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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消费》

前言

　　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人们为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而消费。所以，通常在消费时我们只考虑从消
费中得到了什么，我们在哪些方面获得了满足。但是，人们很少会思考为了消费，除了金钱我们还付
出了什么？　　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出发，政府与经济学界关注更多地是扩大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
拉动作用，或者说主要注重的是消费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但事实上，伴随全球人
口的日益增加和各国经济的普遍增长，人类的消费行为与资源、环境和生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越来越
明显。人们在获得日益增多的消费品的同时，正在付出生态环境恶化的代价。为此，我们不得不重新
认识人类的消费行为，重新思考人类消费和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探讨
人类经济增长的未来，并试图从消费的角度对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这正是本
书写作的目的所在。　　近年来，国内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多，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文
章也不计其数。最初人们多是从理论上探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时至今日，许多理论问题的
讨论也还在继续，自然科学界与经济学界在可持续发展的许多理论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难以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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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消费》

内容概要

《生存与消费:消费、增长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内容简介：我们为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而消费，所
以通常在消费时我们只考虑自己从消费中得到了什么，在哪些方面获得了满足，却很少会思考为了消
费，除了金钱我们还付出了什么？
为了满足人类无限的消费欲望，人们不断地开发资源，扩大生产，挣更多的钱，购买更多的商品⋯⋯
然而在我们一个又一个的消费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却发现周围的生态环境正在恶化，为争夺地球上
有限的资源，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地球变得越来越不适合人类生存，人类陷入了增长和发
展的困境⋯⋯
以大规模高消费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消费主义（consumerism）生活方式，正在借助经济全球化向世界传
播，它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有资料表明，假如全球人口都像今天的美国人一样
消费，从资源环境的角度讲我们还需要4至9个地球。在我国大规模消费的时代即将到来的时候，告诫
国民按自己的实际需要适度消费，对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节约生产同等重要。
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远比发达国家复杂得多。目前中国的资源、环境和生态维持现有的
人口与经济规模已不堪重负，但是人口还在增长，经济才刚刚起飞，人们从温饱到小康的消费还存在
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此外，我们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相对弱势与技术的相对落后，不仅制约着我们占
有和利用全球资源的能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对国内资源、环境与生态的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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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认识消费第一章 消费的意义1.1 人类生存意义上的消费1.2 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1.3 生态学意
义上的消费1.4 社会学意义上的消费1.5 可持续消费——一种新的消费观第二章 人类消费增长永无止
境2.1 消费增长的必然性2.2 消费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2.3 从消费理性主义到消费主义的演变第三章 消费
增长的代价3.1 私人空间增大与公共活动空间减少3.2 收入和消费增加与闲暇时间减少3.3 过度饮食的健
康代价3.4 消费不断增长的环境代价3.5 收入差距扩大与人们消费欲望无限膨胀的社会代价3.6 全球资源
对消费增长的约束将导致国际冲突第二部分 消费、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对立与冲突第四章 增长与发
展的困境4.1 增长与发展4.2 发展的模式4.3 发展的困境4.4 发展困境的发生机制第五章 增长的极限5.1 人
类行为中的指数增长5.2 《增长的极限》的基本思想5.3 罗马俱乐部几个最有影响的理论观点第六章 极
限之争6.1 没有极限的增长6.2 超越极限6.3 两种对立思想的碰撞与比较第七章 可持续发展论7.1 可持续
发展的定义7.2 自然资源观的严重分歧7.3 两种不同的可持续发展观7.4 不同视角下的资源与极限问题7.5
对可持续发展几个核心问题的讨论第八章 消费与可持续发展8.1 人类消费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冲
突8.2 需要、需求与消费8.3 消费与消费主义8.4 世界资源分配不公与少数国家的高消费8.5 全球大规模
消费正在背离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方向第三部分 我国居民适度消费与可持续发展第九章 我国城乡居民
消费增长与行为分析9.1 收入增长与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9.2 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的变化9.3 城乡二元结
构与两种不同的消费模式9.4 过大的收入差距与畸形的消费结构9.5 个人消费与公共消费的增长趋势第
十章 我国居民物质消费增长对资源与环境的影响10.1 食品消费增加与耕地资源紧张10.2 生活用水量上
升与淡水资源紧张10.3 能源矿产消费增加与对世界资源的依赖10.4 物质消费增加与环境恶化第十一章 
美国居民消费模式及对我国的影响11.1 美国居民消费与生活方式的特点11.2 支撑美国居民高消费模式
的物质基础11.3 美国高消费产生的后续问题与解决途径11.4 美国居民消费模式对我国的影响第十二章 
适度消费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12.1 合理的收入分配与适度消费12.2 资源节约型生产与适度消费12.3
媒体与适度消费12.4 发展旧货市场与汽车租赁业实现适度消费12.5 增加资源进口保证国民适度消费参
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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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消费》

章节摘录

　　在人类的早期，由于人们对于自然界认识与利用的能力低下，人类为生存而从自然界获取并消费
的物质与能量十分有限，故数量极其有限的人类其消费行为并未对自然生态环境构成任何消极影响。
即使是在农业社会的早期，人类的消费也仅限于满足最简陋的衣食住行要求的物质消费，而且所有消
费的物品完全取自于自然。那时，即使人类农业与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使生态环境出现了局部的退化
，但因环境容量充分，人们可以通过迁徙（即刀耕火种和逐水草而生）的生活方式来躲避灾难，从而
使退化的环境得以恢复。工业革命开始以后，人类以其惊人的创造力成为了自然界的主宰，用机器生
产制造出了自然界中本不存在和数量巨大的工业产品，在此基础上人类生存意义上的消费也与以往时
代有了本质上的不同。如今，在工业发达国家和地区，人们衣食住行所必需的生活消费，包括水、食
品、衣物、住房、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大都是人类加工与制造的产品，而且为满足人们较为方便与
舒适的生活条件，类似于冰箱、彩电、电话、居室中各种家具与用具都已成为人们生活必需的消费品
。甚至人们读书看报受教育也是人们生存必需的精神消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维持现代人类个体生
存所必需的消费，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得的能量与物质要数十倍甚至数百倍于早期人类。更何况人类物
质产量上升带来了人口大规模快速的增长，从而使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生物种群，总体的消费能
力超过了其他物种消费能力的总和。如今人类的消费（除部分穷国与穷人外）早已超出了维持人类生
命活动的需要，正在向着满足人类无限的消费欲望的方向发展。由此，消费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已随
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从仅限于维持人类生命活动扩展为满足人类能够安全、健康、方便甚至舒适
地生活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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