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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形成“五位一体”的新格

局。在研究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除了要直面当前严峻的环境问题，还应看到国家在继续推动工业化、现代化的

进程中，发展经济的必要性。自生态现代化理论引入中国以来，生态现代化道路该如何走，怎样通过对其进行本

土化的吸收与建构，进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平衡，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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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在上个世纪 80年代，由

德国学者胡伯（Huber）[1]提出的，是对西方在现代

化进程中产生的严重的环境问题所做出的一种理

论回应，强调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求一

种平衡。耶内克（Jauinicke）、西蒙斯（Simmons）、科
恩（Cohen）等学者在胡伯思想的基础上，将生态现

代化理论进行了扩展性研究，认为生态现代化是

西方工业国家实现转型的必由之路。索南菲尔德

（Sonnenfeld）等学者也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应用并发挥技术条件在改变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

过程中的作用，政府应当如何在生态现代化过程

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2]等。

生态现代化理论以其理论性及实践性在欧洲

和北美得以迅速传播，如以德国、荷兰为代表，在

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时，对于生态现代化理

论的推崇和实践，使该理论由理论层面转向了实

践层面。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在对生态现

代化理论的运用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如何对其进

行本土化建设的问题。

一、何以要研究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本土化问题

首先，在思考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本土化建设

时，应明确生态现代化的概念。胡伯将其定义为：

以发挥生态优势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

取经济的发展。[3]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生态现

代化理论也在不断地国际化与全球化，其研究核

心也随之而发生变化。如耶内克认为，生态现代

化的核心是四大要素：技术革新、市场机制、环境

政策与预防理念[4]；也有学者认为，生态现代化在

传统视角下研究核心应为：社会实践、体制规划、

社会政策与政策话语[5]等。

至今，学界对于生态现代化的概念还没有形

成一个明确的范畴，如果按照胡伯（2008）提出的

狭义与广义的现代化概念来看，狭义的生态现代

化只是关注技术过程，以及对技术过程的规制和

经济控制等；而广义的生态现代化还应包括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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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政治和文化层面，甚至可以归为更为广阔

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围[6]。

摩尔（Mol）从三个方面对生态现代化的理论

内涵加以阐释，进一步明晰和解释了生态现代化

理论。第一，生态现代化的概念应当运用于社会

理论的探讨中，其范围从环境社会学到关于现代

性和后现代性等更宽泛的理论。第二，通过社会

科学家的分析，20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的环境治

理及治理的变化特点，生态现代化是作为一个新

的政策范例展现出来。第三，20世纪末期，工业化

国家为了解决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将生态现代化

作为环境和经济政策设计的理论依据。[7]因此说，

生态现代化理论既可以理解为一种规划策略，也

可以看作为一种社会理论[8]。

总体来看，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生态

现代化理论倡导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按照哈耶

尔（Hajer）等人的观点，尽管生态现代化理论存在

着几种思想流派，但其主要的理论观点还是倾向

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积极作用，强调利用技术的

进步性、潜在性和可替代性，来解决工业化和现代

化过程中所引发的环境问题。如在“社会—经济”

背景和条件下，技术对一些环保材料的创新与应

用，减少了原有环境有害物质的排放和流动。

其次，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提出，符合当下经济

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协同共进的要求。该理

论提出之初，其着眼点在于：科学与技术在环境保

护方面发挥的是一种变革或改革的作用；市场经

济和经济主体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民族国家发

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性；社会运动的地位、作用和意

识形态的转变；话语实践的改变和新意识形态的

出现[9]。此后，对科学和技术在环境变革方面的注

意力开始减弱，在转型期条件下，注重政府和市场

之间的作用和关系 [10]；形成相关的政策和理论学

说，解释和融合生态现代理论[11]；从不同方面阐述

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引起的社会变迁[12]；

结合经验研究来探求生态现代化的多样性[13]；生态

现代化理论在行业背景下引导国家行业的发展[14]，

对欧洲联盟的发展研究[15]等。

这一时期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欧洲大陆，比如德国、荷兰、挪威等国家，这些国家

的社会科学学者将生态现代化理论不断扩展和完

善，并从多个视角进行理论探讨，同时也结合经验

研究不断推动生态现代化的实践进程。

目前来看，生态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框

架，已进入一种具体化、行业化的过程。进入21世
纪以来，依靠自身的实践性和特有的适应性，该理

论被全球许多国家应用于实践过程。如美国、日

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各个国家对此也确立了不同

的研究主体，且开始具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深入研

究。比如科恩（Cohen）对美国环境运动的研究[16]；

马丁·勒尼汉（Martin H.Lenihan）、凯瑟琳（Kathryn）
对美国农场法案的研究 [17]；索南菲尔德（Sonnen⁃
feld）对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的纸浆和造纸

工业的研究 [18]；埃格伯特·哈德曼（Egbert Harde⁃
man）、亨克·乔切姆森（Henk Jochemsen）对欧洲农

业生态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研究[19]等。而且，发展中

国家在实现其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寻求经济发展

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点方面，对生态现代化理

论给予了较高的期望，这也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

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现实基础。

二、生态现代化理论在中国实践中所遇到的

困境

在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的背景

下，生态现代化理论如何能够对中国环境保护问

题做出有效的回应，发挥指导和示范效应，这值得

我们进一步思考。由于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方国

家，我们对生态现代化理论这个“舶来品”的吸收

与应用，要适合中国当下的国情需要。在国家推

动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道路上，尤其是在政府职能

转变、市场经济体制趋于完善，产业结构调整、能

源结构不断优化以及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与积极

表达自己的话语权等方面，都可以看到生态现代

化理论的身影。因此，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本土化，

既是对这一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应用的一种应

对，也是对中国在应用生态现代化理论时对该理

论做出的有效建构和话语的解释。

党的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战

略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对生态现代化理论提

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如何在生态文明建设的

要求和格局下来推动生态现代化的建设。另一方

面，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格局的确立也为生态现代

化理论的本土化提供了一个制度契机。在生态文

明建设格局的要求下，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本土化

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实践操作有许多相似之

处，这也间接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本土化减缓了

理论压力。同时，生态文明建设对于经济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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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平衡关系的解读与要求，对生态现代化理

论也有很多指导意义。

中国在推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强调经济发

展与环境保护的宏观层面上，会不可避免地打上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烙印。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过

程中，环境恶化的趋势仍旧没有明显的减弱，反而

出现一种“总体恶化、局部好转”的怪诞现象，这与

生态现代化理论并不完全协调。究其原因，生态

现代化理论在中国当前的发展实践中遭遇到哪些

困境？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看法，如生态现代化

的五大困境：技术条件不足、经济发展不充分、经

济地区发展不平衡、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问题、

政府主导模式下的发展[20]；中国环境污染问题以及

潜在的环境污染问题压力的不断加大，对生态现

代化的影响[21]；科技的异化也会引发环境问题[22]；

政府环保部门在执行环境政策所遇到的尴尬地位[23]

等，这对于我们研究生态现代化理论当前的困境

有所启发，我们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释中国生

态现代化道路所处的困境。

首先，环保资金投入力度不足，环保产业有待升

级和转型。回顾欧美国家的生态现代化道路的历程，

尤其在环境污染问题出现之后，政府对于环境污染问

题的治理方面，其在资金的支持上力度较大。

与国外环保资金的投入力度比较而言，欧洲

国家在环保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德国、

瑞典等国的环保产业已非常成熟。目前，欧盟 27
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超过800亿欧元，占GDP
的比例已超过 2.25%。 [24]而中国的环保投资占国

家GDP的比重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根据国家统

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2013年，中国的环保投资

占GDP的比重为 1.36%，相对以往比例有所下降。

尽管从 2000-2015年环保治理投入资金数额的总

体趋势呈不断上升态势，但是环保治理投入所占

GDP比重也仅在2010年达最大值，即：1.66%，远落

后于发达国家2%的水平。①在这种所占GDP比重

水平的情况下，面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

的环境污染问题，由于治理资金支持力度不够，环

境污染问题即使有所缓解，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资金链的断裂等因素，致使原有的环境问题仍旧

会复发。

关于环保产业的发展，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上确立的“十三五规划”中，成为新增的重要内

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在《关于加快发展节

能环保产业的意见》（2013）中，要求在 2015年，节

能环保产业的总产值也将达到 4.5万亿美元。同

时，“十三五”期间环保产业的产值也将会实现产

业年产值增速超过15%②。尽管如此，国内相关环

保产业的发展转型仍旧很慢，跟不上社会发展的

要求和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国内环保企业在

总体上仍旧呈现出规模小、分布范围较散、竞争力

弱等特征，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为落后。而且，在环

保产业的领域内，也存在着监管不力、企业责任缺

失，以及体制、机制和科技创新力度不足等问题。

无疑，环保产业的发展与转型对于中国实现生态

现代化有着重要的作用，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实现环保产业的转型与快速升级是当务之急。

其次，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缓慢，环境污染治

理问题仍然举步维艰。产业结构作为决定经济系

统是如何利用资源和废物排放的核心因素，对于

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决定着

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方式，而且还决定着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在实现工业化、

现代化的过程中，第二产业占据主导方式，原有的

“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与现代化一

直相伴而生，直接或者间接地造成了严重的环境

污染。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在 2000-2012年间，在

产业构成中，第二产业仍旧占据主导地位。而在

产业对GDP增长的拉动上，第二产业对GDP增长

拉动所占比值最大。③在分行业中，工业增加值构

成仍占据GDP的三分之一以上。④这也说明了在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环境污染治理

投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② 国务院：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2015产值达4.5万亿，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812/c70731-22525761.html.
③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国民经济核算：

三次产业构成、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分行业增加值）

④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国民经济核算：

三次产业构成、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分行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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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方式中，工业仍旧占据经济发展的主导

地位，第二产业虽说在近两年比例有所降低，但

“边生产，边污染”“边治理，边污染”的情形依旧存

在。

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一方面，与长期以来的国

家政策引导的工业化方式有关。据数据显示，进

入 21世纪以来，第二产业所占比例已接近于第三

产业，这也说明第二产业在国家发展计划中仍具

有重要的作用。而且从其对GDP的影响来看，第

二产业对GDP的影响高于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①

另一方面，也与相应的国际大环境有关。从国家

的发展策略来看，以往的发展策略是“投资、出口

两驾马车”，而后开始向“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

车”进行转变。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会引起相关的

产业构成及资源配置的调整。在三大产业的构成

需要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有小幅度变

动。因此说，在产业结构构成上的调整是需要相

应的时间保证的。加之国民消费水平比较弱势，

相关的服务业发展缓慢，这也是影响产业结构调

整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新技术、新能源的发展并没有改变传统

能源消费结构。近些年来，中国在新技术的发展、

新能源的使用上投资较大，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

改变中国传统的能源消费结构。而新技术、新能

源产生的效益呈现出时效长、回归期长的特征，也

使得相关企业在创造效益上出现短期困境。同

时，还受到企业利润率、生产成本的影响，一些企

业也不愿意花费相对较高的成本来使用不太成熟

的新技术。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00-2013年间，

煤炭和石油的消费比例，在能源消费比例中最高

时达 90.8%，最低时是 84.4%，下降了 6.4%。而水

电、核电、风电这些新能源的能源消费比例构成，

最低时是6.4%，最高时是9.8%，仅上升了3.4%。②

从数据可以看出，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能源

消费结构始终是以煤炭和石油消费为主③。但是，

这种能源消费结构产生的环境污染是十分严重

的，加之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缓慢，传统的能源消

费结构仍然会在发展过程中长期居于优势地位。

可见，中国生态现代化道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三、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本土化建构探究

首先，在理论层次上，应当明确生态文明建设

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契合点，以便于理解在生态

文明建设的视角下，如何推动生态现代化理论本

土化建构的可能性。

生态文明建设从总体上看，是一个综合性、发

展性及系统性为一体的发展方式，并非是单一的

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它不仅包

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括人与社会的关系，两者

都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

问题。生态文明建设强调的是和谐发展，即：人与

自然及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生态现代化理论

则是强调通过使用新技术、新能源来解决经济发

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

从理论的视角看，一方面，强调生态文明建设

的价值取向，将生态文明建设中所体现出的人文

因素融入到生态现代化理论中去，而不仅是寓于

对技术因素的单一性解读。这也恰恰弥补了西方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三大局限性，即：价值观念上的

局限、问题解决方案的局限及理论适用性的局

限。[25]另一方面，在完善从生态文明建设中汲取人

文因素进行融合时，要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居于

一种战略性的指导地位。在运用生态现代化理论

的过程中，如在利用技术、机构这些技术力量的同

时，还应对于社会组织、社会力量这些包含着人文

因素的“软性”力量予以重视。

其次，还要加强生态现代化理论本土化建设

的自觉性，着眼于生态现代化未来方向上的发

展。可以说，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中国对自身经济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国民经济核算：

三次产业构成、三次产业的贡献率）

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能源：能源消费

总量：煤炭消费总量/能源消费总量+石油消费总量/能源消费总量，天然气消费总量/能源消费总量，水电、核电、风电消费

总量/能源消费总量）

③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能源：能源消费

总量：煤炭消费总量/能源消费总量+石油消费总量/能源消费总量，天然气消费总量/能源消费总量，水电、核电、风电消费

总量/能源消费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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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所做出的理论和实践的自觉性的反思。

洪大用对此曾有过深入的阐述。[26][27]所谓生态现

代化理论本土化建设中的理论自觉性就是要明

确：对中国生态现代化建设中所出现的问题要有

合理的分析视角。一方面，在研究内容上要从中

国的国情实际出发，如水环境、草原生态、工业污

染及农村环境污染等问题。另一方面，在研究范

式上，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趋向是“环境或者环

保组织范式”的取向；而在中国进行本土化建构

时，应先立足于“政府主导”取向，辅以“环保组织

范式”。

再次，从实践层次来看，以期解决在实践过程

中生态现代化面临的三大困境。第一，面对环保

投入资金不足及环保产业发展相对缓慢的情况，

应当加大对环保资金的投入力度。借鉴发达国家

的标准，将环保投资额度的比例占据GDP的2%以

上，以保证环境污染治理有着坚实的资金支持。

第二，应继续推动环保产业的发展，保证环保产业

的投资力度和发展速度，提高环保产业产值在

GDP中所占的比重，使环保产业能够规模化、健康

化发展，以改善当前环保产业面临的缺陷，凸显环

保产业的作用。与此相对应，要做好环境政策中

三大层次链的研究[28]，拓宽环保产业的融资渠道[29]。

第三，还应调整和优化相应的产业结构，结合市场

经济的需要，协调好三大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关

系，形成最佳的产业结构。结合发达国家的发展

经验，将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接近于“合理值”[30]，

形成经济发展中第三产业居于主导性地位。第

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继续加大对新技术、新

能源的投资力度，保证其科研能力不断加强，尤其

是在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等高新技术环节上。[31]

对于相关的新技术、新能源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应

给予重视和支持，并引导和鼓励其创造应有的产

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最后，从政府层次上来看，生态文明建设强调

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生态现代化

理论在本土化建构过程中，应当与所要建设的“服

务型”政府相适应。作为后发展国家，政府作为资

源的有效支配者和调节者，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进

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生态现代化理论作为一

种分析框架和理论指导原则，还应与政府在发展

经济和环境污染治理、环境保护方面上有着良好

的衔接，使政府在发展经济和实施环境保护上，能

够认同生态现代化的理论价值和治理模式的转

化。[32]生态现代化理论自身的发展，要体现出其作

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注解。在构建“服务型”政

府的前提下，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自身发展也面临

着从理论向实践的深化问题，即：将生态现代化理

论的理念如何操作化的问题，操作为相应的指标

体系，以便对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评价以

及实际应用提供一种思维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本土化

建构过程中，除了强调理论层次、实践层次以及政

府层次，更要注重对技术的应用。毕竟，科学技术

的应用是解决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的最有效的方

法和途径。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于新技术的推崇与

应用，可以说是与生态文明建设有着一致的认同

度。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对于生态现代化的理论

应用，也要注意对技术的过度使用而带来的新的

环境问题。

因此，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下，对于生

态现代化理论的本土化建构，需要从综合性、发展

性的角度来看待。不仅要使其融入人文因素，增

强其“软性”力量，同时，也要更加注重对技术的应

用。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注重对技术的应用必须

要在制度方面给予切实的保障，也就是在环境政

策方面如何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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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ca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LIN Bing，LIU Sh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12，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 new pattern of

“Five-in-one”has been formed，that is，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economic construction，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When we study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we should realize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economy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and modernization besides the current sever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hina，how to carry on it to achieve the bal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a question worthy of in-depth discussion.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loc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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