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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与此相反，有一些国家采取的“工业化”战略实际上为发达地区的生产过剩和环境污染的
转移提供了条件，而“工业化”本身所能带来的经济好处又因落后地区采用这种“工业化”战略的普
遍性所形成的竞争而降低了。因为竞争的结果是工业成本上升、工业产品价格的下跌。如果算上因环
境污染带来的各种原发性损失和治理成本，采用这种“工业化”战略则更是得不偿失。工业化能给今
日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经济增长如果不是一种虚无飘渺的幻想的话，那么最多也只能是昙花一现的短
暂荣光。 （3）发展与文化 伴随着发展的进程，现代化的全球化使得几乎没有什么地区能逃脱得掉这
种“注定的”命运。现代化意味着“我给你完全的自由”，“但请别拒绝我的帮助”，因为“我对你
们怀着你们不知道的、想象不到的深情”。这些文字并不是抒情诗。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要获取最大
限度的利润，即使对一个赤贫的、然而知足的世界角落，他们也会给予馈赠，但当你习惯于这些馈赠
时，他们就会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购买。如果你接受了，你就必须从这个体系的最低层开始起步
，如果你想恢复从前的平静生活，一方面你也许不适应了，另一方面他们还会以“人权”、“启蒙”
的名义采取强制性措施，直至采用战争手段。请注意，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另一种“秘密武器”——
文化传播。 面对这种工业化全球化的态势，处于部落中的民族，要么只好接受这种命运，或者慢慢地
就在生态系统中销声匿迹；而对于诸如中国、印度、墨西哥及日本等有着自己文化传统的文明国家来
说，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落后就要挨打”。这无疑是从长期痛苦的
经历中得出的正确结论。但决不能据此得到为了不挨打才去“发展”的结论，或者说不能去得到发展
是为了不挨打的结论。因此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的文化与发展的关系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重
估一切价值”对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一个最为痛苦但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从清王朝末期以来，自张
之洞提出“中体西用”开始，这个问题就绵延不绝，成为救国救民理论和实践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4）发展与环境 “发展”的两大副产品，一是信仰的危机，二是环境破坏和资源耗竭的危机。对于
前者，普遍的反应是皈依神秘性宗教，以寻找精神慰藉，或者就把手段当作目的，投入到金钱拜物教
或商品拜物教中去。从表面上看，这两大危机似乎毫无关系，一个是精神的内在空虚，另一个是物质
的外部危难。而解决的方式就所能谋划到的而言，也迥乎不同。前者根据各方说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理论和途径：重建伦理社会，重建道德标准，在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框架中，提炼出其内涵或所需的道
德伦理原理，或者就是“中体西用”等。 后者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似乎要简单便捷得多。从表层看
，环境问题可以用技术手段来解决，因而各种污染治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自然就兴盛起来。技术解决
途径在发展速度缓慢的情况下确有遏制污染进一步扩散和局部改善（因为技术的推广和传播需要时间
和金钱）的效果。但随着“发展”在全球范围的加速扩展（不管这种发展是否正当），环境危机的广
度和深度却在大大增加。一方面单是“污染”一词已不能概括环境问题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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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可持续发展引论》可供在校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教材使用，也可为广大社
会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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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入门书！
2、verygood!符合我们所上的课程
3、本来对这本书期望并不是很大，以为就是阐述一些基本概念，结果前半本书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sustainable development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沿革介绍。但是后半本书就显得纯属罗列和堆砌一些资料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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