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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了３０多年的快

速增长，２０１４年，有的机构和专家声称，当年年

底中国的ＧＤＰ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位居世界第

一 （按实际汇率计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文

明的发展却没有快车道可循。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形

势相比，我国公民的文明素质提高程度显得缓慢，

在生态文明方面更显滞后。国外有媒体报道称，令

全球海洋 “窒息”的塑料垃圾中，中国丢弃的占了

约３０％。由佐治亚大学环境工程学教授詹娜·詹

贝克主导的这项研究估算，每年平均有８００万吨塑

料垃圾从全球１９２个沿海国家和地区排入海洋。其

中１３０万—３５０万吨是由重度污染的中国沿海城市

排放的。我国塑料废弃物排放世界第一的排名可不

像经济总量排名居前那样令人自豪振奋，只能令人

忧虑和汗颜。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丢弃过旧塑

料袋等垃圾，但对它们去向何方并不在意；我们也

经常为高校里少数学生大量使用一次性餐具并随意

乱扔的行为而扼腕叹息，然而学生的行为还需要我

们反思，我们为人师表的教师在这方面又做得怎

样？教师在培育生态文明，培育大学生的生态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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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方面理应担负怎样的责任？无数事实告诉我们，生态伦理

观不仅学生需要培育，教师也要补课。

由贫穷年代进入小康社会的人们难以拒绝 “物质化生存”

的强大诱惑力，追求富足的生活是绝大多数人的愿望，本无

可厚非，但人们无止境的消费欲望对资源消耗和环境承载的

压力在日益凸显，甚至为得到 “金山银山”而失去了 “绿水

青山”，乡愁只留下污水、秃山和雾霾。民间流传的一个段子

说 “５０岁前拿命换钱，５０岁后拿钱换命”，如果说发达国家

是已经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 “百年老店”，那么我国的经济社

会发展也可算是达到知天命的５０岁阶段，该升级转型，为治

理环境污染 “拿钱换命”了。我国著名作家莫言在东亚文学

论坛上的演讲中有一段话：“我们要用作品告诉那些有１０００

条裙子、１万双鞋子的女人，她们是有罪的；我们要用作品

告诉那些有十几辆豪华轿车的男人，他们是有罪的；我们要

告诉那些置办了私人飞机、私人游艇的人，他们是有罪的，

尽管在这个世界上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们的为所欲

为是对人类的犯罪，即使他们的钱是用合法的手段挣来的。”

莫言在这里强调作家的责任是呼吁人们远离奢侈的生活方式。

身为教师，不是法官，我们当然没有给人定罪的权力，但我

们也有责任让大学生、让全体公民知道，在处理人与自然的

关系时哪些行为是善良的正当的，应该去做的；哪些行为是

不当的，应该避免的。如果做不到这点，就有悖于教师的职

业操守。生态伦理道德应该成为教师职业道德的一个组成部

分，培育大学生的生态伦理观是大学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２００３年起，我在当时的广西商业高等专科学校与李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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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等老师开设了 “商业生态伦理”这门选修课，还参编了

《商业生态伦理学》一书。２００４年广西商业高等专科学校与

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合并组建广西财经学院后，这门课还

持续开设至２００８年。刚开始时学生选择这门课的兴趣颇高，

最多时曾达到一次选课有３００多人，但到后来这门课慢慢变

成学生凑够学分的一个选项。开课的过程让我们进一步思考

财经高校师生的生态伦理观如何培育的问题。与知识技能的

传授不同，生态伦理道德主要不是从课堂教学、老师的口授

中学到的，而是从幼时对父母言谈举止的仿效中习得生态伦

理道德的初步范式，又在社会环境和人际交往中感受遵守生

态伦理道德规范而得到的赞许、认可，违背生态伦理道德规

范而受到的批评、谴责，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亲身体验生态伦

理道德的正能量和约束力，从而确立自己的道德标准，并通

过日常行为的习惯化逐渐内化和强化养成的。但也不能因此

否认学校教育在生态伦理道德培育中的积极作用，我们的教

学实践也表明，老师言行示范和褒贬扬抑的教诲、校园环境

绿化美化的熏陶、课堂传授文化知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学

生课外阅读的思考和讨论、学生各种实践活动的验证和补充，

对于大学生探寻生态伦理道德的源头，夯实生态伦理道德的

基础，巩固生态伦理道德的理论支撑，矫正生态伦理道德价

值的偏差，丰富生态伦理道德实践，体会社会公平正义的真

谛所起的作用相当重要。只要教学方法灵活得当、内容丰富

多样，充分发挥课外活动作为第二课堂的作用，大学生是会

接受和欢迎的。

财经高校的师生长期接受的思维训练所形成的经济学思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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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是一项职业基本功，经济学思维重视企业内部开源节流、

降低成本，对内部是讲求效益、经济的，但对企业外部却可

能造成不经济的后果，导致对资源的过度耗费和生态环境的

破坏。每个企业都希望自己的产品销售量不断扩大，不惜以

种种营销手段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不断创造新的消费

时尚，如某些牙膏厂甚至用增大牙膏管口直径，让消费者不

知不觉地增加牙膏用量的办法来促使消费者使用更多的牙膏。

这些旨在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创意和做法与减少资源消耗、

降低废弃物排放的生态伦理观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但矛

盾双方又有同一性，如果我们的学生掌握了辩证思维、系统

思维，就能将经济学思维和生态伦理观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

在生态伦理观的规范下追求效率，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耗、

能耗，尽可能地回收利用自己生产的报废产品，减少对生态

环境的损害，达成既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又提高人们生活

质量和幸福感的双赢目标。

２０１５年１月我到了当年我任班主任的原广西商专营销

９２１班梁勇同学管理的企业———武鸣红鹰肥业有限公司，看

到该企业利用烟厂废弃的烟草下脚料生产有机复合肥，既可

改良土壤，又能提升作物的品质，并有较好的防虫、驱虫效

果，产品销路很好，企业正在设法扩大产能。像这样为保护

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做出贡献的财经院校毕业生，我相信不

在少数。只要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他们就可以在不同的

岗位有所作为。这也是为师者感到欣慰和骄傲之处。

与我国环保部门处于弱势地位，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政

府工作人员难有发展空间，仕途遭遇 “天花板”等情况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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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在高校，尤其是以管理、经济类学科为主干学科的财经

高校，生态伦理这样的交叉学科在教学和科研中也往往处于

被边缘化的境地。要想改变这一状况，我们一方面既要鞭策

自己更加努力地默默耕耘，又要多出成果；另一方面也更加

期待在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高校的生态伦

理观培育问题能得到更多领导、教师和学生的关注，摒弃急

功近利的观点，立足于百年树人的长远谋划，把生态伦理观

培育渗透到相关课程特别是德育课的教学之中，从而逐步拥

有更强大的师资队伍，在高校开设更多的相关课程，获得更

多的研究成果，培育出更多具有高度生态文明素质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

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

的代价。”这句话道出了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

表明了生态伦理观培育的必要性。生态环境的治理固然需要

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条件，而生态文明的提高和生态伦理观

念的进步更不能缺位。与先污染、后治理相比，培育青年一

代的生态伦理观更为可行，且代价较小、效果长远，因为没

有具备生态文明素质的人，就不可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就

不会有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良好的宜居生态环境。

高校师生生态伦理观的培育及其成效，关系到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成败和两个 “一百年”的目标能否实现。本书从

财经高校的视角以及主导财经高校师生思维模式的经济学思

维的特点切入，阐述生态伦理观培育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

财经高校师生生态伦理观培育的意义、内涵、基本原则和方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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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途径，以期引起决策层和教育界对大学生生态伦理观培育

的高度重视，并倡导在财经高校和其他高校开设生态伦理课

程，提升大学生和全社会的生态伦理认知水平和践行能力，

以进一步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两个 “一百年”的

目标。

荀子曰：“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

妄之威者。”（《荀子·强国》）我们希望自己的祖国在世界民

族之林中具有道德之威，就要把高校的师生培育成为有道德

之威的群体。我们还希望本书作为研究财经高校师生生态伦

理观培育的一本专著，可以为这方面的教学和学生生态伦理

道德的培育工作提供一定参考。如果本书的出版能引起高校

对培育师生生态伦理观这一问题的重视，那么我们的努力就

算有了成效。

莫河东

２０１５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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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康德有句名言令人难忘：“有两种东

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

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

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① 星空中斗转星

移的自然规律和人们心中的道德法则值得我们穷尽一

生去探寻其奥秘，也需要我们怀着敬畏之心去珍惜和

遵循。培养造就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既尊重客观

规律又倾心守护并严格遵循心中的道德法则行事的德

才兼备的一代又一代新人，是各级各类学校尤其是高

等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伦理学与哲学是怎样的关系？以我国三峡工程为

例。三峡工程的利弊孰重孰轻，自建设之前至今仍然

争论不断。这些争论有的是属于哲学层面的，比如大

坝所发挥的防洪、发电效益是否与预期相符，库区大

量储水是否会带来地质灾害，对上下游的生态会造成

怎样的影响，是否威胁白鳍豚、中华鲟、江豚等物种

的繁衍和生存，等等。这些问题涉及我们的认识是否

与客观规律相一致，用哲学术语来说，是思维与存在

是否有同一性，主观是否符合客观的问题。大坝建成

１

①康德：《实践理性批判》。



财经高校师生生态伦理观培育导论

之后的实践可以对这一类问题做出回答。

三峡工程还有许多问题是涉及生态伦理的，人们在做出选择

时往往面临两难的境地。比如我们已知大坝的修建势必不利于白

鳍豚、中华鲟等洄游动物的繁殖和生存，库区水位线下的植物也

会由于被淹没而无法生存，下游的一些湖泊会因缺水而干涸……

存在诸如此类的弊端，那我们还要不要为了防洪抗旱、发电航运

等人类利益的需要去建坝？又如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县为了保护亚

洲野象，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安全都遭到了前所未有

的威胁，还有村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许多村民被迫迁徙或离开

村庄外出务工，出现了村民被保护动物驱逐的局面，在人的利益

与野象的利益如此对立的情况下，这样保护动物是否值得？在某

些场合我们还要直接面对一些生死攸关的问题，比如，在人的生

命受到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 （东北虎、黑熊等）的威胁时，又

该如何应对？这些属于生态伦理的问题，对它们的回答与我们的

价值观有关：是人类的利益重要还是其他物种的生存重要？其他

物种的生存与人类的利益有何关联？人类关注和保护其他物种生

存权利的选择标准和尺度边界是什么？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取

决于我们所持有的是以人类当前利益为中心的价值观还是强调自

然界与人类和谐相处的价值观。

对哲学问题真理性的认识，在经过实践检验后人们还比较容

易得出一致的结论，而对生态伦理问题的认识，重视环境保护的

群体和注重加快推进经济发展的人们，由于不同价值观和生态伦

理观的立场，决定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是不同的，不同

的人所持的观点又都有自己的道理和事实依据，不仅利益相关者

纠结其中难以自拔，就是社会上的其他群体也往往无法做到旁观

者清。黄河三门峡大坝建成后上游泥沙淤积抬升、水患加剧的实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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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说明，在生态问题上，利益纠葛复杂，既有民众眼前利益与长

远利益的矛盾，也有不同利益群体、人类利益与其他物种利益的

矛盾，包括决策层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矛盾，因此，民意难以决

断，科学家们众说纷纭，领导者也无法摆脱知识、经验、利益的

约束，很难做出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决策。

在物质相对匮乏的条件下，人们比较容易接受有利于经济发

展而对生态环境不利的项目，“两利相权择其重”，此时的选择是

把当前可以获得的 “利”放在首位，着重考虑投入产出比，成本

与收益的关系。而进入小康社会，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们的选

择标准就发生了变化，把现时和往后已经出现或可能发生的

“害”看得更重，“两害相权择其轻”，更多地考量生态环境的平

衡和人们的生活质量问题，也就是把生态福利摆在比较重要的地

位。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由于我国社会进步、生活水平提高

以及观念更新，一个有可能给生态环境带来不良影响的建设项

目，常常会遭到民众的抵制。所以对于生态伦理问题的解决，唯

有超越当前利益关系的羁绊 （尽管很难做到），站在代际公平、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发展的高度，需要较长时间甚至是若干代人的

反思才可能达成相对接近的共识。

至于三峡工程建设中如何让愿意竞争其中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

得以公平公正的对待，杜绝行贿受贿行为和豆腐渣工程等问题，则

是经济伦理需要研究的范畴，而不是生态伦理所要解决的问题。

单靠生态伦理观的培育当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生态

问题。伦理和道德对人的约束都属于柔性约束，依靠的是人内心

深处的道德法则、自省自律，通过社会舆论的外力和内心信念的

共同作用，唤醒人们的良知和羞耻感、内疚感，从而实现自我控

制和社会控制的理性目标，但伦理道德一旦被公众所接受，又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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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化为评价行为的标准，就能由柔性约束转化为一定程度的刚性

约束。解决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和建设生态文明，是一项巨大的

系统工程，需要包括经济社会的进步、收入水平和文化教育的提

高、精神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的发展等方面的协同配套。但生态

伦理观培育如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只注重经济发展的观念得不

到改变，生态问题的解决显然就无从谈起，即使解决了一时一地

的生态问题，也无法从根本上杜绝类似的问题再发生。

在平常的语言表达中，人们常常把伦理和道德并列，还有人

把伦理和道德看成是等同的概念。实际上伦理与道德既有相通之

处，即都与人的行为准则有关，又有严格的区别。伦理 （Ｅｔｈｉｃｓ）

一词来自希腊词Ｅｔｈｏｓ，意思是 “惯例”（Ｃｕｓｔｏｍ）。这一概念是

指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信念、态度和指

导行为习惯的规范或标准。关于 “道德”，老子在 《道德经》中

说过：“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说，“道”并非指的是一条具

体的道路，而是一个抽象出来的概念。因此，“道德”的 “道”，

最初的含义是指路径，后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引申为人在社

会上做人做事应遵循的原则，即为人处世的规则。“德”从字形

来看，最初表示直立行走并前视之意，意即把心思放正，把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恰当合适。“伦理”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

在 《礼记·乐记》中：“乐者，通伦理者也。”郑玄的解释是：

“伦，犹类也；理，犹分也。”意思是说，人是属于动物一类的，

但由于人有 “理”而又与动物相区别。许慎在 《说文解字》中则

解释为：“伦，从人，辈也，明道也；理，从玉，治玉也。”许慎

认为，“伦”的本意是类、辈，引申为人与人之间不同辈分的关

系；“理”的本意是加工并显示出玉石自身的细微精妙而又清晰

可辨的纹理，引申为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伦理”一词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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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复杂微妙而又和谐有序的辈分关系，后来发展演化为

泛指人与人之间以道德来调节的种种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伦理最初便是指人类区别长幼尊卑的道理，比如中国有 “天地君

亲师”的古训，就是古人对于尊崇的对象的排列次序，人们对他

们的尊崇程度也有高低之分。伦理与道德在内涵上是有一些共通

之处的，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社会成

员与自然界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的作用。对伦理的研究———伦理

学以理论体系的形态呈现，并在文明的发展中逐步成为一门独立

的学科。道德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则是指符合一定伦理观念和一定的价

值观的社会行为规范，是体现人们对善追求的、应然的动机和行

为。简言之，伦理属于理念范畴，道德属于实践范畴，当然，从

“知行合一”的角度来看，二者又是有密切联系的。我们可以说，

伦理是对道德实践的理论概括和规范体系，道德则是对伦理规范

的具体化和实践行为。

在生态伦理道德之前的传统伦理道德，注重的焦点都是人与

人的关系，如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关

系中必须遵循的忠、孝、顺、悌，即要求臣忠君、子孝父、妻顺

夫、弟悌兄。随着近代革命的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主、平

等的价值观渗透到这些关系中，逐步形成了近代的伦理道德，但

这时的伦理道德还是仅仅局限于人际关系。生态伦理道德则将关

注的重点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扩大了伦理道德的范围，

而且深化了伦理道德的内涵，即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强调爱

护和敬畏自然，摒弃了以往的以人为中心，自然万物为人所用，

人与自然是主从关系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

生态伦理观是人们以一定的世界观、价值观为基础，在长期

的文化教育和生活、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如何认识、评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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