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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PULSION OF ECOLOGICAL 
ECONOMIC VALUES 

Cao Linlin 

Abstract: Most of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s based on the premise that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s unlimited, which 
neglects the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cost. Only abandoning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 production mode at the expense of wasting 
resources and treating the eco growing as main measurable standard, can 
Steady-state Economy become possible. This kind of development 
model transformation is not so much economic change, as concept 
innovation. Which means that what matters is investment in man, not in 
things. The intrinsic requirements are knowledge investment, the reality 
of reengineering and the idea of the overall in three aspects of economic, 
ethical and 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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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章 

论生态经济价值观的推进 

曹琳琳 128 

[内容提要] 传统的经济学大多建立在自然资源可无限开发利用的前
提上，忽略了生态成本这一关键因素。只有摒弃以浪费资源为代价
的传统经济生产方式，将生态增长视为新的社会发展衡量标准，才
有可能形成稳定状态持续发展的经济。这种发展模式的转变与其说
是经济变革，不如说是观念革新。新观念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投资重
点从对“物”的投资转向对“人”的现实的投资，其内在要求在经济、
伦理、生态三个方面具体体现为知识投资、人的现实的再造以及整
体的观念。 

关键词：生态；经济；伦理；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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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享受工业文明、现代文明辉煌成果的同时不得不面对日
渐遭受污染的环境，生态问题的研究由此受到关注。如何协调经济、
社会、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当代人类对其自身的经济活动进行
理论反思和实践探索。社会生态经济伦理的推进需要企业开发出新
型低污染的科学技术，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模式。可以肯
定的是，企业对于高新技术的短期投入会以减缓国家经济发展速度
为代价，因此，对于追求利润为目的的企业来说，亟需社会生态价
值观上的导向。资源是有限的，怎样在有限资源的前提下使企业能
够持续发展，需要树立一种新的观念：企业追求的最终目的不是利
润，而是超越利润。如同张军、刘迪平在《论企业生态伦理的实现
机制》一文中所言：“若我们的企业本身没有资源有价值、环境有
责任的生态意识，没有对自然界和社会要同样负责任的伦理信念，
认识不到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企业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那么，诚然我们对企业经营行为中的不道德行为采取种种硬性措施，
都是外在的，即使有所成效也是一时的，是治标不治本的。”129 经
济发展消耗的生态成本，说到底，其承担者是整个社会。人的欲望
永无止境，短视的贪婪必将毁了长期的发展，为了人类自身，为了
整个社会，为了自然生态系统，衡量社会发展模式价值观的变革刻
不容缓。 

32.1 生态经济价值观与市场经济价值观  

32.1.1 生态与价值观 

生态(Eco-)一词源于古希腊字，意思是指家或者我们的生存环境，
现在通常指生物在一定环境下的生活与生存状态，同时也可以特指
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特性。简单说来，生态就是指一起生物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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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状态以及它们与紧密相扣的关系。对于价值观一词的定义较多，
暂无统一的答案。在马克思看来，价值观指特定主体对价值关系的
反映与评价。价值观从不同的角度其含义也各不相同：“从宏观角
度说，价值观念是社会文化体系的核心。从微观角度说，价值观念
是人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从根源的角度说，它同主体的需要、理
想联系在一起，它受制于人们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在阶级社会
中，它受制于人们的阶级地位，特别是受制于人的政治思想意识。
从功能上说，它为人们的正当行为提供充分的理由”。130 因此，价
值观与社会中的不同领域的个人、群体、文化、经济、阶级息息相
关，它不仅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看待方式还影响着人们的实际行为
模式，从表面看不同价值观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含义均各不相同，没
有任何可比性。这主要缘于价值观是特定主体的价值观，而这个主
体是历史的、具体的，主体与主体的不同决定了价值观之间的差异。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又从反面论证了价值观是具有客观性
的。正因为价值观是历史的、具体的、因人而异的，因此，在特定
环境下某个人在某个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念也是特定的，相对稳定的。
归根到底，价值观的形成根植于客观事物，随着客观环境因素（如
经济地位、世界观、人生观）的改变而改变。价值观的稳定性决定
了价值观是可供研究其规律，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导向的可能性。 

32.1.2 生态价值观与生态经济价值观 

生态价值观可归纳为人类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生物，人与未来
人，利益集团内与集团外之人，生物与环境以及生态系统与各个要
素之间价值关系的反映与评价。生态价值观的主体是人，因此也是
人类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客体是自然、环境、人以外的其
他生物、人化自然、非当下的未来人、利益团体以外的他人、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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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简言之，客体的关键词为
“关系”，尤其强调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这需要人们以长远的、
发展的、联系的眼光看待事物，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结”而不破坏，
当然这与“碎片化”的现代化经济生产方式是相违背的。碎片化的生
产方式源于日益集中的工业化生产模式，它造就了碎片化的思维模
式，人们失去了理性思考和批判性思维，缺少自主性和创造性：思
维过于“务实”，只知事物的“实然”而不知其“应然”，即只看到眼前实
实在在的事物和利益而忽略了事物之间的“关联性”以及未来发展的
“可能性”。这是繁荣的经济和发展的科技掩盖下的人类自身的“倒
退”，人只能依附科技的存在而存在，无法冲破科技的视野重新认
识自己，由这样退化的主体带来的繁荣只能是假象，是不长久的。
由此，社会的长久发展需要社会生态价值观的正确导向，这不仅是
为了生态环境，更是为了人类自身，为了恢复人在经济和科技发展
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生态价值观主要表现为生态经济价值观，生态
伦理价值观和生态功能价值观三个方面，其中生态经济价值观统摄
另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生态经济伦理以及生态经济功能等。因此，
生态价值观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论基础，生态经济价值观的正
确导向正是重中之重。 

生态经济价值观是对应市场经济价值观提出来的，其核心是以
生态效益的善，取代传统的市场效益的善。衡量传统市场效益仅需
从生产效率、生产总值、劳动力、资本的角度进行分析评判，对于
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却只字未提，市场效益的增长似乎是独立于环
境之外的。这与人们一直以来的传统思维模式相对应，他们认为，
幸福的生活与市场经济效益的增长成正比，即使无法看到立竿见影
的变化，起码能够改善。但如今事实与理想相距甚远：人类越是掠
夺自然，人类拥有的自由就越少。有限生态系统资源无法承受无限
增长的生产力和人们的消费需求，人们的期望破灭，环境受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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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限制了人们的生活自由。因而，生态经济价值观可概括为在
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经济主体对各生产要素或者潜在生产要素之间
价值关系的反映与评价。 

32.2 生态经济价值观的理论构建 

32.2.1 何为“稳定状态的经济”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
定的同时，又能维护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有些学者就提出了“稳
定状态的经济”的概念。生态经济价值观中追求的“稳定状态的经济”，
简单来说，就是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注意生态系统的平衡，维
持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问题在于如何在考虑环境的资
源供给和接受废物的能力有限的前提下实现“稳定状态的经济”，可
从两个角度进行阐述：从经济增长角度出发，如同穆勒在《政治经
济学原理》一书中所言，主张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都要稳定化，人
的社会性需求的满足与物质增长并非一直成正比关系，因为不同地
区的人们在自我实现的机会方面和生活愉快的程度方面的差异，并
不能通过物质总量的增加来改变，只能通过建立合理的社会组织和
社会制度来改良。从个人生活角度出发，“稳定状态的经济”是相对
“异化消费”的市场经济提出来的，异化消费显示了人对于物的纯粹
冲动性的占有，将个人价值的实现诉诸于消费的瞬间带来的自我实
现的幻象。而“稳定状态的经济”则强调人是人之为人独立存在的意
义，强调人的理性批判思维方式，要求正确理解和解决劳动与闲暇
之间的关系，正确理解表达需求和解决需求的方式，摒弃将需求的
满足完全建立在消费过程的生活方式，强调在创造性劳动和自由活
动过程中满足个人的真实需求。 

生态经济价值观的构建是建立在以人类的生存发展为中心的基
础上的，是从人的角度审视生态危机而得出的，因此，生态经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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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说到底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许多学者认为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
危机的元凶是正是人们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人类
中心论认为，人类是宇宙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人是价值
的唯一主体，其他生态存在物都被视为实现人的价值的工具，这就
造成了科学技术对环境的滥用，致使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由于传统
人类中心主义中人的抽象性，科学技术必会异化为奴役和统治大众
的工具，最终势必陷入“阶级中心主义”，此时的人的需要必然不是
理性思维后的真实的需要，而是在资本、市场控制下的“虚假”需求。
与传统人类中心论相对的“现代人类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在批判传统
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的自我观念的同时，也指出解决当代生态环境
危机的根本出路不在于是否承认人之外的自然及其存在物具有内在
价值的权利，而在于立足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彻底贯彻人
类中心主义。”131 现代人类中心论摒弃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对于近
期利益的短视性，以整个人类的长远利益为最终目的，该观点具有
一定的理论完备性，但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相同，其中的“人”也是
抽象的人，因此这种思维方式说到底也是抽象的纯粹理论的，但何
为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这点值得反思。 

稳定状态的经济便是以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为目标。生
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在《超越增长》一书中也对“稳定状态的
经济”（SEE）进行了描述，他认为无止境的欲望和无尽的资源而
导致的永远增长是不现实的，因而重新定义了“增长”和“发展”的概
念，“这里所指的增长，是指用以维持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经济活动
的物质/能量流量在物理规模上的增加。……而来源于技术知识的
改善或是对目标的更深理解，由既定流量规模构成的使用中的性能
改善，才被称之为‘发展’。因此，SEE能够发展，却不能增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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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行星地球——经济是它的一个子系统——能在没有增长的状态下
得以发展。” 132 简单说来，戴利的发展追求的不是物理的量上的增
长，而是资源利用“质”上的提高。因而，衡量人类生活水平的指标
应当摒弃传统片面的利润、收入、消费等纯粹经济词汇，而应当通
过“足以有优裕生活的人均资源使用水平上生活的累计年限”133 来衡
量，SEE不是静止的，是一个阶段性变量，在不断发展变化中达到
动态的平衡。 

32.2.2 生态经济价值观的构建方向 

纵观西方以往流行的观点，不管是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现代
人类中心主义对于生态价值的争论，除开实践意义不谈，在反思的
意义上都能够促进人类反思自己行为的后果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生态危机。但由于探讨的视域始终没有脱离资本主义经济框架，因
而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触及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症结所在。刘定平认
为，“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只要存在着以追求利润为目
的的资本的存在，生产的目的和消费的方向就必然要服从和服务于
资本的需要，技术理性就必然要发生异化。……因为资本家受物质
利益的驱动，他们会把社会的一切，包括人的价值和尊严在内，都
看成是为自己获得利润的工具，都应该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才能存
在的。”134 因而，生态经济价值观只有切实的引入中国社会主义社
会制度的维度，才有可能从真正意义上落实贯彻。 

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与人化自然的关系，说到底就是人与人
的关系。现实的人与人关系的合理性落实，必然需要相应的制度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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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资本主义社会是物的社会，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的生产方式带
来了异化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只剩下欲望的满足和金钱利益的
关系。先进的科技带来改造自然强大力量的同时误导了人们的思想，
让人类误以为拥有改造自然的绝对自由，人们只拥有技术理性，丢
弃了思想。霍克海默指出：“在通往现代科学的道路上，人们放弃
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他们用公式替代了概念，用规则和概率替代
了原因和动机。”135 人在运用技术理性控制自然的同时也被控制了，
控制过程中的人成为了物，个人失去了批判精神变成了只有服从精
神的人。同样，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消费问题也只有在社会主义
的生产方式中，通过人们符合个性的创造性劳动才能消除。 

当代生态环境问题产出的本质原因与其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
值观念，不如说正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实施的不够彻底。一方
面，那种建立在人类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真正人类中
心主义价值观从未被真正实践过，因为实践格局中的主体是多级的，
多级主体的人在实践中必会产生现实矛盾。实施者永远无法从人类
整体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真正被实践的只有“阶级中心主义”、“集团
中心主义”和“地区中心主义”。许多经济、道德、环境领域引发的问
题都可在政治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层面找寻到其成因。强者向往自由，
弱者向往平等，政治制度甚至道德规范都为统治阶级服务而沦为阶
级意识形态。若将人类视为强者，其他生物视为弱者，不管是人类
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相关理论都是人类以自身为强者的
立场上为维护其生存的长远利益而做出的道义上的说辞。动物所拥
有的权利说到底都是人类从自身作为万物统治者的角度所赋予的，
这种权利的自然性是人化的自然性，说到底非人类中心主义仍旧是
从人类自身出发的。因此，生态伦理践行的关键并非在于生物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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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拥有权利并且不受侵犯，应当怎样保护生物的权利等等，而在
于如何合理的建构恰当的制度或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合理的、有节制
的、符合人类时代文明的开采利用生态资源的方式。另一方面，经
济全球化带来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加剧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有
限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的污染。“世界各国在掠夺地球有限资源的
时候并不承认自己的行为具有资源利己主义性质。它们往往以民族
冲突、宗教冲突、维护人权、保护民主、调节民族矛盾等为借口来
掩饰其掠夺资源的真实目的。”136 因此，对于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和
环境危机责任，发达国家应当承担与其开发利用资源的自由相称的
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这也决定了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建构的施行无法
离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度正义。 

所以，中国经济生态价值观的推进必然需要引入制度建设，而
从我国国情而言，必然需要在批判传统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实际，从生产制度正义、分配制度正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制
度正义三个层面入手来建构和践行以人为本的当代中国的经济生态
价值观。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制度建设不能仅致力于“由上而
下”的完善制度的理论建构，更应当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国情，在
“由下而上”的政策实践中完善制度建设。在强调国家政府法律制度
执行力的基础上，不能忽略作为接触民众“第一界面”的民间社会组
织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如同梁治平在《在边缘处思考》书中所言：
“对于一个公正的社会来说，法治只是其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而在今天的中国，法治的目标本身也要借助于法律以外其他社会制
度和社会实践的发展才可能达到。”137 因此，社会生态经济价值观
的推进对象逐渐拓展到国内家族式企业、中小企业是必然趋势，许
多家族式管理模式的企业也较易接受“熟人圈”信息的交流。但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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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传统中国社会“人治”和“礼治”方式在现代社会中并不具备正当
性，且并非是积极向上的具备正能量的精神资源，最终趋势必然要
走向“法治”，即建立让人信任且行之有效的法律系统和金融体系。 

32.3 生态经济价值观的内在要求 

萨缪尔森曾提出稀缺规律，认为由于人的欲望的无止境，稀缺
是永恒的，人的欲望与可支配的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经济发
展的主要矛盾和动力。针对这个问题，历史上提出的解决方案大致
可归为三类：“人类历史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解决方案：一是提升生
产者劳动素质和能力，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单位资源所创造的生产产
值；二是探索资源物理特性，发现资源新的有用属性；三是发现资
源可加以利用的多种实现形式，最大限度提取其经济价值。”138 这
是与资本的两种类型（生产要素资本、社会关系资本）相符合的。
生态经济价值观作为经济、伦理、生态三个范畴相互交融的产物，
其内在独特的价值诉求必然是指向社会关系的。社会关系是人的产
物，且不仅仅是个人，还是指向人类社会系统整体的。因此，传统
的以利润为唯一衡量标准的经济观念在应对新经济增长因素时必然
是无力的。若要“超越增长”必然要建立与生态经济价值观相对应的
“新观念”，其关键在于如何将投资重点从对“物”的投资转向对“人”的
投资，从而达到对“量”的扩张转向对“质”的提升的目的。寄希望于
依靠单一引进先进仪器、先进技术来提升生产力是有限的、不长久
的，关键在于人价值观的现实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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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1 对“人”的投资在经济上体现为知识投资 

个性化的人带来的“个性化”经济需要针对性各自企业特性进行知
识投资，所投资的知识必须能够应用于企业实际生产降低成本并带
来高度生产力，才是有效的。否则，仅依靠单纯复制成功企业的知
识投入模式和生产模式，而无视企业自身存在的特性和不足，只能
徒劳无功。 

知识投资体现为对服务对象的个性化投资。企业在能够解决生
存竞争问题的前提下，针对服务对象的个性化需求，真正做到只为
某个人服务，此时的企业生产才是真正以人为本位的生产。只有切
实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对客户进行分类，对其需求进行合理的引导
并满足，形成对客户的有效贡献，最后做好售后跟踪和反馈，满足
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并挖掘其潜在需求，为其未来进一步进行规划，
以实现客户的高附加值为最终目标。 

知识投资体现了对企业组织、部门乃至个人的“重组”——将最佳
的人才放置于最大的机会上。企业和部门的管理者的工作就是将不
同领域里的知识工作者整合在一起，使他们的工作紧密结合，根据
各自特性，有效地发挥功能和贡献。“因为管理就是‘有目的、有条
理、有系统’地有效经营每一个组织的优势与个人的长处……将资
讯、知识、创意、判断、价值、理解和期望集中于决断、行为、绩
效和成果上。”139 简言之，知识投资就是将个性化的知识资源进行
有效的重组，发挥知识人才的最大个性、创造性，达到最大效能。 

32.3.2 对“人”的投资在伦理上体现为人的现实的再造 

“现代化经济的真正力量并不建立在劳动力上。 要在短时间内训
练劳动十分容易， 然而真正的经济力量来自许多受过教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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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140  这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流水线式的教育模式，而是有针对
性的个性化的、与时代、现实紧密联系的新型教育方式，这样的人
才也正是知识社会所需要的。 

知识社会需要的人才必然是急于接受教育再造的人。现代教育
体系侧重于对事实的学习和死记硬背，无法为知识社会缔造富有创
造力和责任心的人才。因此，现代教育无法满足知识社会对于富有
创造力、责任心和与时俱进式的人才的需求。在知识社会，学习是
一辈子的事情，并非待到毕业就会结束，不如说是刚刚开始，在工
作岗位更是如此，既有知识也会折旧，需要得到及时更新，否则会
有被淘汰的风险，这是人们亟须更正的教育观念。 

知识社会需要的人才必然是能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
个性特点并付诸现实的人。知识资源极为丰富，穷尽人的一生也难
以全部习得。然而，树立一个终极目标，将所学知识联系在一起，
为实现目的而不断努力，这是可以做到的。因此，知识社会的教育
指向的是与自身个性相符的有目的性的学习和实践。 

知识社会需要的人才必然是有社会责任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
度。一方面，越是接受高等教育，其承担的责任也越大。知识社会
的人才应当将受过教育视为一种责任，为社会做贡献的责任，而不
是将受过教育作为享有某种特权的资本。一旦认定自己成功了，因
而享有特权地位便会忘却自身应承担的责任，并向社会单方面的索
取回报，放弃了自身的创造性，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应当受到质疑的。
另一方面，拥有高超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的知识社会人才必然拥有
强大的力量，若没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则该人才对于社会发展
只能成为威胁而非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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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知识人才的工资收入而言，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不再是知识
和技能本身，而首先是生活与工作态度和人际交往能力，这也是企
业管理者更为关注的。因此，知识人才在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人力
短缺”实质上“不是技能的短缺，不是学历太低，也不是资历不够，
而是缺乏工作热情，缺乏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感，缺乏对人生意义
的探索而导致”141 的。 

32.3.3 对“人”的投资在生态上体现为整体的观念 

企业作为行为主体来说，“整体”应包括企业整体和社会整体， 
企业作为社会机制的有机部分，要能发挥最大效能，不仅需要依赖
企业自身优化后的组织功能，还需要社会其他组织和成员的支持。 

首先，从企业得以长远发展内部要求出发。一方面，企业组织
整体要发挥最大的效能，如上文所言，不仅需要对企业组织、部门
甚至个人进行合理“重组”，必要的时候，还要有计划的放弃。不可
坐视企业内部问题愈演愈烈，对不再有生产力的部门和组织做出系
统性的抛弃，使得企业拥有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再度发挥创新精神和
创业理念，拓展企业整体的发展空间，接受更大的变革。另一方面，
对于中国的家族式中小企业来说，除了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
另一个乃是接班人的补给问题，这是需要长达 20 年以上刻意栽培
和评估才可能真正解决的。但由于个人无法日理万机且无法永远保
持理性，仅靠管理者单独灌输企业理念和实践经验无法保障接班人
培养的成功性。因而，为了跨越持续成功的障碍，有必要建立有效
的接班制度，以形成长效机制。 

其次，从企业做出社会性的外在道德行为选择的可能性出发。
一般来说，只有当企业能从自己的道德行为选择中得益时，其自觉
选择较为道德的经济行为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因此，
企业直观上首要考虑的必然是如何在行为中使企业自身受益，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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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整体受益往往只是企业行为的附加值。但已无生存竞争问题且具
有长远眼光的企业做出公益性的道德行为，为社会整体制造公共产
品，并能够短期内承担该公共性行为之成本。为社会成员做出实在
的贡献，在宣扬企业理念的同时又构造了良好的公众形象，这种公
共道德行为能够拓展潜在市场的效果是无法估量的。因此，社会性
行为必将成为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 

最后，从生态资源的公共性和资本的社会性出发，亟须推进资
源产权化发展。“资本并非仅仅是积累起来的具有物质形态的资产，
而是蕴藏在资产中能够开展新的生产潜能的社会关系。……资本具
备的这种生产潜能极具抽象性，在它能释放潜能之前，必须把它加
工确定成具体的社会形式。只有在法律上拥有对它的所有权，才能
拥有对其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分割权。”142 因此，资源产权化的作
用并不仅便于管理责任的清晰划分，更在于作为拥有资源使用权凭
证的所有者，可以有针对性的对所有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对其
社会生产力进行整体评估，从而提高产值的再增值。因而，资源产
权化并不等同于私有化，要能够真正实现，是需要建立在社会整体
法律、道德意识较为完善的基础之上的。 

综上，对于企业生态经济价值观的构建，寄希望于社会或政府
的一次性捐赠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只能依靠企业根据自身
发展特点，对企业组织进行个性化投资，激发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
才能真正实现。需要注意的是，对“人”的投资并不等同于学习成本，
这是“用金钱代替思考”的落后思维方式，重要的是观念的转变。投
资并不在于金钱的多少和时间的长短，而在于效果的好坏。“经济
发展的动力不在于金钱的多寡，而在于人才。只有高效而专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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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才有可能将金钱发挥得更有效能、更具价值。”143 因此，落到
实处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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