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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低碳生活方式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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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低碳生活是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 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化和全球气候灾害问题日益凸显而提出来的。低碳

生活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人自身发展和身心和谐的内在要求。文章在分析低碳生活方式特点的基础上, 从社会

制度政策环境, 低碳消费文化氛围, 科技伦理的导向作用和主体生态道德内化等主客观两方面来探求实现低碳生活方式的路

径, 目的是为了使简约、本真、健康的绿色生活方式极大的普及, 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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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低碳生活方式提出

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 由于工业社会粗放型传统经济发

展模式和高污染、高排放、高浪费的生活方式, 导致能源的过

度开发和使用, 大气中的温室气体 (特别是 CO2 )浓度急剧升

高。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化, 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严峻

的环境问题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们不得不反思现

在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于是,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

低碳生活方式应运而生, 低碳生活、低碳技术、低碳经济相继

被提出来。

低碳生活方式是指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在日常生活中

主动积极地约束自己的行为, 尽量避免使用排放 CO2的商

品和接受 CO2排放的服务,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从而减少碳

排放的一种简单、简约、健康的绿色生活行为模式。低碳

( low carbon), 意指较低 (更低 )的温室气体 (以 CO2为主 )排

放。低碳生活方式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 尊重自然, 爱

护生态, 保护环境,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崇尚天人合一

和身心灵均衡发展的生活模式。只有我们每个人都行动起

来, 低碳居家、低碳消费、低碳出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从

点滴做起, 从细节做起, 那么低碳生活方式对于减排的意义

是巨大的。

低碳生活是一种态度而非一种能力, 尊重自然, 崇尚简

朴,追求本真,把生态责任、消费责任对后代环境责任内化为

一种道德,从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做起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让低

碳生活就在我们的身边。低碳族关心生病的地球,吃健康食

物和有机蔬菜, 注重健身,听心灵音乐, 他们吃得健康、穿得简

单、关心世人、热爱自然、追求身心成长、减少浪费及污染。在

生活中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尽可能地使用清洁能源,尽量避免

排放 CO2的商品,打造低碳 /宅0生活, 节水、节电、节能。低

碳出行, 短途出行不影响工作的情况少开私家车, 多坐公交、

骑自行车或是步行, 可能的情况下多爬楼梯。低碳饮食健康

又环保,多食果蔬类和谷物类等有益健康且是低碳的食品, 低

碳食品能减少对糖和淀粉的摄入, 同时增补多种维生素、矿物

质、氨基酸等营养素。减少使用肉食, 避免奢侈浪费, 吃不完

/兜着走0,节约是一种美德。我们应养成不尚奢、不崇奢、不

浪费、巧利用、多回收的生活习惯,以理性的态度享受生活, 以

务实的态度面对人生, 减少碳排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  低碳生活方式的特点

(一 )崇德的环保生活

低碳生活方式是一种低能量、低消耗、低开支的生活方

式,从生活的点滴中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不仅仅要靠政策的

引导,低碳消费文化的引导等等, 更重要的是生活主体要有

正确生态价值观、消费观 ,把对自己、他人的责任内化为一种

道德认知与道德情感,对自然生命的终极关怀内化为其道德

意识指令,使我们产生珍爱自然的道德意向, 这样才能使绿

色出行、节俭消费成为 /低碳人0的自觉选择。只有生态道

德深入人心,认识到每个人都有享用自然的平等权利, 同时

有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 主动放弃违背道德、健康、环保与

可持续的 /不乐活0的思想和理念, 崇尚天人合一和身心灵

均衡发展的价值观, /低碳 0才能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和持

久行动。



(二 )时尚的审美生活

低碳生活族追求一种环保、归真、简约、时尚的生活, 摒

弃无谓的复杂, 扔掉繁琐与累赘, 过纯粹而简单的生活, 不追

求 /面子消费0, 戒除 /便利嗜好0, 摒弃过渡的奢华与繁复,

回归一种生活的本真。/低碳人0会选择一种富有创意的简

约生活, 比如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的宜家家居, 崇尚的是简约

的田园风格, 美观实用。很多 /低碳达人0手工制作 D IY, 享

受这种乐趣和创意的生活, 利用废旧的物品或是不用的衣物

等等, 运用更多的智慧和想象力做成各种家居装饰品或是生

活用品等, 不仅节约了开支,丰富了生活 ,而且还环保。比如

在自家窗台种些茉莉花、桂花、栀子花、山茶花、白兰花等适

合家庭种植的花草, 制造一个天然氧吧, 放慢生活节奏, 卸掉

全身的各种压力, 骑自行车,锻炼身体,与自然来一次真实的

相遇, 放松心情,减少浮躁的行动, 体验简单、宁静与休闲生

活的价值与趣味。

(三 )科学的消费生活

低碳生活提倡的是可持续的消费方式,科学消费促进身

心健康和人的全面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不让符号消

费、奢侈型消费、炫耀性消费泛滥成风,尽量减少、纠正高能

耗、高浪费的消费。它既不同于因贫困和物质匮乏而引起的

消费不足, 也不同于因富裕和物质丰富而引起消费过度, 理

性消费, 简约生活,让消费取向来引导低碳技术和低碳商品

的开发。这与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政策并不矛盾, 让低碳

生活渗透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每个细节,让我们自己在生

活得惬意的同时也给后代留有生活的空间与资源。

(四 )健康的质量生活

很多人曾有过这样的顾虑 ,认为低碳生活会降低生活的

质量, 是放弃享受,回归原始生活。其实我们所提倡的低碳

生活并非以牺牲生活质量为代价, 并非以减少生活内容、降

低本身合理正当的要求为代价, 而是摒弃肆意浪费, 过度的

奢侈享受, 砍掉生活多余的枝枝蔓蔓, 回归生活的本真。健

康的质量生活要求我们吃得健康, 拒绝 /富贵病 0, 坚持锻

炼, 有强壮的体魄,身心和谐, 追求身心自由和快乐。以前我

们认为平常的东西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一种稀罕和 /奢侈

品0,比如清洁的空气、纯净的水、没有污染的河水里的鱼,

没有添加任何色素和添加剂的自然食品等等。环境污染无

处不在无孔不入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活质量大打

折扣, 没有很好的生态环境, 生活质量无从谈起。过低碳生

活的人们崇尚自然、追求本真、身心自由。在缺乏心理健康

的生活方式中, 人为物所累, 人性扭曲,个体就会远离道德,

人与人的关系就不可能和谐,充满温情。

三  低碳生活方式的实现路径

低碳生活方式蕴含着人们对消费和生态伦理生活秩序

的向往, 是关乎人们能否更和谐地与自然共生的一种生活。

我们可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探求低碳生活方式的实现路

径: 低碳生活方式的实现不仅仅是个人的事, 也需要社会给

予关注和重视, 营造一个公正合理的制度政策环境, 形成一

种激励与约束机制; 要倡导简约、节约的低碳生活理念, 形成

健康向上的消费文化;要以科技伦理为正确导向, 提升科技

发展的社会责任;要加强道德教育,实现公民的道德内化,提

升全民的道德素质和修养, 做个忠实的 /低碳0人。总之,要

从生活理念到生活习惯的改变,来普及应生态文明要求的文

明健康的低碳生活模式。

(一 )政策环境支持,形成一种激励与约束机制

低碳生活方式的形成, 不仅仅是个人道德善的问题, 一

种公正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对于人们的行为方式有着重

要的影响,在这个合理的公正的社会制度与政策中, 人们都

平等地享受消费权利的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责任。让人们

普遍认同的社会公正制度与社会政策就会形成一种约束力,

自愿维护和遵守这一制度体制。

正义的制度和政策对社会行为具有涵摄性和统合力, 能

引起人们对制度和政策的认同,把人们的行为规范在合理的

秩序中。 /现代社会不再有统一的德性伦理,但不可没有统一

的规范伦理。规范与价值是有区别的, 价值回答的是什么是

善的问题,而规范处理的是什么是正当问题。前者属于私人

领域, 涉及到的是个人的价值追求,而后者属于公共领域, 关

涉到社会规范的一致性。现代社会可以在善的问题上容许多

元,但在正当的问题上承担不了相对主义。社会的整合必须

建立在规范的一致性上, 在什么是正当这一问题上, 有明确

的、一致的立场。0 [ 1]也就是说对于当前我们社会中的每一成

员,都得在正义的制度和政策中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是一个社

会内部或者说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基本权利义务分配达到的

一种平衡。社会制度和政策是对我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引

导,它能调控我们的行为和匡正我们的不良消费习惯并改变

我们的价值观。无视环境、肆意破坏生态的不道德的行为, 越

来越遭到人们的唾弃和指责。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

5京都议定书6规定的减排目标,各国实施了针对减排目标的

相关政策,可以说已形成一种激励和约束机制,让人们自觉地

遵守社会的行为规范, 加强环保意识。英国 2007年 3月 13

日发布5气候变化法6草案以指导英国的减排行动,澳大利亚

一直积极推动各项全国性温室气体减排的政策和措施。在城

市生态建设和市场体制建设方面,英国率先建立碳排放交易

体系 (UK ETS),并于 2002年启动了国内的碳排放交易制度,

按自愿参与的原则, 通过奖励、税收减免等措施来鼓励和监督

企业的减排行为。欧盟的丹麦、芬兰、荷兰、瑞典早在 20世纪

90年代就利用经济手段征收碳税调节人们的行为。日本从

2007年 1月开始针对化石燃料征收环境税, 环境税税率为

2400日元 /吨碳,预算环境税每年征收总额达到约 3700亿日

元,每户家庭平均每年负担 2100日元 [ 2]。关于中国应实行怎

样的市场激励手段, 樊纲在5走向低碳发展: 中国与世界6一

书中, 用科学的方法分析比较了在中国开展碳排放交易和征

收碳税两种激励手段,并得出结论认为, 碳税要比碳排放市场

更有效,预测在不远的将来碳税实施的可能性,对未来中国可

能的碳税实施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碳税的实施

能对消费者产生一种 /负强化 0作用,通过税收惩罚来纠正消

费者不合理的行为。合理的制度政策, 能为广大的社会成员

提供了一个外在的激励和约束行为的大环境,为我们的低碳

行为习惯提供现实的环境基础和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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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消费文化认同, 创造一种低碳消费社会氛围

倡导一种简约、节约低碳生活理念, 树立生态价值观和

伦理观, 引导一种健康道德的消费行为, 形成健康向上的消

费文化, 达到一种消费文化上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 通过文

化的渗透传导功能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

生态危机的出现 ,西方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 加上无

孔不入的广告引诱, 炫耀性、奢侈性和享乐主义的消费行为

开始蔓延。所以从消费文明的立场来研究消费文化正成为

一种国内外的趋势。从生态正义和消费伦理价值观出发, 探

讨一种文明的符合身心发展的低碳消费文化, 包括道德观

念、行为规范、价值取向、消费方式和审美价值等等。如徐新

在其5现代社会的消费伦理6一书中这样理解, /我们可以大

致把消费文化界定为一种消费生活和行为所表达的价值、意

义和符号体系。更一般地说, 消费文化就是人们日常消费中

所表现出来的文化, 或文化中影响人们消费的那部分。0 [3]

消费文化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 首先, 消费文化

影响和规约着我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在物本主义和享

乐主义价值观下, 相同的消费文化互相渗透影响, 具有相似

消费行为和追求、消费理念和消费心理。如当一种奢侈消

费、/面子消费0成为一种消费时尚时, 人们互相攀比, 互相

模仿, 我们传统的消费文化中的节俭、理性、淡泊的生活伦理

与我国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其次, 我

们每个人的消费选择、消费行为所蕴含的消费文化、消费理

念对社会整个消费文化的发展趋势是有影响的,不要认为我

们个人的消费行为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我们的每一次消费行

为, 对社会和我们的下一代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消费

与文化从来都有联系,每一次消费的产生,就表达着一种消

费的理念, 缺乏消费文化价值估量,真正意义上的消费就无

从谈起。再次, 从目前的消费文化看, 消费依靠符号价值的

力量, 消费者借助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念来建构自己的 /身

份0,一些热衷于符号追逐的消费通过行为互动, 逐渐产生

一种社会认同。这种 /符号化 0的消费价值被放大后, 消费

/符号化0就快速的流行起来, 中国的本土 /面子文化 0与外

来的 /符号文化0互相促进产生低俗的文化, 败坏风气, 加速

环境恶化。

我们应该形成怎样的文化认同呢? /唯物质满足的消

费主义是肤浅的, 我们的价值认识应当走出唯物质享受才是

幸福的窠臼, 摆脱纵欲主义的藩篱, 把节制欲望的适度消费,

尊重自然的生态消费,更注重精神、文化等社会需求的满足

作为生活方式的价值取向, 并内化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体系之

中, 那么,我们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0 [ 4]奉行节俭美

德, 追求心灵的自由,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让人从符号价值

文化中解脱出来。形成共同的健康的文化认同,养成良好的

消费习惯, 通过行为的互动影响, 形成消费文化的认同, 从而

规范社会消费行为, 促进低碳生活消费方式的发展。

(三 )科技伦理的正确导向, 提升科技发展的社会责任

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特别是物质文明

的发展。科技的发展最终促进物质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

的全面发展。科学技术又是一把双刃剑,只有把科技发展与

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发挥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发展及科学成

果的指导与规范作用,才会使科学技术朝着造福人类的方向

前进。

只有将环境伦理评价引入科技活动全过程, 将科技活动

与环境伦理有机的结合起来,把科技的负面影响控制在萌芽

阶段或是最小程度,才能使科技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如何把

环境伦理与科技活动的全过程结合起来, 这不仅关乎科技共

同体伦理意识的提高,而且是整个社会、政府、公众等主体在

内都应该共同关注的问题。我们应提高环境伦理意识、遵守

伦理规范、通过制定合理的制度政策来确立环境伦理道德评

价体系、在具体的科技应用过程中加强对主体的监督, 杜绝

为一己之利而滥用科技。

首先,科技共同体对于科技的研发和应用, 应以环境伦

理为评价准绳。科技共同体对科技的合规律发展和 /合目

的0发展负有重要的社会责任, 因为科技工作者是科技技术

的掌握者,关乎科技对社会的影响与作用。他们应有全面的

预见性,要全面预计和权衡科技的研发对于社会的影响, 不

能因为暂时的眼前利益而忽视对环境的影响, 走先发展后治

理的错误之路, 更不能因为一己私利而不顾人类的长远

发展。

其次,我们的管理者和决策者应该利用权力对科学研究

工作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制约, 政府应具有长远的眼光。对于

一个国家或是地区的发展应把生态环境因素考虑进去, 以制

度政策来规避科技的负面影响,引导科技活动朝着有利于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发展。

再次,公众是科学技术的直接应用和使用者, 其价值偏

好和消费文化等对其行为有很大的导向作用, 要让公众了解

科技的双重作用,加强其生态环境伦理教育, 合理的利用技

术,规范自己的行为, 从根源上减少科技可能带来的负面

效应。

(四 )责任主体的道德内化,做忠实的 /低碳0人

如果说国家的制度政策环境和社会消费文化是消费行

为的外在制约力和约束力的话,那么道德内化便是将社会道

德转化为自己行为的内在准则和价值目标, 是无压力的情景

之中做出的自觉道德行为。只有道德内化, 自觉维护消费道

德规范,将社会的消费伦理、生态价值观、文明的消费行为模

式转化为自身稳定的道德人格特质和道德行为反应模式,我

们的行为才具有内在驱动力和持久力, 才会从点滴做起, 从

日常习惯来约束自己,做忠实的 /低碳0人。

道德内化是我们道德行为的持久内驱动力, 也是我们个

人道德品质的重要根源。只有将低碳生活方式下消费生活

伦理和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体内心的道德准则, 成为主观的自

觉精神和自主追求,这种内在的需要才能为我们的消费道德

行为和日常生态保护行为提供原初的动力和价值源泉。这

正如康德所说:人为自己立法。任何我们爱护自然珍惜自然

的小细节举动都是道德意识的驱使下完成的。基于我们对

自然生命的终极关怀的道德情感, 使我们产生了珍爱自然的

道德意向,然后表现出一种自觉的道德行为。因为道德意识

和道德情感从内部给人以道德的命令, 时刻提醒我们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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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否则我们的心理会产生一种不安定感。当我们意识到自

己无度的浪费和纵欲的享乐给生态带来危机时,我们会有一

种危机意识, 从而产生一种良心的自责, 维护生态平衡才会

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

实现道德内化, 做忠实的 /低碳0人, 应从主客观方面来

努力。第一, 从外部客观条件来说, 就是上文中所提到的有

个公正制度政策环境, 形成个体道德主体外在的约束和制约

力, 使每个社会成员或者说大多数人关怀共同利益, 遵守社

会道德规范体系, 形成健康消费文化。第二, 从道德内化的

内部条件来说, 道德个体应该提高自己的道德认知水平, 提

升自己的道德修养。道德认知是指道德主体对个人与他人、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调节这些关系的道德规范的深刻认

识, 道德认知促使人们在内心形成善恶、荣辱、是非等等道德

观念和平等、公正、和谐、责任等道德准则。只有当我们意识

到自己的行为践踏了社会正义, 破坏了环境, 侵害了他人的

生存权利,同时对生态环境有一种危机感时, 低碳生活方式

才可能成为自我的主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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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cussion on How to Achieve Low-carbon Lifestyle

TAO M an, WANG You-liang

(Hunan University of T echno logy, Zhuzhou 412008, China )

Abstrac t:  Low carbon lifesty le, as a new concept, em erges aga inst the backdrop o f g loba lw arm ing, env ironm ental dete rio ra tion

and frequent na tura l d isaste rs as w ell as the c lim ate change around thew or ld. It is also an inevitable resu lt o f the deve lopm en t of low

ca rbon econom y, the inheren t needs for sel-f deve lopm ent and body-m ind harmony. Th is pape r ana lyzes the concept o f low-ca rbon lifes-

ty le, based on the cha racte ristics o f low-ca rbon lifesty le, and exp lores how to realize and popu larize the low carbon lifesty le, from both

ob jective and sub jective viewpo ints, including incentivem echan ism of po licy, soc ia l consumption atm osphere, m ora l guidance o f tech-

nology and ind iv idua ls' eth ica l nurturing. On this way can w e ach ieve a p la in and modest w ay o f liv ing and realize the ha rmon ious coex-

istence be tw een m an and se l,f m an and others and hum an and nature.

K ey words:  low-carbon;  lifesty le;  cha racter istics;  ro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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