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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文明建设固然需要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科学技术的创新以及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但在根本上必
须付诸全体公民思想观念的深刻转变和生态文明意识的形成，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
《生态文明与公民意识》对国内外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进行了历史考察，对生态文明意识的内涵、
特点、内容、作用和价值目标等进行了理论分析，对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根基进行了理论追溯。
从而总结和提出当代中国公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基本内容、根本原则、方式方法和具体路径。

《生态文明与公民意识》由王学俭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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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学俭，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1977年考入兰州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6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1993-1995年在美国成斯康星大学做访问学
者。
现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教学名师和第一层次领军人才。

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主持完成国家和教育部重大招标等科研项目10项，出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研究》、(《政治
学原理新编》等专著和教材8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获得省部级奖励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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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建立稳定的培育队伍
　　（一）生态意识培育队伍的构成
　　（二）生态意识培育队伍的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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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切实发挥好群众性环保组织的作用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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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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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三百年来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
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
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生态文明的提出，可以说是人类对灰色文明泛滥和恶果的积极反思以及在推崇绿色感召下的积极实践
。
它大大拓展了人类文明的含义和内容。
这一大功绩也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成的。
人不能选择脱离自然的道路，只能选择某种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与自然的关系。
在人的能力空前提高的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社会关
系等诸多因素的协调和谐。
生态文明发展到今天，不能不说是人类开始了为有效遏制生态危机，为自己重建一个可以使儿孙万代
永续发展的绿色家园作了一次有益的伟大尝试。
正是技术悲观论者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以及对工业文明的价值观批判为生态文明观的提出奠定了哲学基
础和价值观。
生态文明观在理解人和自然关系时，把人作为自然的一员，主张生产和生活活动要遵循生态学原理，
克服技术异化，给技术以生态价值取向，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关系，建立良好的生态
环境；同时，在资源增殖的基础上开放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经济，建立具有经济发展——环境保护—
—社会公正与稳定等基本功能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依靠不断发展的绿色科学技术，进行适度规模的
社会生产消费，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和生态需求，从而提高人类整体生活素质，实现“自然
——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永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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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态文明与公民意识》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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