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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态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入人与自然全面和谐的更高层次的崭新文明形态。
保证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存安全，建设生态文明是当前世界面临的共同任务。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
方式、消费模式，形成较大规模的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利用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
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　　森林是地球陆地生态的主体。
2009年6月，中央召开的林业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在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林业具有重要地位，在生态
建设中林业具有首要地位，在西部大开发中林业具有基础地位，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林业具有特殊地位
。
要求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重大举措，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首要任务，应对
气候变化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战略选择，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把发展林业作为重要途径。
明确赋予了林业新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使命，我们必须深刻认识，狠抓落实。
生态对人类具有两重性。
遵自然规律，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保障生态安全，可以造福于人类；反之，无视大自然的平衡，只
顾向大自然索取，破坏生态，也会贻祸于人类本身。
大自然的这种福祸转变的显现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
一个人、小范围、短时间对生态的破坏，不会立刻感到大自然的报复。
这种滞后现象，往往影响了人类对保护生态重要性的认识，也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上的一个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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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大作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决定和胡锦涛同志的讲话是关系全国人民及其子孙后代生存
发展的头等大事，也惠及全世界人民；是站在时代前沿的高瞻远瞩，是实现社会持续发展的生态智慧
；是继承中华民族天人一体的优秀传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
明。
我们鉴于我国2008年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和2009年台湾8·8大风灾生态危害的客观实际，集国内外有
关生态文明建设的资料，认为要实现生态文明，需要运用政治、法律、经济、科技、行政等手段，乃
编著《生态法学与生态德学》一书。
我们认为建设生态文明既需运用必要的法律制度，也需要促进人们一定的优良品德，法学与德学并用
，符合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
现与读者见面，希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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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个是改变使用能源的结构，用风力、太阳能、核电取代煤炭或石油消耗（这一点也不现实，
替代能源经济角度上更不划算。
第三个办法就是节能，这办法是有潜力的（见2005年9月《南京现代快报》）。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米香在1967年《经济增长的代价》一书中也警告世人说：“西方的继续经济增
长将使我们更进一步失去更好的生活”。
许多学者对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传统指标“国民生产总值（GDP）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有些学者公开
宣称“国民生产总值”是国民生产总污染”（曲格平《困境与选择》P125）。
　　而今把GDP作为考查地方政府政绩和官员升迁的唯一标准。
正由于此各级地方政府惯于政绩冲动，千方百计致力于G：DP的正增长、高增长，甚至互相攀比、吹
嘘，将GDI？
作为彼此吹捧的工具。
致使各级地方政府重经济轻环境、重速度轻效益、重局部轻整体、重当前轻长远、重利益轻民生等非
理性的发展观、政绩观、价值观普遍采行。
有的地方和单位甚至强调追求GDP的高增长居于主导地位，继续因循传统工业文明的老路，把落实科
学发展观，创建循环经济，促进生态文明视为口头禅。
这样，不但失去了原来国家和地区对其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价值的总和作
为国民经济参数，并用以考查国计民生、国家发展情况和人民得到福祉的意义，而且失去了制定未来
计划目标的科学测量、客观统计、分类核算、全面平衡，正确反映社会经济的本来面目的意义。
再从GDP的本身言亦存在不少缺点。
从社会角度看，它只记录那些看得见的、可以价格化的劳务；而对其他非常有贡献的劳务，却被摒弃
在外；从生态环境角度看，它把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日趋枯竭性，生态平衡的日趋破坏性，人口的日
趋过剩，污染的日益加剧都不加以考虑。
而GDP据2007年12月5日载社科院的蓝皮书称实际增长约21.6％，名义增长率25.6％（见《扬子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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