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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经济与生态消费

尹世杰

一、生态消费是人们最基本、最重要的消费

众所周知, 空气、水及生态环境, 是人们最基本、最重要的

消费资料, 生态消费是人们最基本、最重要的消费。我一直认

为,“人们的消费需要, 不仅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 还

应包括生态需要在内”,“生态需要对人的生存和发展, 对满足

人的消费需要, 具有极端重要性”①。人是社会的主体, 不仅要处

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还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才能经常受到自然界的赐与, 避免受到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

应该说, 生态需要, 不仅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生存需要, 也是很

重要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优美的生态环境, 不仅使人享受

大自然的丰厚赐予, 能开拓人的胸怀, 陶冶人的情操, 而且能启

迪人的思维, 发展人的智力、体力, 大大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和

全面发展。

工业社会, 实质上是高熵社会。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

会的来临》一书中早就指出:“清洁的空气和水已越来越成为稀

缺的物品。”在工业社会, 人们采取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

方式, 环境遭受严重污染, 生态平衡遭受严重破坏。正如几年前

《中国环境报》发表的一首小诗中所描述的:“烟囱擎天而立, 大

树倒地而泣, 高楼冲天而起, 绿地凄然而逝。刀斧的痕迹日深一

日, 地球的表面斑驳陆离。”由于环境污染严重, 人们的身心健

康受到严重威胁, 甚至夺去一些人的生命。半个多世纪以来出

现很多的“事件”, 已引起全世界很多人的注意, 也说明生态消

费的极端重要了。

这就说明, 人类的头等大事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促进生态平衡。生态消费得到较好的满足, 正反映了人与自然

的协调发展, 反映了人的本质要求,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反映

“人的复归”, 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和自然之

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②恩格斯也早就提出: 我们

要“学会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

致”, 反对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

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③。过去, 在经济学研究中, 不谈生

态问题, 不研究人的生态消费, 很多人认为这是自然科学的问

题。实际上, 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物, 而且要研究人, 应该研究人

的生存和发展, 应该研究人的消费需要、特别是生态需要, 应该

研究如何利用生态规律, 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 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促进社会文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知识经济为生态消费创造良好的条件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 经济要素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知识、智

力资源、无形资产成为最重要的资本和首要的财富。目前, 美国

许多高新技术企业的无形资产已超过总资产的 60%。1996 年 7

月美国国家技术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中指出:“技术和知识的增

加占生产率增长总要素 80% 左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 ECD )成员国中, 知识、技术所创造的价值已占其国内生产总

值 (GD P) 50% 以上。这样, 就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在工业经济时代, 经济的增长, 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的投入,

消费大量的资源、能源, 结果不仅污染了环境, 也浪费了大量的

资源、能源, 出现了“三高”: 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知识经济

大大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一方面, 主要依靠知识的投入,

依靠无形资产的投入, 很少投入甚至不投入物质资源, 就可增

加大量财富, 完全不影响生态环境。这就出现了“三低”: 物质资

源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另一方面, 依靠高科技的作用, 如采

用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 合理、高

效利用现有资源, 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技术无情掠夺自然资源

和大量消耗能源的状况。有人估计, 到 2030 年太阳能利用将达

世界能源总量的 20% , 核电将达 35%。还可利用生物的新技

术, 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微生物工程等, 使人类用

人工来创造新的生物或新的功能。这样就会大大改变工业经济

时代大量消耗物质资源和能源的状况。此外, 还可大力开发有

益于环境的高新技术, 并使之产业化, 形成巨大的环保产业 (生

态产业)。目前世界环保市场总额已达 2 500 亿美元,“经合组

织”国家占市场总额的 80%。早在 1992 年, 美国为 850 亿美元,

日本为 300 亿美元, 法国为 100 亿美元, 英国为 80 亿美元, 而

且均以 5%～ 10% 的年率增长④。这样使人类能充分利用知识,

使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可以说, 物质资源是有限的, 知识

资源是无限的; 物质资源的使用, 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知识资源

的使用, 不会造成环境污染。这就大大有利于促进生态平衡。

高科技的发展, 使产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 由劳动密集

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智力密集型产业转变。信息化、智能化、

生物化等种种新兴产业蜂涌而起。近年来, 一些发达国家、特别

是美国, 加速发展智力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 特别是信息产业。

1997 年全世界信息产业总投资 6 100 亿美元, 美国就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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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5%。美国信息产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 10% 以上, 成为头号

产业。预计 2007 年将达 20% 以上。1990 年到 1996 年, 美国信

息产业的销售额增长了 57% , 达到 8 600 亿美元。据有人估计:

20 世纪末美国信息高速公路大约有 4 000 亿美元的市场。信息

高速公路的建成, 将使产业结构大为改观, 不断优化。很多高科

技产业发展很快, 特别是知识产业 (有人称为“智业”) 不断发

展。就以服务业来说, 知识经济越发展, 服务业就增长越快。美

国近年来, 服务业产值占 GD P 中的比重已达 53%。美国从第二

次大战以来, 私营机构增加了 6000 万个就业机会, 其中的 90%

来自服务业。欧盟统计局 199816122 公布的报告中指出: 在创

造财富与就业上, 服务业如今已成为支配欧盟经济的主要行

业。据该局统计, 欧盟服务业创造的产值已占其 GD P 的 64% ,

就业人数达 66% ⑤。

上面这些都说明了: 知识经济的发展, 高科技的大量应用,

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 产业结构的变化, 都大大有利于保持生

态平衡, 满足人们的生态消费。有人说, 知识经济是“绿色革

命”, 通过高科技的作用, 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好梦成真。

三、如何建立、完善生态消费体系

要满足生态消费需要, 发展生态消费, 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要利用高科技, 发展生态产业, 建立完整的生态消费体系。

前不久, 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发展生态消费, 开拓生态消费

品。这就要发展生态产业, 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其他生态

产业, 形成生态化产业体系”,“建立全国性的绿色产品开发体

系和销售网络, 发展绿色市场, 更好地满足生态需要。”⑥现在,

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开拓生态产业, 发展生态产品。从食品、服

装、用品、住宅以及汽车等, 无一不有。美国现在市场上的绿色

产品已占 10% 左右, 德国已有绿色食品 800 多种, 有统一的“绿

色标志”。有些国家, 以天然植物材料采取无污染方法进行加

工, 生产生态服装; 有的国家以天然材料构筑生态住宅。 1997

年, 我国已有绿色食品企业 550 个, 开发出 890 个绿色食品产

品, 食物总量 400 多万吨。据有关部门规划: 到本世纪末, 全国

将生产及改装液化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汽车 50 000 辆。根据

1996 年 5 月发布的全国环保产业 (生态产业) 基本情况的调查

材料: 我国共有从事环保产业 (生态产业) 的单位 8651 家, 其中

从业人员 188120 万人, 固定资产 450111 亿元, 年生产总值

311143 亿元, 创利润 40191 亿元。⑦

建立生态化产业体系, 首先必须选准产业。要考虑该产业

的资源、能源, 如何进行清洁生产, 减少废弃物; 要考虑废物的

处理与循环利用, 建立良性循环体系; 要开发无废、少废、节能、

节水的新技术, 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 开展核能、太阳能、地热

能、海洋能的开发利用。这就要发展高科技, 用高科技培育生态

产业, 建立“清洁生产”的完整体系, 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例

如, 开发绿色食品 (生态食品) , 不仅在农作物种植、饲养及食品

加工全过程, 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的生产操作规程, 而且产品的

主要原料产地, 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的生态环境标准, 没有工业

的直接污染和污染源, 符合绿色食品的大气标准、土壤标准、水

质标准。其次, 要开展基地建设, 培育主导产品, 并促进产品的

系列化。有些生态产品如食品, 就要从初级产品向深加工方向

发展, 既能增加产品的花色, 又能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提高经济

效益。我国现在已有生态农业试点村和农场 1 000 多个, 试点

乡 300 多个, 试点县 100 多个, 还需要继续提高生态科技水平,

提高基地的专业化水平。第三, 要向专业化、集团化方向发展。

我国现在虽有“环保企业”(生态企业) 4 000 余家, 但大多是中

小型企业和乡镇企业, 技术素质不高, 产品结构不合理, 质量也

不高。因此, 必须向专业化、集团化方向发展, 有些中、小企业,

要采取联合、兼并等方式, 提高企业整体素质。也只有形成规模

经济, 才能更好地利用高科技, 取得规模效益。

还要发展“绿色市场”。发展生态产业, 不止于发展生产企

业, 而应该包括营销企业在内。当代生态产业越来越发展, 市场

规模越来越大。早在 1994 年, 世界生态产业市场规模已达

4 080 亿美元, 1995 年达 5 000 亿美元, 预计本世纪末可达

6 000 亿美元。在德国, 绿色产品占商品的 30% , 新加坡贴上绿

色标签的食品达 540 多种, 日本已评的绿色产品已达 2 600 种。

要开拓市场, 除了建立全国性的“绿色产品”开发体系外, 还要

建立营销网络, 使“绿色市场”不断扩大并使之规模化、法制化。

我们有 些生态产品发展了, 但市场没有扩大, 在消费者中还没

有形成消费群体。不少企业, 生产不少“绿色食品”, 但在食品商

店中很少看到, 没有“绿色食品”销售网点。很多消费者还不知

什么是“绿色食品”, 不知道“绿色食品”是否真正可靠, 对身体

是否真有好处? 很多人不愿买。因此, 除了加强生态知识宣传、

降低“绿色食品”的价格外, 还必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打破地

区封锁和部门分割, 建立生态产品的开发体系和营销网络, 疏

通流通渠道, 包括开拓国际市场。

要满足生态消费, 必须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很多国家, 花很

大的力气培育绿色环境。如新加坡从 1967 年开始从各方面培

育绿色环境, 实施花园城市计划, 现在新加坡已成为一座处处

绿意盎然的世界著名的花园城市。培育良好的生态环境, 不仅

要治理已污染的环境, 而且要从源头上培育良好的生态环境。

比如, 当代水污染很严重, 我国也把防治水污染作为全国性重

点任务。当务之急是要解决水源污染问题。大气污染、固体废弃

物污染、水污染, 都要从源头加以治理。这除了依靠科技进步,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节约资源与能源, 减少废物排放外, 还必须

有采取有效措施培育生态化的农村环境和城市环境。要提高森

林覆盖率, 从源头上保持良好的空气、水、土。我国已制定了《中

国跨世纪绿色工程规划》, 问题是如何具体落实, 使规划成为千

百万人民的具体行动。

四、提高对生态消费的认识, 树立生态环境观念

江泽民同志在第四次全国环保会议的讲话中指出, 环境意

识和环境质量如何, 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一个重

要标志。因此, 要把生态消费提到文明、提到生态文化、生态文

明的高度来认识。保护、培育生态环境, 实现生态消费, 实现人

与自然的共同繁荣, 反映了高层次的生态文化, 反映了新的生

态文明。有人说:“环境污染是文化上的熵污染, 生态危机是文

化上的熵危机。”破坏生态平衡, 破坏生态消费, 不仅是“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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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 也是“反文化”、“反文明”的。我们讲发展, 不能只讲经济

的发展, 还必须讲社会文化、社会文明的发展。发展经济学家 E

·佩鲁指出:“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

最终会以失败告终”,“如果脱离了它的文化基础, 任何一种经

济概念都不可能得到彻底深入思考”⑧。罗马大学教授 E·玛西

妮进一步认为, 以前的发展理论首先考虑的是经济, 却忽视了

人类生活的最终层面即文化层面⋯⋯文化层面包含了人们最

坚定不移的一部分信息, 由于它们的价值观念赖以形成的基

础, 因而它成为认识发展问题及主要方面的基点。要从文明的

高度、从文化的高度、从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高度来对待

生态环境和生态消费。

到目前为止, 我们很多人的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还是很薄

弱的。特别是农村, 还有很多人不知环保是怎么回事。据有人调

查: 我国城乡居民有 6716% 的人根本不知道“世界环境日”这回

事, 有 5214% 的人没听说过“酸雨”这个名词⑨。因此, 需要大力

宣传生态环境知识, 需要更新观念, 提高全民环境意识、生态意

识。近年来, 我国已有一些学者提出:“要改变观念, 首先要树立

人与自然必须持续协调发展的意识”, 需要“全面的思想革命和

观念更新”。βκ

要提高全民环境意识、生态意识, 除了加强价值观的教育

外, 还需要加强环保教育和生态文明教育。1992 年 6 月联合国

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21 世纪议程》中有一章专讲环境教

育问题, 提出:“从小学学龄到成年都接受环境与发展的教育”,

“鼓励大学设立对环境有影响的跨学科课程”。我们应该把生态

环境教育内容逐步落实到教育体系和教育计划之中, 落实到地

区的社会发展计划之中。最近, 我国不少省市已开始认识提高

全民环境意识、生态意识的重要性, 并采取具体措施。如最近上

海提出, 在 2010 年以前“基本形成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社

会发展体系和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协调统一, 实现精

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高度统一。”

还有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人的生态需要既然是最基本、最

重要的消费需要, 那就应该把它作为消费者的一项基本权利,

加以保护。十多年前, 我曾经提出: 消费者还应该有“保障有益

于健康的环境的权利”βλ。把“保障人的生态需要”作为消费者应

享的权利, 不仅有利于加强消费教育, 把环境教育、生态教育纳

入消费教育之中, 充实消费教育内容, 而且有利于树立全民的

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树立文明消费和生态文明的观念。因此, 我

们的消费教育的内容, 除了消费观念、商品知识、消费知识以及

消费法规等方面的知识外, 还应该包括生态环境和生态消费知

识。

这里还要强调的是: 落实生态环境的战略目标, 必须强调

法制化, 严格执行有关法规。中国古代对保护环境, 历来是竣法

严刑。西周颁发了《伐祟令》。规定“毋坏屋, 毋填井, 毋伐树木,

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 死, 无赦”。可见要求很严格。我国这几

年, 已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 还提出了《跨世纪绿

色工程规划》。我们要像中国古代那样, 严厉执法, 真正做到有

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在落实生态法规的基础上, 建立

生态经济新秩序, 形成生态文明的社会规范。

人是社会的主体, 是经济文化的主体。社会发展应该充分

体现主体的能力, 一切经济、文化活动应该以人为中心。1994 年

9 月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的世界人口与发展首脑会议上, 通过

了《宣言》和《行动纲领》, 提出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社会发

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人民是可

持续发展的中心课题”(见《行动纲领》第 8 条、《宣言》第 8 条)。

我在前几年也提出:“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 使一切经济活动

的目的为了人, 落脚点在于人, 这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

的”,“经济学的研究, 决不是只局限于经济增长⋯⋯必着重研

究人, 研究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的全面进步, 这才是当代经济学

的发展方向”βµ。这些都说明, 社会、经济的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

人的发展, 在于满足人的需要, 包括生态需要在内。知识经济正

是人的作用得到空前发挥的时代。随着人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生

态需要不断得到满足, 消费质量不断提高, 人的素质不断提高,

正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

给人自己”βν。知识化、生态化紧密结合的知识经济, 正适应人类

满足生态消费的要求。我们要发展生态产业, 促进生态平衡, 发

展生态消费, 满足人们的生态需要, 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获得人

的“解放”, 实现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实现由必然王

国向自然王国的飞跃, 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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