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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依据和运用相关政府管理以及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结合自然资源与自然生态环境及其
治理的自身特点，来演绎与阐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政府即“两型”政府的若干理论与实践
问题，构建了“两型”政府价值理念、职能定位以及建设“两型”政府的制度安排和面向后工业社会
的“两型”政府建设思路的理论分析框架本书明确地将“两型”政府作为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新观点
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意义，所构建的分析框架对于其它政府范式研究以及节约行政学和生态行政学理
论研究也具有直接的参考借鉴意义，所提出的建设“两型”政府宏观路径与基本对策也具有明显的实
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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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教学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伦理、生态政治和生态行政公开发表学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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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两型”企业成长与“两型”政府职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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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两型”企业内涵及其成长的善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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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其明确生成要与&ldquo;生态学&rdquo;一词的诞生和&ldquo;生态学&rdquo;学科的发展紧密相关
。
生态学为德国生物学家E.海格尔于1866年最先提出，他把生态学定义为研究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相互
关系的科学。
之后，生态学经历了向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交叉和渗透的发展过程，成为一门在同其他学科相互
渗透与相互交叉的过程中迅速扩大自己学科内容和学科边界的综合性学科。
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middot;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问世和70年代罗马俱
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的发表，促使了生态学向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理论方
向发展起来，生态学广泛地向经济、技术、政治、法律、社会、历史、美学、伦理、哲学甚至宗教等
众多学科渗透，推动了许多新兴学科的产生。
当生态学发展到人和自然普遍相互作用问题的研究层次时，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性质和资格，它已经
形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理念视野和思维方式，具有了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性质。
①可以说，当代生态学已经成为追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价值观的生态文化意识的代名词，生态学的发
展历程就是见证着人类生态文化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
我国有学者指出，人类文化在历史上可分为不同的阶段，即人类最早的文化是自然文化，古代社会的
文化是人文文化，现代社会的文化是科学文化，而现在将向生态文化的方向发展，生态文化就是21世
纪人类克服生存危机的新的文化选择，是人类发展的绿色道路，是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共产主义统
一的道路。
②可见，生态文化体现与代表着人类走向未来的先进文化和高级文化，是人类正在努力实现但又尚未
完全实现的理想文化目标。
而政府作为一个系统的存在与发展样态，必然会是作为其环境的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因素合
力作用的结果。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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