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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七大报告将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一起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
内容，可见生态文明的重要性。
　　当然，生态文明需要有生态产品，生态产品当然必须生态营销。
　　要营销好生态产品，首先需要在产品开发阶段设计好生态产品，综合考虑与产品相关的生态环境
问题，设计出对环境友好又能满足需求的新产品。
基本理论基础是，产业生态学中的工业代谢理论与生命周期评价。
　　生态产品的推广，期待更深入的营销理论研究与更多可供选择的营销模式。
　　站在生态经济的角度谈市场营销是一个新的创意，或者说是顺应时代要求的一种学术研究，本书
作者的创新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值得推崇。
　　生态营销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市场营销观念的新发展，又是企业应对全球环境恶化日益关切
发展出来的一种营销重点和技术操作，其焦点是如何使市场能更加顾及环境保护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
可持续性。
“生态营销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将企业自身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环境保护利益三者统一起来
，以此为中心，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构思、设计、制造和销售。
生态营销以环境保护为经营指导思想，以生态文化为价值观念，以消费者生态消费为中心和出发点的
营销观念、营销方式和营销策略。
它要求企业在经营中贯彻自身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环境利益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清晰和明确的表
述。
　　生态营销的基本过程应该涵盖生态生产过程、生态流通过程、生态消费过程。
　　生态营销观念也应该涵盖注重生态消费者的调查和引导，注重安全、优质、低能耗、少污染的生
态产品的开发和生产，注重定价中的生态因素、在资源价值观中确立生态营销观念、提高企业家生态
营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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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营销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将企业自身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环境保护利益三者统一起来，以
此为中心，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构思、设计、制造和销售。
生态营销以环境保护为经营指导思想，以生态文化为价值观念，研究以消费者生态消费为中心和出发
点的营销观念、营销方式和营销策略。
它要求企业在经营中贯彻自身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环境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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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学院彭剑锋教授、工商管理学院张立翔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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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生态经济与生态消费　　第一节 生态经济　　所谓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范围
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的办法，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潜力，发
展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建立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从而
形成开发与保护并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举，自然与人类高度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广义上的生态经济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旅游业。
生态经济是一种动态平衡的经济形态，具有时间性（代际平衡）、空间性（区际平衡）和效率性（低
耗高效），是有序持久的经济运行模式。
生态经济的本质，就是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可承受的基础之上，在保证自然再生产的前提下扩
大经济的再生产，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建立经济、社会、自然良性循环的复合
型生态系统。
　　一、生态经济推行的主要理念　　第一，新的系统观。
认为生态经济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
要求人类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能把自身置于这个大系统之外，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
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
要从自然一经济大系统出发，对物质转化的全过程采取战略性、综合性、预防性措施，降低经济活动
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使用及对人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使人类经济社会的循环与自然循环更好地融合起
来，实现区域物质流、能量流、资金流的系统优化配置。
　　第二，新的经济观。
就是用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规律来指导生产活动。
经济活动要在生态可承受范围内进行，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
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循环经济是用先进生产技术、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和共生链接技术以及废旧资源利用技术、“零排放
”技术等支撑的经济，不是传统的低水平物质循环利用方式下的经济。
要求在建立循环经济的支撑技术体系上下工夫。
　　第三，新的价值观。
就是在考虑自然资源时，不仅视为可利用的资源，而且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
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维系和修复能力，使之成
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四，新的生产观。
就是要从循环意义上发展经济，用清洁生产、环保要求从事生产。
它的生产观念是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
利用效率。
并且从生产的源头和全过程充分利用资源，使每个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少投入、少排放、高利，达到废
物最小化、资源化、无害化。
上游企业的废物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料，实现区域或企业群的资源最有效利用。
并且用生态链条把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区与郊区、行业与行业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生
产和消费，逐步建成循环型社会。
　　第五，新的消费观。
提倡生态消费，也就是物质的适度消费、层次消费。
是一种与自然生态相平衡的，节约型的低消耗物质资料、产品、劳务和注重保健、环保的消费模式。
在日常生活中，鼓励多次性、耐用性消费，减少一次性消费。
而且是一种对环境不构成破坏或威胁的持续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
在消费的同时还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
　　二、生态经济问题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技的运用，人类对大自然的干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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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规模日益扩大，加之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局限性，人类的活动引起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
染，人类受到了自然界频繁的报复，世界许多国家都面临着人I21、粮食、能源、资源和环境五大问题
。
这些问题既不是单纯的社会问题，也不是纯粹的自然问题，而是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共同作用的复杂
问题，即生态经济问题。
　　1.生态经济问题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有　　自从人类出现以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一直存在
着，自然界就从“纯自然”变为“社会的自然”。
人作为社会人，一开始就为了生存的需要成群结队地作用于自然界——狩猎捕捞、刀耕火种、开山采
矿、兴修水利。
在人类所及之处，都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
所以，自人类诞生以来，人类就在不同程度、不同水平上调节着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关系，以满足自
身和发展的需要。
　　在远古时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挖穴而居，搂树而栖，茹毛饮血，他们常常困于自然灾
害之中。
这一时期人类对自然的干预是很少的，对自然物的占有只是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根本不能称为破
坏，此时的自然界基本上仍处于“纯自然”状态。
　　随着人类历史的演化，生产力发展迅速，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不断加强，原始生态系统逐渐让位于
半人工生态系统。
然而，由于认识的局限性，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地违反自然规律，人类也因此遭到了自然
的报复。
据《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记载，早在2世纪以前，楼兰就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廓
之国”，有人口14000余，士兵近3000人，可谓是一个泱泱之国。
古楼兰又是古丝绸路上西出阳关的第一站，当年这条交通线上是“使用者相望于道”，交通繁忙，城
市经济繁荣。
奇怪的是，声名赫赫的楼兰王国在繁荣兴旺了五六百年以后，却从4世纪之后，史不记载，传不列名
，突然销声匿迹了。
这里变成了可怕的“死亡之海”。
楼兰古国是由于自然和人为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导致河流改道，被风沙侵袭，埋于大漠中的。
在著名的西亚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由于上游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风沙逼近，使土地
大面积盐渍化，造成了古巴比伦文明的衰落，形成了65万平方公里的塔尔大沙漠。
　　此时期的生态环境虽然有所破坏，但此时期的生态环境问题还是局部性的，人类活动对自然影响
的速度也很慢，并且大多数影响都是显性的。
从全球来看，自然环境变化不大。
　　2.近代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了生态经济问题的产生　　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大工业的兴起
，人口迅速增加，人类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环境被破环，气候恶化，生态严重失调，人类自身受到了自然的惩罚。
　　主要的生态经济问题有：　　（1）人口膨胀　　自1950年以来，世界人口已翻了一番，并预计
在21世纪中叶再翻一番。
预计到203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100亿！
人口的迅速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粮食问题、淡水问题能源将更加尖锐。
　　（2）“三废”污染　　城市化进程加快，现代化工业的发展，农业的增长，带来严重的污染。
1990年，全世界的人类活动从固定源、流动源向大气排放了：9900万吨硫氧化物、6800万吨氮氧化物
、5700万吨悬浮颗粒物质及17700万吨氧化碳。
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的排放造成了水体的污染。
目前发展中国家95％以上的城市污水未加任何处理就被排人地表水，加速了淡水资源的危机。
工业固体废弃物、农药和化肥造成了土壤的污染，每年从城市排出的固体废弃物有100亿吨。
各种污染严重地影响了人类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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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全世界每天有3.5 万儿童死于环境引起的疾病。
20世纪50年代初的“伦敦大雾”，20世纪80年代世人瞩目的中国本溪成为“卫星看不到的城市”，让
人触目惊心。
　　（3）全球性气候变化　　工业化、都市化以及社会的富裕带来了能源需求的增加，矿物燃料提
供了大约95％的世界经济商业能源，这些燃料的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之一，温室
效应带来的是海平面的上升，沿海低洼地区的城市和耕地将被淹没，危及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
　　（4）臭氧层耗竭与破坏　　人类用作溶胶喷雾器的挥发剂和溶剂、制冷器和空调设备的冷冻剂
等类化合物，成为主要的臭氧层消耗物质。
而1.1 ％的臭氧层的减少将导致每年新增10万例皮癌。
　　（5）生物多样性锐减　　人口的压力，自然生态的破坏，对资源的过分开采及污染影响严重。
地球上的物种自1600年以来已有724个灭绝，目前有3956个物种濒危，3647个物种为易危，7240个物种
被认为稀有。
许多专家认为，地球上全部多样性生物的1/4可能在未来20-30年内有消失的严重危险。
每年有100～300个物种临近灭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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