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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伦理与节约型社会》

内容概要

《生态伦理与节约型社会》系统阐述了生态伦理与创建节约型社会的相关知识。全书共分6章，分别
介绍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古代生态论理思想、西方现代生态伦理思想、世界和中国的资源状况、
中国资源问题与危机、发展低碳经济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等内容。
《生态伦理与节约型社会》非常适合作为高职高专公共基础课教材，也可供相关人员自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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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生态伦理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将导致不同的生态
伦理理论体系。一些学者从生物学意义上思考人的本性和本质，从本体论意义上把握人与自然的统一
，以自然为核心，突出的是人对自然的从属关系，即把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等同于生物有机体与生态
环境的关系，把人类社会历史看成是自然生命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建立起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
学理论体系。另一些学者从社会学意义上思考人的本性和本质，从实践论意义上把握人与自然的区别
，以人为核心，突出的是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即把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看成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把人类历史和自然生命史看成是相互生成的历史，因而建立起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理论体系
。第一节“人"与“自然”的含义一、“人”的含义“人”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人
性具有两重性：自然性和社会性。所谓自然性，是指人通过生物遗传方式所获得的有生命的肉体组织
，是人在生物学、生理学方面的本能和属性。人是从动物、类人猿进化而来的，从生物学的意义上看
，人属于脊椎动物门、哺乳纲、灵长目、人科、人属、智人种。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与其他生物具有
共同的自然属性，其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于自然界，必须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其生
命过程也必须服从于自然规律。人在脱离动物界结成社会之后，仍然保持着与其他高等动物类似的某
些生物和生理本能。例如，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存在物，需要有符合其肉体需要的自然生存环境；人
具有“饮食男女”（肚子饿了要吃东西，发育成熟了有性的冲动）与自我保护（生命受到威胁时要奋
起反抗）的需要；如此等等。所谓社会性，是指人作为人类社会的成员所具有的各种属性。人在劳动
的基础上，从类人猿变成了人，并把自己同动物区别开来，产生和形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两个基本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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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态伦理与节约型社会》：面向“十二五”高职高专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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