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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创新路径
姜明法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4）

摘要：可持续发展是指人类社会经济行为的伦理化。传统的以追求财富总量为目标的发展实践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社会繁荣，反而

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生态问题。而可持续发展涉及人、社会、自然之间复杂的联系和深邃的关系内涵，它的理论形成和发展体现

着人类价值观、发展观的反思、变革、重建。本文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特点，以及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应用展开探究，

以期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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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经济发展速度迅猛，但是自然资源枯竭、

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今天，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全

人类的共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包含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生

态经济学、节约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

济学、循环经济学等十余种理论。这些理论研究角度不同，时常

产生纷争，但是都体现了一个发展理解：可持续。

一、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主要研究生态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三方面

内容，认为这三者相互协调，彼此不可分割。三者发展过程中，

生态环境是基础，经济发展是条件，社会发展是最终目的。人类

在发展经济过程中，要关注效益，低效高污染的发展方式要不得，

只有生态和谐、经济高水平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可持续发展

将人类社会发展伦理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进行了约束，制定了一

个目标。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论中，以追求财富总量为目标的

发展模式被深刻批判，因为它们不仅不会带来长久的繁荣，还会

使得社会、经济、生态产生一系列问题。可持续发展关注人类社会、

经济、自然生态的内在关系，以可持续的理论约束各个系统的发展，

体现了人类在发展上的反思以及对发展模式的重构。

可持续发展关注自然生态保护问题，但并没有将人类经济活

动与自然生态环境对立起来。在人类社会中，生产生活都离不开

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只有利用自然资源，人类才能不断发展。也

只有经济发展条件好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也才能做得

更好。相反，可持续发展关注发展质量，寻求人口、资源、经济、

社会的平衡，它不断督人们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认为人类社会

和经济的发展最终依靠科学技术，通过科学技术提高生产效率，

减少废弃物排放。只有转变消费模式、重视质量，人类社会才能

发展得更长远。可持续发展不只关注本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也

关注以后隔代人，关注代际公平，认为当代人不能为了追求自己

的利益，而损害后代人的利益。只有保护后代人的利益，给他们

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人类才能时代延续下去。而发展空间和发

展条件就是生态环境创造的。从经济学角度，当代人在消耗自然

资源的同时，可以将其他自然留给后代，如科技，保障后代人的

生活水平。

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一）公平性原则

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念下，公平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当代

人之间的横向公平也就是代内公平，另一个是当代人与后代人的

公平及代际公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认为当代人应该要给后代人

发展，留下足够的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尊重和满足后代人追求

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在代内公平问题上，国际以及国内要解决

好贫困问题，将消除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来解决。其次，

在代际公平上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认为当代人要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给后代人留下充足的生存资源。当代人的发展不能过度消耗后代

人的生存资源，也不能通过损害后代人的发展利益，来支撑自己

的发展。在代际公平问题上，关键是解决好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利

问题。

（二）持续性原则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可持续原则就是指人类的发展要以自然

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为基础，不超越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人类

发展才能可持续。因此，可持续原则就引出了人与生态环境之间

的公平问题。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人类依托于

自然生态环境而生存和发展，而人类的发展又可以进一步保护自

然生态环境。所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认为人类的发展必须建立下

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基础上，发展必须要受到约束。自然生态环境

的修复力就是人类利用是自然生态资源的红线超过这个临界点会

影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并不限制人类社

会的发展，它认为人类社会要通过科学技术来提高对自然生态资

源的利用效率，进而实现进一步发展。

（三）共同性原则

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历史各不相同，因此可持续发展的

路径也不相同，但是可持续发展应该是全球发展的共同目标，可

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公平和可持续也是全世界各国发展

必须坚持的原则。为了实现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原则认为世界各

国应该要相互合作，认识到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是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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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共同性原则是可持

续发展经济学的这个原则之一，人类坚持按照共同性原则办事，

人类内部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能更加和谐，进而经济社会

也可以实践，可持续发展。

三、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下经济发展路径

（一）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全世界必须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只有全球经济共同发展，

人类社会才能朝着更幸福的方向发展。发展是发展中国家解决问

题的根本道路，也是全球共同发展的技术条件，各个国家要相互

合作，以合作来实现共赢。发达国家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

题，特别是要关注广大贫困国家的发展，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

展速度。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人才资源开发，发展科学技术，挖

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使他们形成内生性的发展动力，使他

们在内部发展解决国内贸易经济问题的同时为世界发展贡献力量。

全球应该为发展中国家打造公平和谐的外部环境，加快交流合作。

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就旨在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更

广阔的市场，彼此加强交流资源共享，进而实现共同发展。

（二）树立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认为，一国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的发展观，

推动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观影响

着这个国家的发展面貌，也是导致不同发展结果的重要因素。在

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发展应该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坚

持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各项战略要从人民大众的利益出

发，为人民大众谋福祉，不仅关注物质生活的发展，也要关注人

民大众的文化需求，使得发展成果人民共享。要全面推进经济、

政治、文化建设，使得社会全面发展。发展过程中要解决好公平

问题，统筹各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

谐发展，要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使得人类社会代代延续下去。

（三）建设资源节约型发展模式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理念下，必须要构建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发

展模式。经济循环发展才能使得资源利用率提高，使得经济发展、

效益提高。历史发展经验也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以资源浪费

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否则人类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依靠科技

通过科技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培养科技创新人才，使得经济效

益更高，资源消耗更低，环境污染更少。经济结构要不断优化升

级，转变以往高消耗低产能的增长方式，在发展过程中节约资源，

通过综合利用资源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并且在全社会倡导绿色

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使得绿色生活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潮流。自

然生态环境的开发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系统，让自然生态环境发挥作用，推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同时

人类社会发展后，就通过科学技术进一步提高生态环境保护质量。

在开发自然资源的时候，要根据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合理开发，

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废弃废水废物必须要达到可发放标准，再进

行排放，可以对废弃废物废水进行二次利用，以提高对自然生态

资源的利用效率，进而使得生态环境更快的修复。同时还要保护

生物多样性，通过生物多样性来提高生态环境的修复力，坚决制

止各类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做法。

（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路径

可持续发展经济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各个国家具有不同

的国情背景，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模式也各不相同。要探索稳定

的经济发展之路，我国需要结合国情，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背景

下突出中国发展背景。

基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提出一条适合中国经济现实情况的发

展之路，就是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的具体经济

实际进行结合，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律。我们可以借鉴其

他国家的经验，从别国解决非持续性经济发展问题的做法中，提

取一般规律，找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共性，在应用过程中体现出

个性。既能体现当代世界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进程和必然趋势，又

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整体而言，我国应用可持续发展经

济学理论应该：符合中国人口、耕地、生态资源、科技力量、经

济基础的现实情况；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显现。

我们党和国家很早就认识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道路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将可持续发展理论

和中国发展的现实情况联系起来。经济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生态、

社会相互协调的发展，以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为基础，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让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发展有利于生

态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还要宣传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增强人

们的环保意识，以环保意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四、结语

可持续经济发展是整个社会的生态、经济都得到发展，所以，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综合了生态、经济、

社会的全面发展。它是一个可持续的发展系统，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们要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问题、本代

人与后代人之间的资源使用权力问题，我们必须要树立可持续原

则、公平原则和共同发展原则，推动整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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