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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绿色教育
钱   易

钱易，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根据我国发展的现实问题，提出并精

辟阐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绿色

发展用来表征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和谐相处、互动共生的一种状

态，蕴含着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生态良好和可持续发展的特征。

十八届五中全会同时指出，在五位一体的建设中，生态文明建设

应放在突出的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

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我认为，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其他四项

建设的进程中，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手段，绿色发展

同样也离不开绿色教育的支持。

绿色发展离不开绿色教育

在人类悠久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不

断发生变化的。原始时代，人类十分弱小，往往要依赖自然而生存，

甚至恐惧自然。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各项科学技术进步飞速，人

类生活随之发生很大改变。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生态环境问题，

例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酸雨、荒漠化、森林锐减、

资源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臭氧层损耗、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持

久性有机物污染等。

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人类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起就

进行了严肃的思考。

美国科学家蕾切尔·卡逊在 1962 年发表的著作《寂静的春天》

中，揭露了化学农药造成的污染危害了人和生物的健康甚至生命，

指出了改变发展道路的必要性；1972 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

的极限”更尖锐地提出地球的承载力将达到极限，认为唯一的解

决方法是限制增长；联合国因此召开了《世界人类与环境大会》，

又组成了“世界环境与资源委员会”，1987 年，“世界环境与资

源委员会”发表了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首次提

出解决发展与环境的矛盾的正确道路是改变发展模式，走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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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道路；这部著作促进联合国在 1992 年召开

了“环境与发展高峰会议”，把可持续发展战略

写入了大会宣言，并制定了《21 世纪议程》，要

求各国政府都切实实施。

联合国大会为可持续发展所作的定义是“既

符合当代人类需求，又不致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

求能力的发展”。与传统的发展战略相比较，可

持续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从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目

标转向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综合发展；从

注重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转向注重长远利益和整

体利益的发展；从资源推动型的发展转向知识推

动型的发展；从对自然掠夺的发展转向与自然和

谐的发展。

我国自 1993 年以来就把可持续发展战略定

为国家基本战略。“十二五”规划纲要更明确

提出，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要发展循环经济，要建设生

态文明。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美丽中国，必须“坚持绿色发展，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

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关系到国家前途

和人民命运的基本国策，也是需要全民、各界

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大业。中共十八届五中全

会还指出，坚持协调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

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

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绿色发展的地位日趋重要，它关系到社会、

经济发展的所有领域，也自然关系到中国经济发

展和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中国公民，每个人也将因

绿色发展而受益。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引导每个

人的认知，杜绝自觉不自觉造成对资源的浪费、

对环境的污染以及对生态的破坏，进而力争让每

个人为绿色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个命题也越

来越重要。因此我认为，对推进绿色发展来说，

绿色教育是必须进行的。

谁是绿色教育的对象

对于在各级党政领导部门工作的领导或工作

人员，接受绿色教育关系到他们能否把握住绿色

发展的方向，能否带领有关部门及地方走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很多部门、

很多地方的很多干部，都以 GDP 论英雄，把工作

目标值放在经济增长上，“只要金山银山，不顾

绿水青山”。近年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很

多重要会议再三强调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性，已经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各地都出现了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进行绿色发展的新态势，这

更使我们坚信，对于在国家和地方承担领导责任

的各类干部，绿色教育必须继续加强。

对于从事生产领域工作的领导干部、企业家

和一切有关人员，绿色教育也不可须臾缺失，因

为工业、农业和城市，都是人类活动强度最高的

地方，都在消耗资源、能源，都会产生、排放污染，

都会直接、间接地影响生态环境。曾经有一些企

业家说：搞环保“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

因此他们偷偷排放污染，为一己私利而违法，损

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对这样的人当然要依法惩

治。不过如果我们事前加强绿色教育和伦理道德

教育，或许可以更早地阻止他们违法。

举例来说，我国京津冀地区大气雾霾严重，

主要污染源之一是燃煤的设施粗放落后和燃煤的

数量多，能不能研发并采用清洁的燃煤技术和设

备，能不能大力节约能耗进而减少煤炭的使用量，

都将对减少雾霾天气产生重要的影响。主管各类

工业、城镇有关部门的领导，直接管理煤炉、负

责能源、热源生产和使用的工程师、工人、研究

人员以及应用煤炭能源的所有人，都应该关心这

件大事，为解决这件大事出力，这也需要加强绿

色教育。又比如作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基础的

农业，我国农业使用的化肥、农药，是面源污染

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各类水体的富营养污染。而

另一方面，农村产生的大量人畜粪便和秸秆等废

弃物，如果不经处理，那就是严重的有机污染，

会污染水体和大气；如果能够合理地处理和利用，



48

观点

  2016 年第3 期
  

总第 62 期

《水木清华》

它们就是能源、肥源。因此，在生产领域工作的

所有人，包括领导、企业主、农场主、工程技术

人员和供热、农民，也有接受绿色教育的必要。

此外，还有更大、也是最大的一个社会群体

需要接受绿色教育，那就是消费者。可以说，不

论男女老少，不论工作性质和地位高低，人人都

是消费者，都要进行衣食住行各种生活消费活动，

因此大家都与资源消耗、污染排放以及生态破坏

有直接的关系，也与绿色发展有关。绿色发展其

实应该包括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消费还会促进

发展，同时影响发展、决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

大吃大喝、挥霍浪费、奢侈阔绰、任意抛弃等等

陋习，都是必须反对的，除了少数人的极端铺张

浪费我们应该坚决反对以外，一般人在生活中的

浪费，哪怕看起来每个人只是一点点，但积少成

多，日积月累，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作用

也是绝对不能轻视的。

因此，我们应该加强对全民的绿色教育，同

时也要针对不同消费群体不同的消费特征进行有

特色的绿色教育，倡导文明、节约、绿色、低碳

消费理念，推动形成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绿色生

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都是优点，但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由于人口众

多，我国的人均土地拥有量和人均资源拥有量都

比世界人均拥有量小得多，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加注意节

约资源。这需要我们从每个人做起，从每件小事

做起，诸如：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节约居住用地；

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限制过度包装；抑制不合

理消费；推行政府绿色采购等等。力争把资源浪

费、污染排放和生态破坏消灭在生活于祖国四面

八方的每一个人的每一天中。

绿色教育该如何进行

绿色教育的名称很形象，很富有感情色彩，

但并不只是喊喊空洞的口号。绿色教育就是生态

文明教育，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教育，它包括的

内容很多，我认为至少应该包括：

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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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经济文明发展的历程和资源、环境、

生态问题的由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诞生和意义；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是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思想基础；绿色发展就是可持续发展的

发展模式。

中国文化传统中“天人合一论”的精华内容，

西方关于“工业生态学”、“生态城市”的理论

和实践。

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在工业生产领

域、农业生产领域、城镇化建设领域、消费领域、

文化领域、社会领域以及政治、法规、政策领域

等方面得到实施，所应遵循的原则、所应采取的

实施途径和国内外的成功事例。

符合生态文明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伦理

道德观，包括人应该爱护自然、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生态规律；人应该关心自己以及他人，甚至

延伸至全球人类；人应该着眼当前作出应有的贡

献，同时思虑未来、造福子孙后代。

学校是进行教育的主要阵地，绿色教育要

从学前教育抓起，小学、中学、大学要随着受教

育者年龄和知识的增长而与时俱进地进行绿色教

育。大学有专业、学科之分，教育内容更要结合

不同专业、学科的培养目标，要有绿色科学、技术、

工程的先进内容，例如：很多大学的化学和化工

专业都开设了绿色化学、绿色化工的课程，能源

工程专业则把绿色能源和绿色煤炭工程作为教学

的新方向，建筑工程有绿色建筑、建筑节能等专

门内容，环境科学与工程类的专业更是不断按照

实际问题更新补充其教学内容，甚至美术学院还

有可持续设计的课程和研究方向。学校绿色教育

的目标应该是：培养热爱自然、关心环境、节约

资源的，同时身体力行、德智体兼备的一代新人，

他们将是绿色发展的主力军，美丽中国和美丽世

界的创造人。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将会对中国的

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学校并不是进行绿色教育的唯一阵地，还

必须关注继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阵地。

继续教育是以已经在专门的工作岗位服务于

社会的各类人作为教育对象而进行的教育，例如

各部门、各级领导干部培训班，常常设置不同课

程使干部的领导水平得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

循环经济与绿色发展往往是常设的课程，这是绿

色教育的一个范例。继续教育的进行方式可以是

多样的，召开以绿色发展为主题的研讨会就是一

个很好的方式，干部们可以通过互相交流、切磋

获得好的经验，得到深切的体会。继续教育的绿

色化也是绿色发展的重要保障。

社会教育阵地很大，报纸、电视、广播、

网络等各种社会公共媒体，受众多，影响大。

我们在公共媒体上需要有专门讨论生态文明、

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闻、文章和节目，

也需要有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方面的实

际范例，通过媒体形象地、生动地告诉大家，

绿色发展是什么？我们该做些什么来促进绿色

发展？美丽中国梦如何才能变为现实？在目前

大众喜欢的电视剧、电影中，我们往往可以看

到不同年龄和工作岗位的角色都住着又宽敞又

豪华的房子，这与事实不符，而且，会不会造

成误导，使人们羡慕、追求得到同样的待遇呢？

生活中有很多在工业、农业生态化、绿色化方

面做得很好的范例，但电视、报纸上这方面的

报道为什么不大见得到呢？

如上所述，绿色教育中，每个人都是接受教

育者，同时，每个人也都可以成为教育者。例如，

有的孩子比他（她）的父母还关注节水、节电，

常常要提醒父母洗手擦肥皂时要关掉水龙头，要

做到人走灯灭，他们不是正在扮演绿色教育老师

的角色吗？清华大学学生们每年暑假都自动组织

成社会考察队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边远的地

方去，从普通的老百姓那里吸取正能量，调查社

会、环境、生态问题，他们从社会和公众那里学

到的东西，往往是大学教授不能教给他们的。

正是因为绿色发展正成为中国和世界的必由

之路，加强绿色教育才显得尤为重要，形成生态

文明的社会风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人类一

定会有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