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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市场与政府的视角》在理论方面的突破与创新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介绍了可持续发展实施的历史与现状，明确指出推行可
持续发展模式所引发的利益格局的变动、利益矛盾的丛生，以及不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是可持
续发展难以顺利实施的根本症结所在。
第二，在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系统回顾和精确提炼的基础上，对人口、资源、环境这些被认为是可持续
发展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全面反思和客观分析，指出这三大问题只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表现，而导致不
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肇因是隐藏于这三个问题背后的利益矛盾，进而揭示了可持续发展中经济利益矛盾
的主要特征及其类型，并从利己利他的伦理学角度，探讨了可持续发展实现过程中利益矛盾解决的可
能性，从经济增长与代际公平的经济学角度，探讨了可持续发展实现的现实途径。
第三，通过对市场与政府基本功能的考察，指出市场实际上是一种自发地对利益矛盾进行初始协调的
机制，而政府则是一种人为地对利益矛盾进行再次协调的机制，从本质上看，两者都是协调利益矛盾
的社会工具。
在这种认识指导下，从多个角度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市场、政府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市场
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容性与冲突性，阐明了政府在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过程中应扮演的角色和应发挥的作
用，并对在可持续发展实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进行了深入探讨。
第四，从克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的角度，首创性地提出了“可持续
发展的治理机制”理论，阐述了治理机制的内涵、主要内容和特征，认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机制
是将市场与政府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效地克服两者的内在缺陷、更好地协调利益矛盾的关键，并就如
何构建这一机制进行了原则性的阐述。
第五，根据可持续发展治理机制构成要素的类型划分，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治理机制的构建条件进行了
分析；从继续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两个方面，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治理机制的构
建环境进行了探讨；并结合可持续发展治理机制的构建原则，对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
治理机制问题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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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论　　一、本书研究的理论价值　　1987年，联合国通过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明确指出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对子孙后代发展能力造成损害的发展。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下简称环发大会）以后，可持续发展思想被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中国也已经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两大战略之一，并将可持续发展思想贯穿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规划制定中。
但是尽管如此，无论是在理论建设还是在实践推进方面，“可持续发展”自身的发展状况并不尽如人
意，十分需要更为成熟的思考和更加深入的探索。
　　从溯源角度，《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所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最广的“原著
”性定义，具有简洁性优点，但同时也容易引起争议，“后代”、“需求”、“发展能力”、“损害
”等都是令人难以准确把握的概念。
因此，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生态学家、人口学家等都从各自的理解或需要出
发对“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更进一步的解释。
据不完全统计，在环发大会以后，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进一步表达达到了170多种。
①对一个概念存在多重理解这一现象本身就反映了概念的不成熟，也必然会引发在具体问题上更多的
分歧。
事实也的确如此。
近年来在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内涵、战略重点、实现途径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国内外学术界的争论之
声不绝于耳。
而且，各种争议目前已经不单纯局限在学术领域，而是扩展和集中到了政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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