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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之辨

穆艳杰，韩　哲

摘　要：“环境正义”与 “生态正义”本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其历史溯源、哲学基础、研究形式均存在较

大差异。“环境正义”与 “生态正义”的概念最初散见于学界专家们的论文中，部分学术著作对两种概念进行

了通用甚至于混用处理，这也就形成了当今学界的 “争辩”格 局。经 过 对 两 种 概 念 深 入 的 分 析，环 境 正 义 和

生态正义 “混用论”的说法是不具说服力的，“差异论”的观点才符合两种概念的原本含义。在生态文明价值

旨归的阐释中，“生态正义”所追寻的是一种 “回到荒野”的方式，但其并没有提出任何可供参考的方法和建

议，其提出的 “内在价值”理论也无法通过科学严密的论证，因 此 “生 态 正 义”的 价 值 旨 归 具 有 浪 漫 主 义 和

乌托邦性质；“环境正义”则不同于 “生态正义”，“环境正义”所追寻的 “生产性正义”把变革社会生产方式

作为其核心目标，以 “需求”来决定资源的分配，能真 正 实 现 对 环 境 恶 物 与 环 境 善 物 的 合 理 分 配。因 此，生

态文明价值旨归只能是环境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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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对环境问题的探讨就如雨后春笋般纷至沓来。那些关注环境问题的学

者从伦理、制度、生态、社会等各个方面探索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实践路

径。经过了多种方案的探究后，学界逐渐将研究方向转入了 “正义”视角，即只有实现了环境正义

抑或是生态正义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然而，在此学术背景下，对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概念定义

的界定方式和理解方式上，学界中仍然存在着巨大分歧。与此分歧相伴随的是：由于环境正义与生

态正义的内涵是与生态文明建设 “价值旨归”的抉择密切相关的，因此学界的 “争论”并不是无谓

的，我们还须在此问题上 “慎思”。

一、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的历史溯源

一般来看，环境正义的理论研究起源于美国环境正义运动，而生态正义的理论研究起源于环境

保护运动。环境正义运动发生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的美国，部分社区与社会群体 （尤其是少数族裔

和低收入群体）因政府不公平的环境政策而受到环境恶物迫害，从而使得环境种族主义、环境歧视

等概念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学者们大多把 “拉夫运河”和 “沃伦抗议”事件作为环境正义运动的导

—６—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1.04.002



火索，这两个事件也开启了以环境风险的不公平分 配为主题 的 实证研 究。１９８７年，美国联合基督

教会种族正义委员会发表了题为 “有毒废弃物与种族”的研究报告，报告通过对当时美国４１５个仍

在使用的有毒废物设施和１８　１６４个已经关闭的废物处理设施进行调查，发现美国国内的少数民族

族裔生活社区所承担的环境风险远远高于白人 中 产阶级社区［１］（Ｐ９－１０）。此后，美国国家审计署、美

国社会学家罗伯特·Ｄ·布 拉 德、马 萨 诸 塞 大 学 社 会 与 人 口 研 究 所、纽 约 大 学 法 学 教 授 维 姬·比

恩、美国社会学家彼得·温茨等展开了环境正义实证研究的大讨论，虽然众多研究机构与学者之间

的论点还是有很大分歧，但所有研究人员 都 能 够 达 成 一 点 共 识，即 环 境 负 担 对 于 包 括 少 数 民 族 族

裔、穷人在内的弱势人群确实存在不平等分配，环境正义要求 “人们距离有毒废弃物的远近不应该

与他们的收入和财富处于正相关的状态”。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美国环保局给出了环境正义的定

义：环境正义是指在环境法律、规则和政策的制定、贯彻和执行中，所有人，不分种族、肤色、来

源或者收入，需得到平等对待并进行有效参与［２］。随着实证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研究者逐渐超越

了实证层面，开始从理论层面切入。理论层面的研究大致沿着三种思路进行，第一种是环境分配正

义，分配正义在三种思路中占据支配地位，环境正义的研究大多围绕分配正义展开，以至于彼得·
温茨曾对此指出：“与环境正义相关的首要议题涉 及分配正义”［３］（Ｐ４）。所谓环境分配正义指的是环

境善物和环境恶物的不公平分配问题，分配正义的范围应当包括代内正义以及代际正义 （还有一些

学者声称也包括种际正义），分配正义原则具有多元化特点，包括德性论、财产权、功利主义、成

本效益分析、人权与动物权利、罗尔斯的正义论、沃尔泽的 “物品理论”、彼得·温茨的 “同心圆”
理论、戴维·米勒的 “社会关系”理论等诸多环境分配正义原则并没有获得了一致认可，环境分配

正义理论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而后，由环境分配正义又衍生出了环境矫正正义，矫正正义主要

是要求每一个环境受害者都能够得到同样的补偿，且这种补偿与受害者的地位与道德无关。第二种

思路是环境承认正义。施朗斯伯格认为，环境正义的概念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分配领域，当人们因环

境种族主义、环境穷人歧视等遭受到不公平对待时，除了会要求环境善物与恶物的平等分配，还会

要求自身价值、尊严得到社会应有的承认和认可，这同样是一种环境正义的诉求。“在这方面，正

义必须关注既能解决社会利益的不公平分配，也能解决使社会承认条件遭到破坏的那些政治过程方

式”［４］。第三种思路是由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奥康纳提出的，他认为 “分配性正义”只属

于资产阶级，“生产性正义”才能真正实现 “生态社会主义”，分配性正义是以当前视域中的市场对

人的生命和健康的估价为前提的，处理方式包括罚金、红利、税收、补偿金等，而生产性正义则同

时关注生产领域与积累领域，强调将消极外部性降为最低，并对积极外部性持赞成态度。奥康纳所

描述的环境正义要求彻底地废除分配性正义，以生产性正义实现 “需求的最小化”，从而使环境正

义成为全社会都能够享有的权利，而不是只有小部分资产阶级才能享有的个体权利。
与环境正义的溯源不同，生态正义的研究起源于资源与荒野保护运动，这也是美国现代环境保

护运动的初级阶段。倡导荒野与资源保护运动的代表人物主要来自于白人精英群体，如西奥多·罗

斯福、约翰·缪尔等。他们对荒野有着浪漫主义似的关怀。美国哲学家艾默生如此谈道：“自然是

充满灵性的，是个体获得力量的源泉。通过在自然中独处，个体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升华”［５］（Ｐ１４７）。
这些倡导回归荒野的白人精英群体往 往 会 依 赖 于 专 业 技 术 和 法 律，通 过 有 效 的 风 险 评 估、政 治 手

段、法律诉讼等达到回归荒野的诉求。在资源与荒野保护运动期间，美国的确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创立了大量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建立了第一批国家公园，积极推行自然资源保护政策。在此之后，

１９６２年，由蕾切尔·卡逊所撰写的生态著作 《寂静的春天》横空出世，对当时美国广泛使用的杀

虫剂、除草剂等化学药剂所产生的危害进行详尽的介绍，证明了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人类健康也会因

此受到影响。此时，美国环境保护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生态保护”概念深入人心，各色环保组织

蓬勃发展。生态正义的研究正是在美国环保运动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其理论基础就是非人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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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与美国环保运动所主张的一样，非人类中心主义要求适度开发自然 （甚至是

停止开发自然），植物、动物甚至是山川河流都与人类有着同样的地位，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和各物

种之间的联系都具有内在特征，任何破坏多样性的人类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多样性和物种联系的破

坏也同样会伤害人类物种。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体系下，非人存在物被赋予权利和道德地

位，人类对非人存在物 （这其中包括高等动物、低等动物、植物有机体、物种和生态系统）都负有

义务，生态正义要求人类应该承担保护非人存在物的直接义务和人类在与非人存在物发生利益冲突

时能够平等分配环境善物和恶物。

二、当今学界 “混用论”与 “差异论”的观点辨析

什么是环境正义？什么是生态正义？这是我们探讨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的根本问题，也是辨析

两种概念的 “源问题”。以笔者的观点看，正是因为概念辨析的 “源问题”属性，致使有相当多的

学者选择放弃区分两种概念，把这两种本质上不同伦理观属性的概念 “混用”。
（一）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 “混用论”观点

在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 “混用”的观点中，一些学者直言：“我们可以将生态正义看作是与环

境正义大体相当的范畴”［６］。这种观点直 接把 环 境正义与生态正义认定为一个概念，两 种 “概 念”
在学术观点中可以通用，并且把受到学界主流观点认可的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统归为生态正义。但

是，“混用”论者们的观点也有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生态正义的构成应当包括人与人关系的正

义以及人与非人存在物之间的正义，应当承认非人存在物以及自然界具有不依赖于人的需要的内在

价值，非人存在物同人类一样，既是道德主体又是道德客体，能够成为道德关怀和考虑的对象，因

此，人类应该建立起一种保护自然的道德规范，不得随意干扰自然事物的正常生长。这部分学者的

理论依据来源于以罗尔斯顿、汤姆·雷根、阿伦·奈斯为主要代表人物的 “深绿”思潮。虽然他们

的观点中还是有很多分歧，如动物权利论者、动物解放论者、生物中心论者更强调的是个体权利，
而生态中心论者则强调生态整体的权利，但他们从根本上都是以 “自然权利论”和 “自然价值论”
为理论之基的，都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实现生态正义的最终归宿，并且都把人与非人存在物之

间的正义作为生态正义的核心内容。另外一部分 “混用”论学者则支持只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生态正

义，人与非人存在物之间并不存在正义关系，“深绿”思潮所支持的 “种际正义”“自然正义”则根

本不属于生态正义的范畴。这一部分学者们不支 持人与非人存在物正义关系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

点，其一是生态正义是生态权利与生态义务的有机统一，人类虽然可以作为非人存在物的 “道德代

理人”，为其争取相应的权利，但非人存在物却无法承担相应的义务，“对于任何道德主体来说，如

果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是没有正义可言的，其权利也不可能得到辩护和确认”［７］；其二是反对非

人存在物具有 “内在价值”，“价值从来都是对人而言的，无论何种价值形式都是以人的生存方式和

实践条件为基础、以人为主体依据和尺度的”［８］，内在价值论者无法通过科学论证非人存在物的内

在价值，这种说法实际上属于一种神秘主义的后现代理论；其三是作为道德、权利主体的非人存在

物难以表达自我意愿，也就无法对人与非人存在物进行生态资源的正义分配，因此 “道德主体说”
和 “自然权利说”皆无法实现，人与非人存在物之间不存在生态正义。除上述两派 “混用论”支持

者外，还存在着一些 “普世主义”的混用论支持者，大卫·施朗斯伯格应是持有这种论点的学者中

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在其 《对环境正义的界定：理论、运动和自然》一书中，施朗斯伯格以全球环

境运动中通常会跨越 “环境正义”与 “生 态 正 义”的 概 念 为 由，判 断 出 可 以 建 立 一 种 多 元 主 义 的

“生态正义”概念，如同 “环境正义”理论所做到的那样，把参与、承认、分配、能力等也加入到

“生态正义”中。更深层次地说，施朗斯伯 格 所 期 望 建 立 的 是 一 种 综 合 性 的 “环 境 或 是 生 态 正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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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寻求 “普世”的正义概念），以便于可以赢得不同维度、不同文化正义观的一致认可，以多

元的形式统一 “环境正义运动”的目标。
（二）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 “差异论”的观点

学界中对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论争的第二种论点是环境正义不同于生态正义，与 “混用论”学

者们一样，持有 “不同论”观点的学者们的分歧仍然巨大，这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支论点分别是 “生

态正义对环境正义的超越”和 “环境正义才是实现生态文明以人类为本位的价值目标”。
在所谓 “生态正义超越论”的观点叙述中，一些学者会从 “环境正义的局限”和 “生态正义对

环境正义的超越性”两个方面去论证。关于 “环境正义的局限”，“超越论”的学者们认为，环境正

义存在两个方面的局限，其一是其理论视野存在局限性，持 “超越论”的学者认为环境正义仅仅将

理论视域局限在人与人之间，缺乏自然的维度，并因此会导致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其二是实践视域

有限，环境正义被认为只追求分配的正义，而没有从矫正正义的角度论证。所谓 “矫正正义”，指

的是 “由于人类的盲目扩张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因此人类必须停止伤害自然并对自然进行

补偿的一种正义形式”。在 “超越论”那里，“矫正正义”弥补了 “分配正义”所缺失的人与自然的

正义关系。关于 “生态正义对环境正义的超越性”，首先，“超越论”学者们认为生态正义超越了环

境正义的正义范围，把正义范围从人际间延展到了人与自然的领域，人类不再是环境正义的圆心，
而与其他非人存在物具有相同地位；其次，生态正义超越了环境正义的思维范式，他们坚持 “人与

自然”之间的正义不能还原为 “人与人”的正义，“自然”并不能作为人际分配正义的 “中介”，必

须把 “自然”的权利还给 “自然”；第三，生态正义超越了环境正义的价值范式，环境正义受制于

个体中心主义的价值范式中，生态正义则主张所 有生物都具有内在价值并坚持整体主义的价值范

式。从总体来看，“超越论”认为环境正义的视域只局限在人类的整体利益，是 “人类中心主义”
环境正义观的代名词，忽略了自然维度的保护和发展，无法为非人类存在物的 “内在价值”提供价

值内核；而生态正义则是环境正义的进化理论，它要求人类反思自己在工业化进程中对自然所造成

的伤害。除此之外，“超越论”还认为非人存在物应该与人类共同参与到生态资源分配中来，人类

作为道德代理人应该遵从着道德关怀原则以保障非人存在物可以实现 “环境资源分配正义”，也就

是说，生态正义超越了环境正义的适用范围，其适用范围包括 “所有生命存在物之间的环境资源分

配正义”［９］（Ｐ１）。颜景高如此总结道：“从本质上 而 讲，‘生态正义’是对 ‘环境正义’的辩证扬弃，
或者说，生态正义开启了人类文明转型的一种新价值范式。”［１０］英国学者布赖恩·巴克斯特也争论

说：“生态正义的需要划定了环境正义的需要的边界。”［１１］（Ｐ１１６）

“差异论”的另一种观点是 “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归宿只能是 ‘环境正义’”［１２］。持有这一结论

的王雨辰教授认为，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是具有不同内涵与价值指向的两种概念，马克思主义生态

哲学强调了 “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１２］，生态危机是以 “自然”为中介

关系的人际关系危机，只有解决了人际关系中资源分配、使用、占有等分配正义问题，生态危机才

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解决。“环境正义论”的学者们有一个普遍共识，即以西方 “深绿”思潮

为代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并没有洞悉到生态危机根源的核心，以此为指导思

想的生态文明实践会面临诸多问题，因 此 “生 态 正 义”的 价 值 指 向 （限 制 人 口 过 快 增 长 和 经 济 发

展）并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问题，只有 “环境正义”所指向的消除资本主义现代化、全

球化和资本的全球分工，对全球生态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和利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和资

本所支配的权力关系才能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找到出路。
（三）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的概念辨析

从笔者对 “环境正义”与 “生态正义”历史溯源和对当今学界各种论点的分析看，环境正义与

生态正义所关注的都主要是对生态资源善物和恶物的分配问题，但二种的关注视角却并不相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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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正义所强调的是对有色人种、穷人、少数族裔、底层工作者等弱势群体的分配正义问题，而生态

正义则是在批判 “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基础上，批判人类破坏了自然的正常循环，强调非

人存在物的 “内在价值”，建构人与自然的生态正义关系，因此笔者支持 “差异论”的观点。
两种概念在以下三个方面形成巨大差异。其一，两种概念的发源不同，生态正义发源于美国资

源与荒野保护运动和美国现代环境保护运动，其主要参与人群是白人精英人群，主要诉求是回归荒

野，保护自然，让非人存在物 （包括动物、植物、山川河流等）能够享有与人类相同的权利和道德

地位；而环境正义则发源于美国环境正义运动，其 主要参与人群是有色人种、穷人和少数 民 族 族

裔，主要诉求是平等分配环境善物与环境恶物。其二，两种概念的哲学基础不同，生态正义概念的

哲学基础来自于环境伦理学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潮，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

别为动物解放／动物权利论阶段、生物中心论阶段和生态中心论阶段。生态正义的哲学基础秉承着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主张，即反对人类中心论的 “人只对人自身 （包括其后代）负有道德义务”，
支持 “人不仅对自己负有义务，对所有生命和整个生态系统都负有义务”，使人际伦理关系拓展到

人与非人存在物的伦理关系之中，以保障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因此，生态正义的哲学基础是一种

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关系，把人类看作为整个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员，所有生命都拥有作为道德主

体的自然权利；而环境正义的哲学基础来自于人类中心主义思潮，主要以传统正义论、多元正义论

和生态马克思主义为主，但无论是哪种流派的人类中心主义，都反对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潮将 “以人

类为中心框架”视为 “人类工具性的”，他们认为非人存在物并不存在 “内在价值”，环境正义就是

社会正义的一种形式，实现环境正义就是实现 “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正义”。其三，两种

概念的研究形式不同，生态正义只进行理论研究，试图证明 “生命与花拥有平等权利”①，对于如

何将平等权利进行合理分配是漠不关心的 （并没有提出明确地行动指南）；而环境正义的研究则是

理论研究结合实践研究，研究的课题也多偏向如何实现环境正义，支持环境正义的学者们对可行性

政策进行了详尽地分析。
综上所述，环境正义是以 “实现人与人的正义”为立论中心的，环境一词指的是人类生存的空

间及其能够直接或是间接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环境显然具有鲜明的属人性质。与

环境不同的是，生态则是影响着人与自然因素的综合性概念，更为重视自然的整体概念，在生态概

念中，人类并不是自然的中心。尼古拉斯·洛和布伦丹·格利森早在１９９８年就对 “环境正义”和

“生态正义”作出了区分。他们认为，“为正义而斗争是以我们如何理解我们自身和他者之间的适当

关系为基础的。在界定这一关系时，我们界定了 ‘我们是谁’以及他者是谁。而 ‘我们是谁’中的

‘我们’具有两重含义：‘我们人民’和 ‘我们人类’。‘我们人民’总是由人类具有社会和地理共同

性的某一地方所决定，所以存在着分配问题，即为 ‘环境正义’；‘我们人类’则是指我们作为一个

物种所分有的特性，而且我们人类现在必须思考我们与非人类自然之间的关系，即为 ‘生态正义’，
它们事实上是同一关系的两个方面”［１３］（Ｐ２）。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的词意理解看似相同，实则其理论

发源、哲学基础以及研究形式皆为不同。
至于大卫·施朗斯伯格所持有的 “普世主义”混用论观点，笔者承认他所主张的 “不同论点的

理论和不同目标的环境或是生态正义运动之间进行合作”是有必要的，这有助于解决现实存在的环

境资源分配、承认、参与等 “非正义”情况，但问题在于：即便是试图在概念上对 “环境正义”与

“生态正义”进行混淆化处理，但施朗斯伯格忽视了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无法彻底根除生态危机这一

事实，无论 “环境正义”派与 “生态正义”派的学者们如何在概念表达上达成妥协式的统一，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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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在是否应当走 “生态社会主义”之路上也只能是分道扬镳。也正因如此，施朗斯伯格本人也只能

如此期望道：“在环境正义的概念上仍然存在着统一的可能性，即使这一术语在文化定义上没有一

致性”［４］。
通过以上辨析，笔者坚定地认为：有 必要 厘清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 的 核 心 概 念，以 在 “源 问

题”上扬弃 “混用论”的观点。

三、生态文明的价值旨归只能是环境正义

从上文对学界论争的分析来看，环境正义和生态正义 “混用论”的说法从根本上是不具说服力

的，“混用”的原因在于一部分学者并未严谨地分别讨论二者的不同内涵，而是作了简单化的通用

处理。笔者认为，虽然 “混用”的说法不成 立，但 “差异论”观 点 中 也 存 在 着 不 少 分 歧，即 所 谓

“生态正义对环境正义的超越”和 “生态文明的价值归宿是环境正义”问题。在笔者看来，这两个

问题其实可以统归为一个问题，即 “生态文明价值旨归是环境正义还是生态正义”的问题。“任何

一种生态文明理论必然包括生态危机论、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治理论三方面的内容，这必然会牵涉到

如何理解自然、如何理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由此显示出其理论的价值立场”［１４］（Ｐ１２５）。因此，笔

者从生态危机的动因、非人存在物是否具有 “内在价值”以及生态治理这三个方面分析，以判断出

生态文明的价值旨归只能是环境正义。
（一）“生态正义”危机论的局限性和 “环境正义”危机论的先进性

罗尔斯顿解释说：“在自发的自然中，自然灭种的最普通的原因就是物种陷入了日益严重的过

分特化的泥潭。”［１５］（Ｐ２１４）代表着 “生态正义”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学者们把矛头指向了人类中心主义，
认为是人类的特殊化导致了生态危机的诞生，并由此提出要限制人类开发自然，生态危机的根源是

一个生态权利／价值观的问题。然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危机论却存在三个使其无法通过严密

论证的特点。其一，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本质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这种说法割裂

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把人类置于自然的对立面， “实际上这是一种自我指责和自我道德化的、
等同于无法理解的废话的抽象”［１６］（Ｐ１３３）；其二，非人类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归因于人类的技术发展，
但实际上技术本身并无价值属性，技术的不合理运用的根本原因是与资本主义结合而导致的异化；
其三，非人类中心主义强调是人类发展过程 中的等级制关系导致了生态危机，要求以 “自然价值

论”为哲学基础改变个人生活方式，反对激进的阶级运动来解决生态危机，这种结论显然是浪漫主

义乌托邦的，没有认识到生态问题与资本密切相关，地方自治无法解决问题，没有阶级环境运动就

更加无法限制资本对生态的破坏。
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不同，笔者所支持的 “环境正义”危机论坚定地站在人类中心主义一边，

把爆发生态危机归因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也被奥康纳称为资

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具体来说，第一重矛盾是从需求的角度对资本构成冲击的，当资本为了维持

利润，降低生产成本而造成需求下降，利 润也就因此而再次下降，从而造成恶性循环爆发 经 济 危

机；第二重矛盾则是从成本角度对资本构成冲击，当资本为了降低成本而将成本外化至生产条件，
从而对外部自然界进行破坏性的利用造成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资本扩张在经济维

度上没有严格的限制，在生态维度上同样失去控制，经济危机以资本流通中断的形式表现出来，经

济危机使资本家不得不将工人的成本和环境成本压榨到最低，致使经济危机升级为生态危机，而生

态问题又使得资本受到再一次的打击，最终演变成两种危机相互作用，如癌细胞一般迅速扩张至全

球。双重危机的爆发过程被奥康纳形象地比喻为放干水龙头和塞满污水池：“自然界对经济来说既

是一个水龙头，又是一个污水池……自然界作为一个水龙头已经或多或少地被资本化了；而作为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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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的自然界则或多或少地被非资本化了。水龙头成了私人财产；污水池则成了公共之物”［１７］（Ｐ２９６）。
（二）神秘性的 “生态正义”价值观和人本性的 “环境正义”价值观

生态正义的生态价值观是生态中心价值观，其特点是坚持 “地球优先论”，反对人类的价值凌

驾于自然之上。生态中心价值观强调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完整系统，任何一环都至关重要，生态系

统的所有存在物都具有 “内在价值”，并且要求在必要时个体要为整体的利益作出牺牲。可以得出

的结论是：生态中心价值观核心在于———承认非人存在物的 “内在价值”和原则上的生物圈平等主

义。但是，非人存在物的内在价值到底是什么，作为生态中心价值观伦理学基础的 “深生态学”却

没有给出统一的定义，他们只是给出了存 在物拥有 “价值”的一些理由，但当我们追问这些理 由

时，“深生态学”给出的答案通常无法自圆其说且具 “神秘主义”色彩。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们通

常运用布克金的 “第一自然”和 “第二自 然”学说回击内在价值论①，其一， “生态 中 心 价 值 观”
无法解释人类的进化过程，它凭借其 “人与非人存在物平等”的概念藐视人类创造的第二自然，并

把 “第一自然”尊崇为荒野，这其中的潜台词是———人类物种的进化是一种异常现象，人类的发展

是生态系统的一次 “癌变”；其二，“生态中心价值观”无法解释第二自然的进化过程，它无法通过

科学论证非人存在物具体具有何种价值，只是在试图将第一自然进化为第二自然诉诸神秘力量，而

实际上那只是抽象存在的 ‘超级自然’作用的成果；其三，“生态中心价值观”无法解释动物、植

物如何建立等级制的问题，虽然 “深生态学”坚称动物与人类一样也是在 “动物社会”中生存，但

毫无疑问的是，“动物社会”绝不具有人类意义上的社会性，一些动物只是出自于一种本能来进行

分工。
环境正义的生态价 值 观 是 “人 类 中 心 主 义 价 值 观”，强 调 维 护 人 类 的 整 体 利 益 和 长 远 利 益 是

“环境正义”的内在动力。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存在着两种派别的观点，其中一种是西方 “浅

绿”思潮的观点，“浅绿”思潮的生态价值观是通过修正 “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得来的，他

们反对 “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类看作为宇宙的中心，人类的任何欲望都应该得到自然的

馈赠，并在反对的基础上反思人类的实践行为，强调人类必须克制自己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具体

来说，“浅绿”思潮的生态价值观是一种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只是单纯地想通过改变分配方

式、依赖高科技生态治理、控制人口增长来解决生态危机，改善人与自然的矛盾，但其在实践中却

是屡次失败的，因为这种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其真正的价值

指向在于维护资本的利益，妄图运用资本运作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一种是笔者所支持

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观点，其特点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理论，以批判的形式对深

绿思潮的 “生态中心价值观”和浅绿思潮 “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进行分析，构建出一种人本

主义的、以生产为中心的生态价值观。在对 “生态中心价值观”的批判分析上，生态马克思主义反

对生态中心论的抽象价值观，认为其没有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性质所决定

的，如多布森所说：“如果没有人类，将不会存在像内在价值这样概念化的东西，而且是否会存在

像内在价值这样的东西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此而言，任何人类活动包括绿色运动本身都是

（弱）人类中心主义的”［１８］（Ｐ７０）。事实上，“生态中心 价值观”对非人自然中神秘化的崇拜和对荒野

的迷恋已经严重干扰了平衡理性和技术的努力，西方生态中心主义强烈鼓吹 “内在价值”的根本原

因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的生态扩张和迫不及待地将自然纳入到新的利润源泉中去。在对弱式人类中

心主义的批判分析上，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其没有站在制度批判的前提下谈论生态问题，因为只有

离开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构建出不以 “利润”为追求的生产方式，只有以满足人的需要为

唯一标准进行生产，人类才能长期的脱离生态危机。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影响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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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也将不仅仅局限于分配领域，而是将正义引至生产方式领域，改变生产方式意味着改变人的需

求，从而改变资源稀缺和污染泛滥的现状。
（三）生态文明价值旨归的实现———环境正义的生态治理模式

“深生态学家认为他们的任务不是提供一个行动手册，而是推进一种与非人世界认同的生态意

识，这将大大改变其中任何行动手册得以撰写的条件”［１８］（Ｐ６３）。很显然，“深生态学”并没有提出任

何可适用的生态治理模式，生态正义所追寻的治理目标也是非常激进的 （也可以说是倒退的）“回

到荒野”。而布赖恩·巴克斯特所代表的 “生态正义超越论”一派，要求将环境资源分配正义的适

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生命存在物之间，形成一种以 “道德关怀”为治理手段的生态治理模式，从而解

决生态非正义问题，实现生态文明的价值旨归。这种模式的主要缺陷在于两个方面：其一，人类是

无法成为非人存在物的 “道德代理”的，因为人类并不知晓非人存在物的具体诉求，巴克斯特所谓

的 “基因决定”难以实现生命存在物之间 “基本需要”和 “非基本需要”的分配，以人类的角度为

非人存在物灌注 “道德属性”显然又陷入了 “逻辑混乱”（人类既是判断道德的主体又是实施 “道

德关怀”的主体）；其二，巴克斯特所要求的 “道德关怀”没有看到实现生态正义的关键在于 “人

类的生态关系”，他的乌托邦式的政治哲学理论并不能打动资产阶级既得利益者。
相比较生态正义所追寻的浪漫主义生态治理目标，环境正义所追寻的则是具体的治理手段，生

态文明价值旨归的实现也有赖于 “环境正义”的实现。“浅绿”阵营提出了许多较为注重实效的绿

色政治理论，具体来说，应包括生态现代化、绿色国家、环境公民权的提法，期望在资本主义框架

内克服或是缓和 “环境不正义”问题，而这些治理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收到了实效。“生态现

代化”最早由联邦德国的马丁·耶内克、约瑟夫·修伯等人提出，他们的思路是通过市场手段预防

环境问题的发生，强调运用市场经济竞争推动一批绿色革新技术以保护环境。生态现代化的构成主

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要强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 护并重，不能为了环境复原而让人类回到 “荒野”；
二是以技术引领促进绿色经济；三是运行机制上以市场手段优先。自上世纪８０年代 “生态现代化”
理论面世以来，欧洲诸多资本主义强国十分推崇这种方法，尤其是以大工业为主的国家，他们通过

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迅速抢占了低碳技术和市场的先机，是当今世界应对气候治理最为成功的案

例之一。“绿色国家”理论是澳大利亚人埃克斯利在其 《绿色国家：重思民主与主权》中所提出的，
她的思路是建立一个生态共同体，让每一个在共同体内的国家或是主权都可以成为生态托管员或是

跨国界民主促进者，可以先在民族国家内部范围内实践，其后再逐渐在跨国、跨区域、全球层面上

施行。“绿色国家”理论有其一定的实 践 意 义，欧 洲 的 绿 党 组 成 了 一 个 大 大 小 小 的 联 盟 组 织，如

“红绿联盟”“蓝绿联盟”等，但是由于为了兑现其竞选许诺的政策或是为其执政地位的需要，绿党

联盟正在逐渐瓦解并舍弃了其最初的绿色政治主张。“环境公民权”理论则是强调保护与改善环境

需要同公民政治权利结合起来，让公民参与到治理环境的实践中来，这也就意味着要关注社会承认

和包容等问题，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秩序的政治化促进民主参与，以此方式实现环境正义。
可以看出，“浅绿”的生态治理模式为改善全球环境现状所作出的努力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实践效果，包括我国在内的后发国家也在研究 “浅绿”的治理

模式，如２００７年１月中科院就组织并发表了 《中国现代化报告２００７：生态现代化研究》，这也从侧

面说明了 “浅绿”生态治理模式所带来的绿色增长、技术革新、公民参与等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得到

了世界各国的信任。但是，由于 “浅绿”的生态治理模式并没有触及生态危机的本质问题，这也就

使得这种治理模式与生态治理实践还存在着大量无法解决的突出矛盾，如马丁·耶内克所分析的那

样：“很多环境难题如城市扩张、土壤侵蚀、生物多样性流失……似乎并不存在可以市场化的技术

性手段……我们必须同时考虑从渐进的技术革新转向激进的技术革新，并承认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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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艰巨性”①。从 以 上 “深 绿”阵 营 所 提 出 的 “回 归 荒 野”到 “浅 绿”阵 营 提 出 的 “生 态 现 代 化”
“绿色国家”“环境公民权”，都是在含蓄地赞许着西方资本的 “正义”，并没有站在 “人民的正义”
一边提出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治理模式。因此，笔者认为，人类生态文明的价值旨归是找寻出

一条从生产方式入手的生态治理之路，也就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 “生产性正义”之路，也只

有 “生产性正义”之路，才能真正实现环境恶物与环境善物的合理分配，让所有人 （不分民族、种

姓、肤色等）都能够得到应有的承认和获得合理的资源分配，最终实现生态文明的价值旨归———环

境正义。从目前 “生产性正义”的发展形势看，人 类还没有找到理论上 “无懈可击的”和 实 践 上

“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社会变革方式，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生产性正义”之路为以 “自然”为

中介的人与人关系打开了第二扇门，门内的世界将不存在生产方式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真正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四、余　论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让人类重新回到了 “生态问题”的大讨论中，在这样一场生态浩劫中，一

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不顾及本国人民的疫情防控，极力把疫情爆发的源头指向

中国，企图以此掩盖资本为追逐 “利润”而过早恢复生产的事实。这实际上验证了马克思所揭示的

资本环境不正义的事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

和健康、压 低 工 人 的 生 产 条 件 本 身，看 作 不 变 资 本 使 用 上 的 节 约，从 而 看 作 提 高 利 润 率 的 手

段”［１９］（Ｐ４５４）。相比一些疫情严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的疫情防控在事实上是得了高分的，这

一方面有赖于我国是举全国之力战胜疫情；另一方面更是有赖于我国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环境

正义，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所有工作的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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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艳杰，等：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之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