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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报道 / 观点

道德的生态化

杨朝霞  张忠利

      据统计，自1993年以来，我国共

发生3万多起突发环境事件，而重、

特大突发环境事件则达到了1000

多起。与此同时，环境群体性事件

也与日增多，跃升至各类全国群体

性事件的第九位。

       从表面上看，这一系列环境污

染事件和环境群体性事件之所以

频频爆发，是由于部分政府部门决

策不当和执法不力、企业环境守法

意识不强和生产经营行为不法、公

众环保认知不深和参与无序等原

因造成的，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

于各类社会主体的环境道德缺失。

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所谓环境道德，是指基于对环

境污染、资源短缺和生态退化三重

危机的反思，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

础相对决定的，以善恶为评价标准

并依靠人们的内心信念、社会舆论

和传统习惯维持的，为了实现人与

自然之间的和谐，所有以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为价值取

向的道德观念、原则和规范，是对

传统道德的精髓继承和生态化发

展。

      事实上，我国古代就有朴素的

环境道德意识。譬如，白居易在

《鸟》中就写道：“谁道群生性

命微， 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

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在

当前形势下，大力推动环境道德建

设，意义更为重大而深远。

      首先，加强环境道德建设，是在

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实现依法治国和

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正如

孟子所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

法不足以自行”，道德与法律不可

偏废。

      其次，加强环境道德建设，也是

培育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的内

在要求，环境道德是生态文化的核

心内容。对于个人而言，环境道德

是其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

内心信念，是指导和规范其从事开

发、利用、适应、保护和改善自然等

各类活动的内在“法律”，相对于

国家立法机关依法定程序制定的法

律而言，这种内在的“法律”凭借

守法主体对生态环境的尊重和敬畏

往往能够得到更加有效、主动和彻

底地遵守和执行。因此，培育环境

道德，发展生态文化，对于切实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而言弥足重要。正所

谓“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路漫漫其修远，笃定目标上下而求索

      如何才能培养良好的环境道

德，运用环境道德观的养成来促成

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呢？

      首先，制定专门的《环境教育

法》，将环境道德教育作为环境教

育、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通

过环境道德的法律化，逐步在全社

会确立环境道德观。事实上，早在

2004年，国家林业局就发布了《关

于加强未成年人生态道德教育的实

施意见》，其目的就是使未成年人

从小就树立环境道德观，使环境道

德的理念和规范融入未成年人的心

灵。我们认为，环境道德教育固然

需要从娃娃抓起，但也不应忽视对

其他社会群体的教育，特别是要加

强对公务人员和企业高管的教育。

      当前，国家应进一步提高对环境

道德教育的重视程度，借助每年3月

22日世界水日、5月22日国际生物多

样性日和6月5日世界环境日等时机

大力开展环境道德教育活动。正所

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只有坚

持不懈、日积月累，才能一步一步实

现全社会道德评价体系的生态化，

最终真正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环境、

节约资源和善待生命的道德风尚。

打赢环境保护的攻

坚战和持久战，要务必

着力推动道德的生态

化，努力培育环境道德

观，大力加强全社会的

环境道德建设，使生态

文明意识真正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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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加强对党政官员和企业

管理层的环境道德教育，实现政府

公共决策和公司经营管理的生态

化，推动环境监管者和生产经营者

自觉履行法定职责和义务。

      之所以要特别加强对党政官员

的环境道德教育，是因为各级党委

和政府决策失误、在环境保护方面

不作为、干预执法等是造成环境顽

疾久治不愈的重要原因。对党政官

员进行环境道德教育，主要方式有

二：一是对党政官员特别是“一把

手”进行生态文明理论和环境法律

法规方面的培训，促使其将环境法

律规定化为内在的环保意识和道

德观念，从而正向实现环境法律的

道德化。二是加强对党政官员的

环境问责，通过严厉的问责和舆论

宣传，倒逼官员们自觉履行监管职

责，从而反向实现环境法律的道德

化。

      之所以要特别重视对企业管理

层的环境道德教育，除了企业是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最主要的“罪魁

祸首”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企业

管理层作为企业经营战略的实际决

策者和直接管理者，很多时候不需

为其决策承担责任和承受后果。当

公司的生产经营行为造成环境污染

时，基于公司之法人独立人格和股

东有限责任的法理，由公司自身对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独立承担法律

责任，而公司管理层虽然是实际决

策者和管理者，但通常情况下除了

可通过“双罚制”追究其行政责任

和刑事责任外，他们并不需对外承

担民事责任，能够“独善其身”。

此外，当公司因为环境违法行为而

遭受罚款、责令限产限排乃至停产

关闭等行政处罚时，通常而言，最受

害的往往并非管理层而是处于弱势

地位的公司普通职工——他们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决策无缘置喙、无能

为力，却要吞食暂时失业、生活难以

为继等苦果。

      对企业管理层进行环境道德

教育，主要方法有三：一是进行生

态文明理念和环境法实证方面的

培训，促使其将法律规定内化为自

身的环境道德观念，主动顺应生

态文明的时代潮流，实现生产经

营决策的生态化。譬如，作为跨

国石油公司的英国BP石油公司很

早就提出了“超越石油（beyond 

petroleum）”的口号，并将发展可

再生能源作为公司的重大战略。二

是加强法律责任的追究，提高企业

违法成本，通过追责倒闭企业管理

层带领企业自觉履行环境保护的法

定义务，从而反向实现环境法律的

道德化。三是建立企业管理层的黑

名单制度，因环境问题而承担法律

责任的企事业单位，环保部门应将

其环境违法信息记入社会诚信档

案，并及时向社会公布这些企事业

单位及其核心管理层（决策者）的

名单，迫使企业管理层自觉遵守环

境法律法规，从而间接实现环境法

律的道德化。

      最后，鼓励并大力发展环境非

政府组织（NGO）。环境NGO的

大力发展是加强生态社会建设的必

然要求，是社会治理走向多元共治

的重要表现，也是推动生态文化建

设的组织保障。相对于公民个人

而言，环境NGO具有人才、技术和

资金等方面的显著优势，发展环境

NGO有助于实现公众参与环境保

护的专业化、规范化、有序化和权威

化。

      然而，目前我国的环境NGO不

仅面临人员缺乏、资金不足、规模不

大和总体数量不多、社会影响有限

等挑战，而且其工作主要集中于环

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调查、推动环境

信息公开、对环境受害者进行法律

援助等领域，很少能站在推进环境

教育和环境道德建设的高度开展有

关工作。

      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

专章规定了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

这对于推动环境治理由“政府—企

业”之二元治理模式向“政府—企

业—社会”之多元治理模式的转变

具有重大意义。然而，我们应当认

识到，只有广大公众对生态文明建

设具有较为全面、正确的认知，只有

全社会普遍树立了环境道德价值

观，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

方能真正得以有效实施。当前，促

进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最主要

的是要在法律上放开其设立的限制

性条件，放宽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的资格限制。

      推进道德生态化，加强环境道

德建设，虽路漫漫其修远，但应笃定

目标上下而求索。

（杨朝霞，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

张忠利，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之所以要特别重视对企

业管理层的环境道德教

育，除了企业是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最主要的“罪

魁祸首”之外，更重要的

是因为企业管理层作为

企业经营战略的实际决

策者和直接管理者，很多

时候不需为其决策承担

责任和承受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