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单位要出台扶持和激励政策, 做好跨学院、 跨学科师资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必要时

应当设立独立的交叉学科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
二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交叉学科课程体系建设。 对于知识体系的构建来说, 话语

体系的关键在标识性概念, 学术体系的关键在教材, 学科体系的关键在课程。 因此,
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交叉学科的成熟发展, 就需要在课程设置、 师资配备、 教材建

设、 实践基地等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三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交叉学科的社会服务。 作为新兴交叉学科, 国家和社会对

生态文明的知识和技术的需求方兴未艾, 有条件的培养单位应当加强生态文明智库平

台建设, 把精彩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将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及时有效地转化为咨政

建言, 为科学民主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四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交叉学科的国际合作交流。 生态文明建设交叉学科不仅要

致力于构建美丽中国所需的知识体系, 也要构建美丽世界所需的知识体系。 加强国际

合作交流, 一方面有利于对外开展绿色传播, 讲好美丽中国故事; 另一方面, 通过高

质量的学术交流, 也有利于保持生态文明交叉学科的创新性、 前沿性和引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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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自主的生态伦理学知识体系, 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哲学社会科学

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和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

历史、 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 军事、 党建等各领域”①。 由于生态伦理是

生态文明的伦理表现和表征, 因此, 构建中国自主的生态伦理学知识体系, 是构建中

国特色生态文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尤其是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

的必然要求。

一、 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范式的哲学困境

长期以来, 由于受 “深层生态学” 为代表的生态中心主义的影响, 生态中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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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已成为生态伦理学的主导学科范式, 以 “环境伦理学” 的方式呈现出来。
“内在价值” 的本体论。 在生态中心主义看来, 内在价值是指自然界独立于

人类, 尤其是独立于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而固有的价值。 由于存在着内在价值,
人类应该爱护和保护自然。 内在价值构成了环境伦理学的本体论根据。 这似乎承

认了自然价值的 “客观性” , 但没有看到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 而不是一个实体

范畴。
“整体主义” 的方法论。 生态中心主义将 “整体主义” 作为自己的方法论。 其

实, 在生态学当中, 存在着 “生态演替” 和 “生态系统” 的争论。 在生态哲学当中,
对 “整体主义” 有不同的理解。 因此, 科学的生态伦理学要超越这些方法论之争,
实现综合创新。

“自然权利” 的价值观。 以内在价值和整体主义为依据, 生态中心主义呼吁走出

人类中心主义, 将尊重 “自然权利” 和实现 “自然福利” 作为自己的环境伦理诉求。
在人的权利和福利, 尤其是穷人和穷国的权利和福利, 都难以得到保证的情况下, 如

何才能张扬自然权利和自然福利呢? 其实, 这些字眼都是拟人化的说法。
“浪漫主义” 的发展观。 生态中心主义或者将生态文明看作是向农业文明的回

归, 或者将生态文明简单地看作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 没有触及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社

会制度根源。 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 这种发展观不仅会拖延和阻止

现代化的进程, 让落后就要挨打的悲剧重新上演, 而且会影响人们的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观自信。
尽管生态中心主义范式的环境伦理学有助于生态启蒙和学科发展, 然而它是一种

西方中心主义范式, 存在着诸多哲学困境, 有可能误导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生

态文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 因此, 我们需要摆脱这种范式的环境伦理学, 构建中国自

主的生态伦理学知识体系。

二、 构建中国自主生态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哲学基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

明、 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问题, 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生态伦理学知识体系提供了科

学的哲学基础。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的本体论。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不断建构的历史

过程。 从历史发生来看, 人类是在自然进化中通过劳动诞生的过程; 从现实状况来

看, 人类凭借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从未来走向

来看,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要求和发展方向。 因此,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①。 这就表明, 人与自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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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系统。 这一理念超越了内在价值论, 为生态伦理学奠定了科学

的本体论基础。
“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 的方法论。 自然界的各种要素、 过程、 实体构成

为一个整体。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 要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①。 按照系统观念, 我们坚持全方位、 全地域、 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尤其注重加强革命老区、 少数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 贫困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 加强

对这些地区的生态补偿。 系统观念超越了整体主义, 为生态伦理学提供了科学的方

法论。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的价值观。 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②。 中国式

现代化既坚持创造更多的物质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也

坚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方面, 是将人与自然有机联系起来的桥

梁和纽带。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超越了自然权利论, 明确了生态伦理学的科

学的价值论。
“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变革” 的发展观。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超越西方

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 而且要超越当代西方的生态现代化, 开辟出一条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这条道路就是绿色发展的道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
“绿色发展, 就其要义来讲, 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③ 我们要协调推进

新型工业化、 城镇化、 信息化、 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 即, 我们要以绿色发展的方式

推动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最终要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绿色发展超越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浪漫主义发展观,
为生态伦理学提供了科学的发展观导引。

总之, 我们必须按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来构建中国自主的

生态伦理学知识体系。

三、 完善中国自主生态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双重结构

生态伦理学是不同于环境伦理学的学科范式。 在语义学上, “环境” 是指人周围

的环境, 而 “生态” 讲的是人与环境的整体性。 因此, 中国自主的生态伦理学知识

体系只能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伦理学。
人与自然的关系总要受人与社会关系的影响, 生态道德总是与生态正义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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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 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侈谈种际正义, 刻意回避生态正义的社会维

度。 研究生态正义的环境伦理学往往流于程序正义, 忽视实质正义。 中国自主的

生态伦理学知识体系, 应该成为由生态道德和生态正义 “双螺旋” 结构构成的科

学整体。
生态道德是调节、 规范、 评价人与自然交往行为的准则、 尺度和体系。 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提出, 要 “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 学会 “敬畏自然”①。 这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的生态道德的基本规定, 明确了人类对于自然的道德责任和

义务。 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生态道德, 敬畏自然、 敬畏生

态、 敬佑生命, 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重要内容。 我

们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生态环境,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还自然以多样、
宁静、 和谐、 美丽。

生态正义是指在不同社会主体中公平地配置 “生态环境善物” 和 “生态环境恶

物” 的准则、 规则和制度。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 要 “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②。 我们坚持

统筹城乡、 区域、 流域、 海域等方面的生态文明建设, 坚持生态扶贫和生态脱贫, 扩

展和提升了国内生态正义。 同时, 按照 “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 “地球生命共同体”③

的理念, 我们积极履行生态文明方面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大力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 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 自主地提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 扩展

和提升了国际生态正义。 我们还创造性地推动可持续发展, 注重统筹人口、 资源、 环

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 坚持和发展了代际生态正义。 我们追求的是立体的全面的

生态正义。
总之, 我们要摆脱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范式, 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态伦理学, 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伦理学知识体系。 生态伦理学应该是研究生

态道德和生态正义的交叉科学。 唯此, 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伦理导向

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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