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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政治与和谐社会系统背景的界定

原 威 则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

河南 开封 ������

摘 要
�

考察了
“

生态政治
”

与
“

和谐社会
”

两者间的关系
，

指出一部分研究存在着系统背景划界不清的问题
�

无

论是把
“

生态政治
”

看作是
“

和谐社会
”

的子系统
，

还是相同层次上的兄弟系统
，

都将使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

有不同的理论向度
。

认为生态政治是社会通向和谐的必要路径
。

关键词
�

生态政治� 和谐社会
� 系统背景

中图分类号
�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
����一 ������������一 ����一 ��

“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表达了人们对一种祥

和
、

繁荣
、

安宁
、

有序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
。

目前
，

“

什么是和谐社会
”

与
“

怎样建设和谐社会
”

成为同等

重要的间题
。 “

和谐社会
”

是特定的时空系统背景下

各关系协调发展的总和
，

把生态理念渗透到社会建

设的各个层面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选择
，

这种价

值取向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和响应
，

生态政治概念

的提出就是很好的例证
。

生态政治是以保护环境为

基础的政治方案
，

所以
，

也可以引申为以生态学原理

指导经济
、

社会
、

文化发展的绿色政治
。 “

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必定是有序的社会
，

社会有序就是经济
、

政

治
、

思想
、

文化 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章可循
， 【 ’ 〕气

如果说经济
、

政治
、

思想
、

文化
、

社会生活等要素是一

个社会系统的若干子系统
，

那么
，

先进的
“

文化
” 、

稳

定健康发展的
“

经济
” 、

以保护环境为基础的
“

生态政

治
”

等应当成为
“

和谐社会
”

的子系统
。

厘清与界定

生态政治理论的提出
，

表征出作为类存在的人

对其赖以生存的 自然环境给予了最深切的人文关

怀
，

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共同的目标指向
，

是不言而喻的
。

然而
，

把生态政治看成是和谐社会

的子系统
，

还是
·

�个相同层次上的兄弟系统
，

以往的

研究并没有给出一个比较清晰一致的结论
，

或者根

本就没有涉及这方面的间题
。

生态政治是借鉴意义

上的指导和谐社会的建设
，

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

要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
，

对两者关系的界定
，

是函

待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

也是一个人们无法回避

的问题
。

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
，

两者是相同层次上

的兄弟系统
， “ ‘

和谐社会
’

所说的
‘

社会
’

应当是大社

会的概念
，

它既指政治社会
，

也指文化社会
、

经济社

会
，

同时还要指立于 自然基础上或处于 自然基础之

中的社会
” 「’ �。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认为

，

生态政治

只是在借鉴意义上丰富和谐社会的理论内涵
， “

我们

可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当中借鉴生态政治观的

理论阐述
，

拓展并加深和谐社会的理论内涵和表达

体系
”
�’ �

。

然而其理论困境在于
�

第一
，

和谐社会不仅仅指政治社会
，

也不仅仅

指文化社会
，

而是指政治
、

经济
、

文化社会等协调发

展的生态整体
。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
，

头
、

胳膊
、

腿

等器官构成人这个活生生的有机体
，

但不可以说人

指头
，

或者是人指胳膊�所以
，

和谐社会所指的政治

子系统应该是生态政治
。

至于对经济
、

文化的界

定
，

鉴于研究的需要
，

本文暂且不提
。

这是因为
，

生

态政治是传统政治的改造和发展
， “

生态政治既不

是参照现有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来改造构建生态学

知识体系
，

也不是参照生态体系来建立一个使之更

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类生态体系的政治学…… ，

而是改造现有的政治学体系以使人类对 自然的改

造符合生态规律
” �’ �” 。

生态政治对传统政治的继

承和发展
，

是适应新的条件的上层建筑
，

新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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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政治与和谐社会系统背景的界定

就是指和谐社会系统背景的确定
，

也就是说
，

生态

政治是同经济
、

文化
、

社会生活相对等的子系统
�

生态政治是以保护环境为前提
，

给国家定方向
，

确

定国家活动的形式
、

任务和内容
，

寻求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
�

因此
，

生态政治是和谐社会的子系统
，

是

和谐社会的系统要素
，

而不是与和谐社会相同层次

意义的兄弟系统
�

第二
，

生态政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路径
，

而不只是理论上的借鉴
�

和谐社会是指经济
、

文

化
、

政治等关系协调发展的社会
，

在这些繁杂又无

章的关系协调进程中
，

政治方案是不可或缺的
。

生

态政治观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地缘政治观的一种

新型政治观
，

它的提出标志着人类的道德关怀已经

扩展到非人类生命领域
，

乃至整个自然之中
�

和谐

社会的价值取向之一就是可持续发展
，

如果没有人

对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施以关爱
，

如果人类因为

环境问题而失去生活已久的美好家园
，

社会将采取

什么形式继续保持人们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

人类又

将如何继续维持社会的存在�生态政治本质上反

映出来的是以保护 自然为目的的人与其他要素的

关系问题
，

它内在地获得了一个符合可持续发展的

肯定解释
。

和谐与生态在逻辑内涵上具有一致性
，

“

社会生态系统是指社会人群子系统与其环境子系

统在特定时空的有机结合
”

川
’“ 。

建设和谐社会如

果只是借鉴生态政治观的理论内涵
，

既然是讲借

鉴
，

就可以不借鉴
，

那么
，

建设和谐社会将采取什么

样的政治方案呢�无从可知
。

二
、

生态大于和谐还是生态小于和谐

�一�自然选择与主体选择

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与 自然关系的发展史
�

在对自然改造的意义上
，

研究者把人类社会划分为

原始社会
、

农业社会
、

工业社会
、

生态社会�在对自

然的认识意义上
，

有学者把人类社会分为问题社

会
、

技术社会
、

生态社会
� “

如果说我们的社会是围

绕着生存问题及其解决而形成的一个
‘

间题社会
’ ，

那么
，

直到今天的社会就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对生存

问题的应答过程中而形成的
‘

技术社会
’ ” 〔 ’ �， “

人类

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
，

最终要求我们放弃
‘

技术

社会
’

的发展模式
，

走向尊重
、

保持和发展多样性为

基础的
‘

生态社会
’ ” 〔’ �� 这 �种意义上的划分

，

都

是以人与 自然的关系为主线的
，

不同的是
，

第 �种

意义上的划分更能表达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自身

生存环境的担忧
。

人类社会发展早期
，

人常常不能正确理解他们

生存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的真正意义
，

而把海啸
、

台

风
、

冰雹等一切自然现象都看作是神对他们的惩罚
�

《左传》中有
“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

的记载
，

肯定人是

自然的产物
，

把天地看成自己的父母
�

那时
，

人们不

能正确认识人作为人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的主体地

位
，

不能认识到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
，

过多地依赖自

然�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
，

人类掌握了越来越多的

科学技术
，

并时常为自己征服自然而沾沾自喜
，

却没

工夫认识到自己是 自然的一部分
�

伴随而生的却是

沙尘暴
、

沙漠化的生态危机
，

恩格斯说
， “

我们不要过

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

胜利
，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 【‘ ��气而在生态社会里

，

人们认识到
，

人类自己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

对自然的

掠夺就是对人类 自身的掠夺
，

人应该应用 自身掌握

的科学技术来改造人与自然的关系
，

追求和完善人

这个类存在的
“

大我
” �

而这一切的政治方案就是生

态政治
，

如果说人们对技术的支配是自然选择的话
，

对生态的政治关怀就是人类主体选择的结果
�

美国

学者�
·
���℃��说

， “

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

对现有政治经济结构的挑战
，

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

新设计和组织的严肃课题
， ……环境问题和生态政

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
，

创造新

的思维空间
· �，��，。

�

�二�
“

增长的极限
”

与
“

没有极限的增长
”

人是地表空间的
“

非专门化
”

的智慧生物
，

不管

人在进化意义上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
，

都不可能逃

脱自然界的一般生存法则的制约
。

���� 年
，

意大利

的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
，

指

出
“

自然资源
，

尤其是稀缺 自然资源将制约
、

最终使

发展停止
，

而达到增长的极限
” �吕���

�

由于人们对人

类能动性的认识存在差异
，

这种观点并没得到广泛

认同
�

一种观点认为
， “

增长的极限理论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 ，

将人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

忽视了人类

把握 自己命运和行为的能动作用
” �’ ��，

�

不难看出
，

争论的焦点就是作为主体地位的人是否能给予未来

的生存状况以深切的关注
�

自从人类产生的那一刻

起
，

人就内在地保持着与 自然血浓于水的联系
。

这

种联系决定着人只不过是千丝万缕的生物链上的一

个点而已
，

人要想长久地生存下去
，

必须尊重 自然法

则
。

人在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后技术社会
，

就要把

将生态意识牢牢固于头脑的人类 自己置于生物链的

人的上级地位来约束自己
，

以达到生态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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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中
，

政治直接影响着其他社会活动的

发展
。

列宁指出
， “

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
，

给国家

定方向
，

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
、

任务和内容
” �‘“ ����

。

而
“

生态政治是在通晓生态学的基础上
，

将人类放

到自然生态系统的背景中
，

改造传统的政治知识及

实践框架
，

以适应环境保护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需

要
，

保持生态平衡
” 〔 ’ ‘ �。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今天
，

人们还可以把生态政治的内涵引申到整个

社会领域
，

即用生态学的眼光来观察世界
，

以生态

学的方法来改造世界
，

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生态意

义上的有机整体
，

在这个生态体内
，

各要素紧密相

连
，

协调发展
。 “

未来的政治就是给予 自然以更多关

切
，

以维护生态平衡的政治
，

是把政治发展
、

经济发

展
、

社会发展与 自然发展相统一的生态政治
” �‘，〕 。 ‘

这样
，

生态政治本身就将
“

人一自然一社会
”

紧紧联

系在一起
，

将人类发展生态化
，

不对自然做完全意

义的索取
，

而采取有步骤的
、

有计划的生产和发展
，

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

对社会发展运营以生态

化方式进行
，

强调协调
、

可持续发展
。

�三�基于必然性的路径选择

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

生态政治是通往成功

的必然路径
，

还是借鉴意义上的或然联姻�也就是

说生态政治是和谐社会同等层次上的兄弟系统
，

还

是一个子系统�一直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
。

这个

问题的出现
，

并不仅仅是人类对生存状况的一种 自

我反思
，

更为重要的是
，

它标志着我国和谐理论进

化的一种成熟以及理性的完善
。

生态学家 �
·

�
·

奥德姆曾经指出
� “

我一直极

力主张生态学已不再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
，

它源于

生物学但已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
，

该学科结合了有

机体
、

自然环境和人
” 【 ’��， 因此

，

我们完全可以在生

态学视阑下研究和谐社会
�

和谐社会描述的是一个

健康稳定的生态系统
，

在这个特定的生态系统内部
，

人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生物存在的
。

整个生态系统是

健康的
、

稳定的
，

当然
，

就需要这个生态系统中的植

物
、

动物
、

微生物及其物理环境有一个良好的关系
。

这个 良好关系 的维持有 �层含义
�

���人为的调

节����在人所不能触及的区域和人能力不能达到的

情况下由自然力量来调节
。

其中
，

建设和谐社会就

是人为的调节
，

又包含 �层意思
�

���人类社会内部

的协调
，

即人与人之间的协调 ����人与赖以生存的

自然环境的协调 ����人为地协调其他物种之间的关

系
。

这 �层意义上的协调
，

就是建设和谐社会
。

这 �

种意义的协调
，

需要一种指导思想
，

或者说是一种理

念—生态理念
，

从社会共同体意义上讲
，

就是需要

一种方针政策—生态政治
�

三
、

结束语

生态政治的出场是人类社会进化中的一次革

命性的转变
，

这种创造性的自我决定使人类的道德

关怀由人际社会转向生态社会
。

严格地说
，

这不仅

仅是转向
，

更是一种道德推广
，

这种推广彰显了人

这个道德物种的博大胸怀
，

这是其他物种所不能企

及的
。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
，

把人类

对自然关怀的美好愿望表达得淋漓尽致
，

在这项人

类的伟大进程中
，

生态作为其通向成功的必要路径

已变得毫无争议
。

选择是或然性还是必然性的确

定
，

将扫除非生态观对人类思想造成的一切遮蔽
，

这种选择是无法回避的
�

“

生态政治
”

是
“

和谐社会
”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

分
，

是和谐社会的子系统
，

只有在此逻辑前提下
，

人

们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其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

促进作用
�

参考文献
�

【�� 虞云耀
�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
�

韩雪
�

从多元到和谐—和谐社会的构建 ���
�

北京
�

中央

编译出版社
，
����

�

��� 蔺雪春
�

大政治观
�

生态政治对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有益启示 ���
�

晋阳学刊
，
�������

� ��
一

��
�

��� 肖显静
�

生态政治—面对环境问题的国家抉择 〔��
�

太原
�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
����

�

��� 叶峻
�

关于社会生态学的几个哲学问题 �叫
�

烟台
�

烟台大学出版社
，
����

�

【�� 郑慧子
�

多样性的再发现
�

从技术社会到生态社会 闭
�

自然辩证法研究
，
�������

�
��

一“
�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
�

��� ������� �
�

������������ 因������� ���
��� ��� ��� ������ �

���
��钊����迁��

�

����� �
，
����� �

�

玩����������� ���
�石��� �为��尽 �以加����

�

���
�

��
� ������ ����� ����� ���������� 既

��
，
����

�

��� 米都斯
�

增长的极限 ���
�

李宝恒
，

译
�

长春
�

吉林人民出版社
，
����

�

�下转第 �� 页�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年

���李云逸
�

卢照邻集校注 ���
�

北京
�

中华书局
，

���丁福保
�

历代诗话续编 �叫
�

北京
�

中华书局
，

����
�

����
�

���������� �� �����
’
� �������

一

������� ����� ������

�������
一��

，
����� ����

�������������切��
，
������ ����������

，
������ �������� ������

，
�����

��������� �� ���
’ � �������

一

���������
��� ��犯���

����
�� ��而��

�� ��� ��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硕
����� ���� 伪

����� �

����� ���� � ��� �
���

�
�

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俪��� �������� ������

�

�� ���
����� ��� ������ ��� ��

�������

����� �� ���
’ � 户犯���

��������� �� ������� �������
一

������� ����� 环芜���� �������� �������

�责任编辑
�

李世红�

�上接第 ��页�

��� 傅治平
�

和谐社会导论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

�

【���列宁
�

列宁文集�第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

�

【川 刘京希
�

生态政治论 闭
�

学习与探索
，

�������
�
��

一

��
�

「��� ���� � �
�

九十年代生态学的重大概念 ���
�

世界科学
，
�������

�
��

一

��
�

�������� ��� ����������� �������������������� ���

���������� ������������

���� ���
一��

������������������� ��������
� ���������七 ����� ����������

，
�����飞 ������

，

�����

��������� ������� �� �������� �� �����垃�� ��� ����’� ��
��� ���

�����
��� ����� ������

�

�� ������仁 ����� ���
���� �������� �� ����� ����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即� �������

�

��������� ���������� �������������
������

�������� ���������� ����� ������

�责任编辑
�

李世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