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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一 些
“

另类
”

观念使人们步入 误 区
: 把人 类看成是 自然界的被动适应物

,

把节

约视为克制需求
,

把植树造林的作用拔高到不适 当的位置
,

把
“
三 同时

”

理 解为全民皆兵搞污染治

理
,

把对资源的破坏等同于彻底毁灭和荡然无存
,

把保护风景名胜当作发展地方旅游经济
。

这些看

似有理 实则有害的观念正在误导人们
,

应予剖析澄 清
。

【关键词】 生态环境保护
; 存在

; 观念误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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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

生态环境保护事业

进一步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

环保观念深人人心
,

环保

意识牢固确立
,

环保知识高度普及
。

但部分公民甚至

包括一些地方官员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出现了过

去不曾有过的偏差
,

从只追求 以 G D P为主的经济增

长
,

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

其间的若干
“

灰色
”

观念
,

看似有理
,

具有相当程度的
“

大众认同感
” ,

在理论上

误解 中央的意图
,

在实践中误导工作方向
,

极具危害
J

性
,

需予澄清
。

把资源的稀缺性绝对化
,

把代际矛盾静态化
。

可

持续发展
,

首先要满足当代人的合理需求
,

因为我们

都只能生活在既定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中
,

没有

当代人的合理充分发展
,

就没有后代人良好的发展

基础
。

节约就是不浪费
,

节约并不是不消费
。

我们人

类智慧一定会发现发明更多更好的资源
,

决不能浪

费资源
,

掠夺开采
,

断子孙路
,

但对人类的特有的主

观能动性应充满信心
。

3 恢复生态平衡
,

就是精耕细作植树造林

1 人类生存的最佳环境
,

就是返扑归真 自然

生态

把绿色当作 目标来追求
,

把人类视作 自然界的

被动适应物
,

在 自然面前无能为力
。

这种环境至上

论
,

忽视人对 自然的适应
、

互动
、

利用和改造的必要

性和可能性
。

劳动创造了人类
,

人类智慧的产生和发

展就是在与自然交换中实现的
,

这是一个互动的过

程
,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

应该包含适度改造 自然
,

增强 自然生态的免疫能 力
。

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绿

色 ? 是因为曾经过度破坏了生态环境
,

但无论如何
,

这不是人类在 自然生态面前止步不前的理由
,

不同

阶段的人类智慧需要与之相适应的 自然环境
,

同时

也会为 自身向更高阶段发展
,

保护和创造环境
。

2 实现可持续发展
,

就是克制当代人的需求

把多姿多彩的自然界简单化为森林的原始化
。

据资料报道
,

世界上现存的三个最大的
“

原始热带雨

林
”

—
亚马逊森林

、

刚果森林
、

印度马来西亚森林
,

均有过大范围的人类居住
、

清除以及耕作
,

甚至有铁

器作坊
、

砍伐木材进行制炭和熔炼的痕迹
,

随之而来

的是种族的灭绝
,

这种史前干扰
,

紧随其后就是森林

的重建
。

说明这些热带生态系统并不像经常描述的

那么脆弱
,

实际上很有弹性
。

给子足够的时间
,

即使

森林消失的速率和范围非常大
,

也能 自然恢复
。

由于

科学技术的限制
,

我们对环境的 自净能力和环境的

本底值研究得还不够深透
。

事实上种树不当会导致

沙漠化
,

森林本身也需要吸收土壤中的水分
,

人工植

树造林还往往造成树种单一
,

抗病虫害能力差
,

很难

营造出生物多样性的 自然环境
,

有专家指出
,

因地制

宜
,

在空间上合理配置
、

集约化和粗放化经营
,

并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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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空气
、

土壤
、

水源与森林之间的比例
,

才是恢复生

态平衡的正确选择
。

4 治理污染的唯一方式
,

就是企业大包大揽

社会全民皆兵

不仅对人类历史长河 中专业化分工进行逆动
,

而且为专业环保部门工作不力制造了借 口
。

我们一

定要吸取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和
“

末端治理
”

的教

训
,

但不能一提从
“

源头
”

治理污染和
“

三同时
” ,

就要

求生产企业和全社会成员都必须精通环保工作
。

企

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是理性的
,

要其承担保护环境的

功能
,

监督成本太高
,

如果不是会给环境造成不可逆

的毁灭
,

还不如集中处理
,

即使要求企业安装防治污

染的设施
,

也应 由政府出资
,

环保部门长期不间断监

督
。

治理污染与可持续发展一样
,

要在全球化和世界

层面上进行
,

才有意义
,

那种
“

群众运动
”

式的治污行

动
,

永远杜绝不了偷排
、

漏排污染物现象
,

而且缺乏

责任主体
。

知关系
,

人类要研究大 自然
,

揭示大自然奥秘
,

由此

产生 自然科学 ;最高层次是审美关系
,

人类在认知
、

改造大 自然的过程中发现了美
,

并知道按美的规律

力
、

事
,

而天地间的大美就是 自然
,

就是人的心灵与大

自然的契合
。

有鉴于此
,

那些在名胜风景区修建高级

宾馆
,

尽管也采取了许多环保措施
,

但已经破坏 了自

然界的曲线美和空间美
,

这是对大自然
“

最高层次
”

的破坏
。

6 保护名胜资源的目的
,

就是发展地方旅游

业

5 对大自然的破坏
,

就是环境污染资源丧失

人与自然的关系
,

可以区分为三大层次
: 最浅层

次是功利关系
,

人类通过利用大 自然改造大 自然来

获取生活资料
,

如热源
、

食物
、

矿藏等 ;第二层次是认

把风景资源与旅游资源混为一团
,

使发展与保

护难 以协调
。

一般有三个层次的风景名胜资源价值

观 :
表层次的是利用风景名胜资源开展旅游

,

直接取

得经济效益 ; 中层次的是通过对风景名胜资源的开

发
,

使之成为本地区对外交流的窗口 ; 深层次的是保

护和合理开发风景名胜资源
,

使之为全人类文明进

步服务
。

搞旅游是 比较容易出效益的
,

但作为专业主

管部门
,

却不能不从全国甚至全球的高度来考虑问

题
,

这种有意义的制衡关系
,

是难以在短时间内通过

普及环保知识建立起来的
。

通过上述分析
,

我们可以看出一些似是而非
、

模

糊不清的观念
,

对我们的环境保护有害无利
,

澄清这

些观念
,

必将提升可持续发展的层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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