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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长株潭 /两型 0社会建设视野下的生态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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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长株潭 /两型0社会建设的本质就是实现生态化发展, 而实现生态化发展首要条件是加强生态文化建设, 包括

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念和培育科学的生态道德原则。为此,要从政府决策者宏观层次、企业生产者中观层次以及社会公众

微观层次三方面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此外还应发挥学校教育在生态文化建设中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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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 12月 14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长株潭城市群

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简称 /两型0社会 )建

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国家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

型城市化进程, 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

措, 对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实现必将产生重大而深

远的影响, 更是湖南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

一  长株潭 /两型0社会建设的本质就是实现生态化发展

/两型0社会建设是湖南省在长株潭城市群开展综合配

套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所谓 /两型 0社会是指在社会生

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个领域,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个方

面, 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 提高资源利用率,以尽可

能少的资源消耗, 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 /两型0社

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保护资源、节约资源,而是应坚持生产

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实现速度和结

构、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 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

展 [ 1]。可见, /两型社会0就是要积极倡导生态文化和建设

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指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人与自

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

荣为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包含了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

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精神与制度成果的总

和。它是继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

态, 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所走过的 /先污染后治

理0道路的反思,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总结与升华;是一

场涉及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世界性革命;是人类基于

生态危机而反思传统发展观念而作出的理性选择。生态文

明既是对科学发展观理念的升华, 又体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新要求,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

近几十年来,长株潭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跃居

全省前列,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核心区。但长株潭的经济增

长方式总体上属于粗放型, 技术、管理水平比较落后, 经济快

速发展对资源、生态的压力增大,资源综合利用率不高, 浪费

严重,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这将严重阻碍其进一步发

展,危及长远利益。因此,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就是要在科

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一系列思想的指导下, 在其

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个领域, 在科技、经济、法律、行政、

思想等各个方面,全面实现生态化转向, 其最终目的是实现

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二  生态文化建设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化发展的首要条件

生态问题的产生和生态危机的爆发有诸多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的原因。为解决日渐严重的生态问题, 许多国家和地

区都在不懈努力,如设立专门机构、采取大量的行政、经济、

法律及科技等手段, 但都不尽人意。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在

于缺乏一种生态文化的支撑,导致生态恶化趋势未能从根本

上得到遏止。正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 /生态保护已经不

是某个政府的决策问题, 而是所有地球人需要共同面对的,

这已经是每个人的道德问题0。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也指

出: /生态保护不是技术问题, 不是政治问题, 而是道德问

题。0 [ 2]因为政治手段、技术手段、经济手段等毕竟属于外在

的调控力量,具有 /他律性0。如果离开了自我约束, 离开了

道德的 /自律 0, 则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一切 /他

律0手段, 只有在主体确立了生态文化之后,才能转化为现实



且富有成效。而且生态文化建设也是贯彻 /他律0手段的必

然要求, 因为 /他律0手段的奏效, 有赖于人们生态文化形成

与提高 [ 3]。

笔者认为, 生态文化建设, 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树立自

然环境、资源有价的环境价值观念。因为纵观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文明史, 可以发现,生态问题的出现、生态环境之所以遭

到愈益严重的破坏, 都是同资源无价 (非人类劳动所创造 )

这一传统观念相伴随的。事实上, 自然资源、环境是具有价

值的, 因为自然不仅作为不同生物物种的生存空间和条件,

而且它还具有满足人类需要及生态平衡的效用。二是培育

科学的生态道德原则。自从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以来,人类

梦寐以求成为自然的主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这种 /人类

中心0的伦理道德原则的指导下,人类几乎是毫无顾忌地、疯

狂地向自然索取, 对资源滥用、并加以挥霍,最终形成了今天

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所谓正确的生态道德原则, 主要指:

平等互爱原则, 即地球上所有生物都有环境不受污染和破

坏, 保证健康安全地生存和持续发展的权利; 保护互利原则,

即人与物都要有一个整洁、安全的环境, 都要有利于自身生

存、发展的条件;代内平等、代与代平等的原则 [4]。

因此, 必须加强生态文化建设, 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有

组织、有计划地对社会成员施加影响,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重

新审视自然环境、资源的价值问题,使人们树立正确的环境

价值观念, 并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自觉地养成尊重和保护生

态的行为习惯, 从而能动地协调人与生态的关系, 实现人与

生态和谐共生发展, 其核心在于丰富人的生态知识, 培养生

态道德情感和行为, 使人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成

为 /理性生态人0。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生态文化在人的素

质发展中比生产生活技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只有人的

生态意识提高了, 才能最终达到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正如

美国思想家莱斯特# R# 布朗指出: 假设没有一种生态伦理

来保护社会的生物基础及农业基础,那么文明就会崩溃 [ 5]。

由于没有形成良好的生态文化,在涉及长株潭地区的发

展问题上, 就不可避免出现如下问题: 一是决策本来不符合

生态化要求; 二是各企事业单位, 对行政手段,某些单位和个

人采用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0阳奉阴违的敷衍态度; 对于经

济手段, 某些企业认为减免税收和提供绿色贷款等带来的收

益冲抵不了治污的成本;对于法律手段, 置若罔闻、以身试法

的现象比比皆是。三是许多公众还是 /生态盲0, 根本没意

识到自己行为可能造成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因此,加强生

态文化建设, 是预防新的生态危机的爆发、解决已产生的原

有生态问题的有力措施, 是实现长株潭 /两型社会0改革试

验区建设的根本所在。

另外, 长株潭城市群 /两型 0社会建设, 其目标本身就包

含着生态文化建设, 因为生态城市群建设不是城市化发展过

程中的某种改良, 而是一场彻底的生态革命。这场深刻的革

命, 要求人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及人类行为方式产生彻

底的变革。只有加强长株潭地区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态文化

建设, 使对生态的保护由 /他律0转化为 /自律0行动,才能解

决生态保护的根本问题, 才能为 /两型0社会建设奠定坚实

的基础。

三  加强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生态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从对象来讲,它

包括领导、企事业单位成员、普通群众等。从空间的角度来

讲,它包括学校、家庭、社区和社会; 从时间的角度而言, 它涵

盖了人的一生。生态文化建设既是全民生态意识的培养,又

是全民终生生态意识的培养。因此, 长株潭 /两型社会0建

设,应按照5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6的要求,形成多层

次、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的生态文化建设格局。

(一 )在宏观层次上,要提高政府决策者的生态意识

各级领导是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社会经济等重大

事项的决策者。领导者的环保意识和生态道德水平直接影

响到整个国家和地区的前途和命运。政府决策者生态观念

淡薄对地区的发展会产生难以估量、不可弥补的损失。因

此,抓好领导者的生态文化建设具有提纲挈领之功效。可以

通过如下途径:一是通过环境状况公报、内参录像片、内参资

料等形式,定期向各级政府决策层通报本地区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状况和变化趋势信息, 增强其环保责任感; 二是通过

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等举办领导干部培训班、讲座等形式来

加强各级政府决策者生态保护意识; 三是定期邀请各级决策

层参加有关环境与发展的研讨会、组织参观访问外省外地生

态城市建设样板区进行实地考察比较等形式, 使他们正确把

握和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 克服地方保护主义、

本位主义,提高其环保意识和生态道德水平。四是要求各级

决策者定期撰写环保学习心得体会, 达到 /内化0。五是在考

核官员时加大生态保护、节能降耗、治理污染等领域指标权

重,建立绿色政绩考核体系和干部考核制度, 实行绿色地区

生产总值统计方法来衡量政绩等, 使各级官员对政绩的追求

变为建设 /两型社会0的内在动力。

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级决策层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能

力进一步提高,才能用生态理念进一步完善好 5长株潭城市

群区域规划6, 自觉把生态目标作为综合经济指标的一个不

可缺少的部分列入规划。在执行规划过程中, 进行生态影响

评价,通过生态经济管理把生态、经济与社会联成一体, 从生

态保护的角度注意经济发展对生态和社会的影响, 最终实现

/两型0社会的成功建设。

(二 )在中观层次上,要强化企业生态意识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主体, 不仅承担物质生产的

任务,还承担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 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

同时, 不能忽视自己的生态责任;企业也是产生环境污染的

主阵地。因此,必须加强企业生态文化建设。这包括: 第一,

加快对企业法人生态意识的培养, 强化生态保护的历史使命

感和责任感,激发企业法人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法人

要系统地开展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培训。充分发挥

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及时报道和表彰环保先进企业, 及时

曝光破坏环境的违法企业。第二, 要把生态意识纳入企业职

工岗前和岗位培训内容中, 把循环经济理念贯穿到研发、生

产、经营、销售等各个环节中去, 使职工熟悉环境法、清洁生

产、ISO14000系列环境管理体系以及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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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制度。第三, 让企业形成健康的生态企业文化。另外,

对于已经产生的生态问题, 我们必须尽快解决, 因此企业还

有一重要责任, 那就是重视生态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三 )在微观层次上, 要普及公众的生态意识

长株潭 /两型0社会建设毕竟是一项需要全体社会成员

参与的艰巨任务。只有公众生态意识的觉醒、生态道德水平

的提高、环境价值观念的形成, 才会有他们行为方式的根本

转变, 也才能从根本上建设好长株潭 /两型 0社会。为此, 需

要加大宣传力度, 普及公众生态知识, 提高生态道德意识。

包括两类宣传手段:

一是理论宣传。如充分发挥各级报刊、广播、电视、网络

等各种新闻媒体的作用, 大力宣传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普及

生态知识和生态道德教育;设置环保专栏, 环保频道、环保网

站, 广泛宣传党和国家的环境保护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普及

环保知识; 定期发布环境质量状况公报, 公开本地区环境情

况的数据, 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扩大广大公众的环保知

情权和环保参与权; 促进环境公益广告的发展, 组织指导各

行业在包装及印刷品上的环境公益广告宣传,指导和规范公

共场所和重大活动的环境公益广告宣传;编辑、摄制、出版一

批高质量、有影响的环境保护出版物。

二是行为宣传。如利用世界重要环保纪念日,把长株潭

地区反映当前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物种灭绝等现象的图片

向公众展览, 激发公众生态道德意识; 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环

保公益活动, 在活动中接受教育; 鼓励公众节约资源,倡导适

度消费、绿色消费, 选购带 /环境标志 0的产品; 利用各级各

类环境保护协会, 把公众生态道德意识的培养和协会中心工

作结合起来; 开展环保下乡、创建绿色社区、表彰环保先进个

人等形式, 对公众进行活生生的生态文化教育; 利用长株潭

地区良好的自然生态资源, 开辟和建设生态文化建设的培养

基地, 推进公众生态文化建设的体验活动。

还需说明的是, 学生是生态文化建设的特殊群体。学生

作为国家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

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其生态意识一旦形成, 将会给他们的思

想观念、行为习惯打下深刻烙印, 对其一生的社会行为乃至

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而且

学校对周围社区的文化辐射作用也很强。而目前我国各级

学校,对学生生态文化建设的教育大多是一片空白, 或者说

刚刚起步,因此应该在环保部门和有关出版部门组织并支持

下编辑、出版可供中、小学开设环保选修课和活动课的科普

教材,高校应该在5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6这类思想政

治理论课中,增加或增强生态文化教育的内容, 树立学生保

护环境、维护生态公正、尊重生命、善待自然的观念。

当然,在以上各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的途径中, 各级环保

部门要做好组织协调工作, 综合运用宣传、教育、法律、行政

和舆论等手段,争取各级新闻、出版、科技、文化、艺术等部门

以及社会团体的支持和参与, 使生态文化建设真正深入人

心,取得实效。当然要建立一个覆盖面广、功能齐全的、系统

的、长远的、开放的生态文化建设体系非一朝一夕之功, 需要

我们长时间的不断努力。我们也相信, 随着生态文化建设的

不断推进,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长株潭 /两

型社会0改革试验区必定会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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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co- culturalConstruction of the V iew of "Two Types " Social Construction

ofChangsha, Zhuzhou and X iangtan U rban Agglom eration

WANGM ing- an

(Hunan University of A rts and Science, Changde 415000, China)

Abstrac t:  The essence of"Tw o Types " Soc ia l Construction o f Chang sha, Zhuzhou and X iang tan U rban Agg lom eration is eco-

developm ent. The prerequisite of eco- deve lopm en t is to strengthen Eco- cultural construction. It inc luds the form ing of correct va lues

and the cu ltivation o f a scien tific env ironm ent of eco- ethical pr inc iples. Sow emust im prove eco- cu ltu ra l construction from three are-

as, m acro- level o f governm ent dec ision- m ak ing, concept of ente rprise- leve l and m icro- level o f public. Besides them the schoo l

education shou ld play a sense role o f eco- cu ltura l construc 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 l pro tection departm ents should strengthen the

ro le of eco- cultural construc tion.

K ey words:  Changsha, Zhuzhou and X iang tan U rban Agg lom eration;  "Tw o types o f" so ciety;  eco- cultura;l  construc-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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