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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集是日本东京海上日动保险株式会社资助的，是北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共同在北京大学举办
的公开课——“可持续发展的新进展”第三年课件的集结。
第三年的课程内容主要是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高度对社会发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重要问题及其解决途
径的理性思考。
这些思考都是专家们多年研究心得的积淀与升华，相信会给读者提供启发。
　　本文集的内容包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三农”问题、城市化与城乡统筹问题、企业社
会责任与环境经营问题、经济学批判与创新问题、金融问题、环境NGO与公众参与问题、国际合作问
题等。
　　可持续发展的新进展涵盖两个方面：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
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
　　由于可持续发展在本质上是人类关于社会发展走向、途径、模式的新探索和创建，包括新的理念
、新的理论体系、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秩序以及新的技术。
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新进展将不断体现在人类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几乎无所不包。
　　用历史的眼光看，人类社会运行的方式和秩序，已经经历过若干次重大的转折，相关的理论体系
也发生过若干次重大的转变。
在这个意义上，可持续发展一词的出现标志着又一次转折和转变的开始。
如果我们把人类文明理解为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和秩序的话，这就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若干
种文明，也出现过多次的文明转折。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工业文明时代，那么可持续发展一词的出现，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已进入一
个由工业文明时代向新的文明时代转折的历史时期。
这个新的文明时代可称为环境文明时代，也可称为生态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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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工业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
与此同时，世界又面临着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等一系列新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被提出，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的认同。
它既是一种思想、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战略，其实施取决于人类社会的价值观、财富观、发展观乃至
科学观的转变，意味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的深刻转变，意味着人类文明阶段的
转折与跨越。
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绝不是工业文明的延续，而是建立在“和谐”与“公正”的基础上的人类全新的生
存方式，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和与时俱进的。
　　为此，多年从事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与实践的中外专家、学者就“可持续发展的新进展”展开
了一系列的演讲与讨论，力图使可持续发展思想不断地被深化和丰富。
结集出版则是力图引起更多的人在理念、方向和行为上对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和如何转向可持续发展的
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可持续发展的新进展（第3卷 ）》是2007年9～12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进展”公开
课第三期的精彩记录，以供广大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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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基于两种对自然完全不同的观点，在对自然的运用和价值判断上就出现了冲突。
保护区要保护鱼类、鸟类和自然资源；农民要打鸟、捕鱼、排水，生存下去，所以在草海保护区的自
然保护进程中突现出了生存与保护的矛盾。
保护区域中土地权属是老百姓的承包农地，法律规定30年不变；但1982～1985年才3年国家因为自然保
护的需求就蓄水恢复湿地，把老百姓的承包土地大量淹没，因此保护区建立的第一天就注定要发生冲
突。
当时的我是一个极端环保主义者，很勇敢！
所有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我都要制止，制止的方式最初是讲法律法规，说不清楚的时候大家就大打出
手。
开始的时候还可以，老百姓没有团结起来，抓住一个制裁一个。
但毛主席有一句话说得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慢慢的人们懂得了“聚群反抗”，成百上千
的农民把我们一个一个“送进”医院。
当时在这种打打闹闹过程中，我们用血来保护自然，而另一边农民则同样也是用血来捍卫他们最基本
的生存需求。
　　对于像我们这样接受多年传统教育的人来讲，作为国家资源的保护者，我们只管保护，老百姓吃
不吃得上饭不是我们的事，我们接受的是“怎么堵住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怎么疏导他”的教育。
直到有一天，一个基金会来了，不但带了钱给老百姓，还带了钱给保护区，于是我们决定试一试！
保护区与老百姓合作的契机就从这儿开始。
　　首先我们问老百姓：“你为什么要打鸟呢？
”老百姓说：“我没饭吃没办法。
”其实草海人民祖祖辈辈的传统里面是不打鹤的，因为打一只鹤会遭到报应。
当地文化中有一句话叫“人孤孤一时，雁孤孤一世”。
你打死了鹤一只配偶的话，它就终生再也没有配偶，而且孤雁特别可怜。
老百姓从传统文化里面觉得打死一只鹤是很大的罪过，下一辈子要“下油锅”的，所以新中国成立前
当地人是不打鹤的。
后来打是因为“活不下去”。
我曾经跟一个农民谈，“你不把环境保护好，未来你的子孙后代怎么办？
”那农民很坦诚的告诉我说：“邓老师，我连我这一世都没有了，哪还有下世？
我自己都活不下去了，我哪能有子孙后代？
”这时候你发现，当你试着从老百姓的角度去看问题时，你会重新去审视自然资源和每个人之间的关
系。
　　那么，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保护是建立在老百姓贫困基础上的保护，我们开始关注老百姓的发展
，去解决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问题。
于是我们把一些国际的扶贫贷款，即所谓的“小额扶贫款”送给一户一户。
让他们在这个基础去做些小生意，当他们能够活下来了，双方再谈环境保护和他们的关系就有了一定
的基础。
　　草海项目我做了9年，9年以后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第一，从以前的对立关系发展到了平等的伙伴关系。
到2000年，人与自然基本达到和谐相处，人和黑颈鹤可以近距离相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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