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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系列丛书》总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巨大成就。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的国民总收入在 1979 年至

2005 年的 26 年间，以年均 9. 7% 的速度增长，从 1978 年的

3645. 2 亿元上升到 2005 年的 183956. 1 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从 1978 年的 381 元上升到 2005 年的 14040 元。农村居民家庭人

均纯收入从 1978 年的 133. 6 元提高到 2005 年的 3254. 9 元; 城

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78 年 343. 4 元提高到 2005 年的
10493 元。中国人民正在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甜蜜果实: 不消说

早年曾被当作“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生活”的 “楼上楼下电灯电

话”早已习以为常，而且私人汽车、花园别墅、出国旅游这些

曾经谁都不敢奢望的生活对于不少人来说也已经成为现实。

然而，好东西往往要付出代价。环境的破坏、生态的失衡、

气候的变暖、资源的短缺等等，便是人类为现代化付出的沉重

代价。中国人民在享受现代化建设甜蜜成果的同时，也正在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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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所带来的苦果。

例如，我国城市的大气和水污染问题就十分严重。酸雨面

积占国土面积的 1 /3，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2005 年，

工业固体废物达 1. 3449 亿吨，城市垃圾年产量达 1. 5 亿吨，其

中大多数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理。2005 年监测的 522 个城市中，

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的只占 4. 2%。我国城市空气中的颗

粒物或二氧化硫含量在全世界属最高之列，每年约有 20 万人因

室外空气污染死亡，10 万人因室内空气污染死亡，约 1100 万次

急诊是由空气污染引起的。去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和今年的太

湖蓝藻事件，更使国人惊愕不已。

又如，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2005 年中国环境公报》显示，

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 356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37. 1%。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
1. 5万多平方公里，新增草地退化面积 2 万平方公里、土地 “沙

化”面积 2460 平方公里、土地 “石化”面积 2500 平方公里。

2005 年，中国全海域发生赤潮 82 次，和 2004 年相比，有毒藻

类引发的赤潮次数和面积大幅增加。

再如，自然资源短缺并且开发利用不合理。水资源紧缺是

我国最严重的资源危机，目前有 100 多个城市严重缺水。我国的

人均耕地仅 1. 4 亩，不到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一半。我国人均森

林占有面积为 1. 9 亩，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 1 /5; 人均森林蓄

积量为 9. 048 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蓄积量的 1 /8。据估算，我

国因各种人为因素造成破坏和废弃的土地近 2 亿亩，其中仅采矿

破坏的土地约为 9000 万亩，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变大，每年有百

万亩新增的废弃地得不到及时复垦。

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使人与自然之间变得不和

谐，而且也使人与人之间变得不和谐，近年来因环境污染而引

发的冲突事件有增无减。所有这些都正在催醒中国人民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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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意识，迫使政府和民众更加重视生态保护。中国古代关于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天人合一”理想，经过长时期的沉寂之

后，再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引起极大反响。近年来，诸如
“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绿色 GDP”、“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文明”等概念便成为中国政府和知识

分子议论最多、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我自己对 “生态文明”

这一概念情有独钟，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大力弘扬的人类理想发

展状态。

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

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

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生态文明既包含人类保

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维

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

如果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这一视角来观察人类文

明形态的演变发展，那么可以说，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后工业文

明，是人类社会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人类迄今最高的文明

形态。

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高级形态，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关系

的一种新颖状态，是人类文明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的转型

和升华。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生态的组成要素之一，正如胡锦涛

总书记所说，“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

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建设生态文明，归根结底是为

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良好的自然生态，是人类幸福生活不可或

缺的要素。因此，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人类自身是生态

文明的主体，处于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地位。建设生态文明，绝

不是人类消极地向自然回归，而是人类积极地与自然实现和谐。

人类既不能简单地去 “主宰”或 “统治”自然，也不能在自然

面前消极地无所作为。换言之，“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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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点，也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出发点; 最大限度地实

现人类自身的利益，也正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归宿。

从去年开始，中共中央编译局与中共厦门市委、市政府联

合设立了一个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课题，试图从理论上对

厦门市建设生态文明的经验和教训做一系统的总结，并且在此

基础上对生态文明的概念、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

文明的道路、国外建设生态文明的做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的

研究。在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中央编译出版社与课题组的同志

决定联合编辑出版一套《生态文明系列丛书》，以便汇集局内外

关于生态文明的若干重要研究成果。作为该课题的总负责人，

我十分赞同这一设想。如果这套丛书的出版能进一步推动我国

学术界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并对各级政府建设中国特色的生态

文明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则幸甚。

是为序。

俞可平
2007 年 6 月 7 日夜于方圆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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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患病了。正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常听到人们说: “让 21

世纪成为环境的世纪。”虽然这个口号反映出人的良好愿望，但

是，21 世纪也是潜藏着继续 20 世纪的环境破坏、最终引发环境

全面崩溃之危机的世纪。单单全球气候变暖这一个问题，就令

人不得不产生这种忧虑。

在本书脱稿之后，我看了一部反映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电

影《难以忽视的真相》。这是一部由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主演的关

于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科普电影。影片介绍了全球气候变暖的

最新科学研究成果，把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现实问题用影像生

动地呈现了出来。

在该片中，也介绍了本书曾谈到了的 《纽约时报》的报道:

布什政权的首席顾问窜改了全球气候变暖的报告。本书第三章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现状”批评了美国和日本经济产业省在全

球气候变暖问题上的做法。他们表示之所以对 《京都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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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批评立场，是因为中国和印度没参加，所以不公平。但是这

是一种表面的理由。其实，因为 《京都议定书》基于 CO2 从工

业革命前的 280p. p. m. 扩大到 379p. p. m. 的责任在于发达资本

主义国这种认识，根据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缔结

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以他们想把这样的 《京都议定书》束

之高阁。

谈一个与此事有关的事情。莱斯特·布朗应邀访问一桥大

学时，我作为评论人出席了讲演和讨论会。当时我向他提问道:

虽然我赞同布朗提出的 “环境革命”的视角，但是从国际环境

正义的视点来看，2003 年 CO2 的人均排放量，美国为 19. 7 吨，

中国是 3. 2 吨 ( 国别排放量的比例美国为 11. 8%，中国为
16. 4% ) ，面对这个现实应该如何回答呢? 布朗没有给出直接的

回答。我这个提问还隐含着下面这重意思: 美国人和日本人一

边驾驶着私人汽车兜风，一边对中国人说: 不要驾驶私人汽车

去兜风! 他们有这样说的权利吗?

关于 CO2 上升，我认为首先要明确此前的责任在于发达国

家一方，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带头采取措施。虽然 EU基于这种自

觉采取了措施，但是日美不是这样的。布什政权对于全球气候

变暖问题的举措十分消极。奥巴马政府也是如此。不过，由于

民主党在美国议会上下两院占了过半数，所以美国采取与以往

不同的措施的可能性正在增强。民主党已经提出几个有关全球

气候变暖对策的法案，通用电气等美国十家大企业的高层也向

布什总统提议: 把削减 CO2 排放量规定为义务。同时，联邦最

高法院还作出判决，认为温室效应气体是大气污染物质，政府

有加以规制的责任。但是在日本，尽管作为促成 《京都议定书》

的议长国本该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但政界和经济界还看不出有

什么变化的征兆。

同时，我也认为，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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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CO2 排放量急速上升的世界第二大排放国的中国和第五位
的印度———虽然两者有区别，但是应该怎么担负共同的责任呢?

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关于这个问题，2004 年在德国召开的
“可再生能源国际大会”上，中国宣布将在 2010 年之前把可再
生能源生产的电力提高到全部电力生产的 10%这一积极的目标。
(日本 2010 年以前达到 1. 35%，比其他国家相比这个目标十分
低。) 翌年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上，中国又宣布到 2020 年将使可
再生能源占能源供应的比重达到 15%左右。这些目标的提出引
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如果考虑到作为环境发达国家的德
国设定的目标，也不过是在 2020 年之前使可再生能源占到
20%，就可以明白中国提出的 15%的目标是多么大的数字。而
且，中国如果光是积极地采用节约能源技术的话，就可以极大
地削减 CO2 的排放量。对于煤会产生大量 CO2，目前正在积极研
究开发洁净煤技术。从事实上来看，中国在防止全球气候变暖
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人们关注着中国今后将在这方面
采取哪些措施。实际上，在中国 1997 年是最高峰，此后连续三
年 CO2 排放量递减 ( 2000 年比 1997 年减少了 17% ) ①。可是，
2001 年以后再次转为激增。

如本书第三章指出的那样，日本政界和经济界的行动比较
迟缓。国立环境研究所 2006 年度调查表明，认为全球气候变暖
问题是“最重要的环境问题”的日本人的比例是 27%，居首位
( 居第二位的回答是废弃物问题，为 26% )。这个数字说明，由
于近年异常气象的连续发生等，国民越来越关心气候变暖问题。

我之所以在中国版序文中谈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也是
因为有研究报告指出: 格陵兰的冰川加速融化，最近 10 年融化
量增加了 2. 5 倍，冰川后退了 15 公里，并且还在加速。这个问

① 序言所使用的 CO2 排放量数据，均根据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 ( 2006 年) 提供的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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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已经成为地球和人类不能回避的严峻问题。当务之急是，不

能再加剧气候变暖的危机，而是要在其还没有发展到不可逆的

状态之前，以长远的和理性的判断采取预防性对策。

前不久，我过去的一本书《环境的思想》 (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年，韩立新、张桂权、刘荣华合译) 经过修订再版了。有

关我的环境思想的基本观点，两本书都是一样的，不过从论述

的对象、研究的方法以及论点来看，这两本书有所不同。如果

读者可以通览两本书将是我的荣幸。

岩佐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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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是我三年前写的。那以后，围绕气候变暖问

题，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 CO2 排放量在 2008 年超过美

国居世界第一，相应地中国消减 CO2 排放量的责任也增大了。

日本虽然无望达到京都议定书所约定的 2008 年至 2012 年期间实

现温室气体年排放量比 1990 年减少 6%的目标，但在雷曼金融

危机引发的不景气的影响下，包括利用京都机制从别国购入的
1． 6%减排量交易份额，2008 年度日本勉强实现了减排目标。

另外，美国和日本都发生了政权更迭，对 CO2 减排比较热

心的奥巴马政权和日本民主党政权取代了原来对 CO2 减排消极

的政权。其结果，是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

缔约方会议 (2009 年，哥本哈根) 上达成了 “哥本哈根协

* 2007 年岩佐茂教授写完此著，世界环境相关情况发生了变化，故而岩
佐茂先生又不辞劳苦，应邀专门撰写此文介绍了环境的最新进展。特此致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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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尽管会前对达成有约束力的中期减排目标的期待很高。

但是，不仅美国参议院目前尚无通过涉及中期目标的全球变暖

对策法案的可能，而且日本民主党政权虽然在整理具有实效性

的 CO2 减排法案，却已显出倒退的势头。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确定到 2020 年 CO2 减排 20%，并且声

称如果别国制定同样水平的目标自己就有意减排 25%的欧盟
(EU)，现在已经开始提出: 如果自己不积极地朝减排 25%努力

的话，就将落后于环境技术的国际竞争。EU 提出这种主张，并

非要让 CO2 减排成为束缚经济活动的枷锁，而是包含着促进技

术更新、激活经济活动的意图。

当前，为了建设低碳社会，有效利用自然能源，与新一代

输电网基础设施建设相伴随的电力网络化，混合动力或电动汽

车开发的竞争，以及生物质替代石化原料的能源转换等等，对

环境·能源革命的期待日益高涨。2009 年，中国的自然能源的

投资额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不及如此，中国国家能源

局还制定了 2011 年至 2020 年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计划 10

年内投资五万亿元，发展风能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发

电，电动汽车、智能电网。可以说中国也已经正式向低碳社会

迈进。

21 世纪要求我们以建设低碳社会为目标，实现能源和产业

结构的大规模转换。目前，各种努力已经开始了。为了缓解全

球变暖，我们需要更加积极，加快步伐。

2010 年 9 月

岩佐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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