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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4.2.5 和谐环境伦理与人口伦理的一致性 人口的数量与质量对环境具有重要影响，随着人口
数量的增加，自然环境的承载负担将会越来越重，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也会越来越多，这将加
快自然资源与能源的枯竭速度；同样，人口质量也会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这个自
然环境的质量越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就越高，从而人口素质也越高；高素质的人口必然对环境发出
高素质的行为，自然会自觉地保护自然环境。所以，人口伦理与环境伦理是紧密相连的。环境资源问
题日益严峻，这就需要将环境伦理的思想融人人口伦理之中，实现人口伦理的生态化转向。 我国是世
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不仅对我国未来有重要影响，而且具有全球意义。首先，人口问题是一个社
会问题，新增人口的生活、教育、就业、医疗需要解决；其次，人口问题还是一个生态问题，新增人
口主要靠我国自己的土地资源来养活，可我国的资源人均占有量却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口问题
带来的生态问题日益严重。我国计划生育坚持“适度人口，，原则，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这既是人口发展的伦理原则，又体现了人口伦理的生态化转向，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谐环
境伦理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永续发展”，它要求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自然环境的承受
范围之内进行，这当然也包括人口生产也必须保持在一定的数量范围之内，不能超过自然环境对人口
的合理容量。这与我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所坚持的生态化人口伦理是一致的。所以，和谐环境伦理与
我国当前所倡导的这种计划生育的生态化人口伦理指导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4.2.6 和谐环境伦理与
资源伦理的一致性 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然而，资源的开发、利用、消耗和保
护之间是有矛盾的。为了寻求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平衡，这就需要某种人文道德来约束和制约。这
也引发了人们对资源伦理的思考，传统的资源伦理以人统治自然为指导思想，坚持的是“人类中心主
义”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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