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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地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两类价值主张，即，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
在今天严峻的生态危机面前，无论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均不能为人类社会的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提供合理的价值支撑。
面对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确立了“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
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确立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处理发展问题的价
值理念。
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体现着一种科学、理性的声音，是促进中国乃至整个
人类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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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样做的结果只有一个：否定人的价值主体地位。
否定人在自然价值中的主体地位必然造成这样一个事实：存在就是价值。
因为自然的价值存在于自然之中，所以，自然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
如此，存在与价值等同，存在论与价值论也就合二为一了。
在这里，人与万物齐一，被消解掉价值主体地位的人只能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毫无特殊性可
言。
　　然而，这不符合事实。
人虽然源于自然并存在于自然，但人与其他的存在物不同，因为人具有意识，而人的实践是有意识、
有目的的活动，而且它的主体意识决定着它的价值选择与行为。
这就说明，在人类价值实践领域，人且只能是人才是价值的主体，一切事物是否具有价值，均是由人
决定的。
因此，非人类中心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一种虚无，不可能成为构建人与自然价值关系
的指导思想。
当然，理论和实践上的虚无却不能否定非人类中心主义存在的意义。
非人类中心主义强调自然的天赋权利，具有关爱自然、关爱人类的纯真情怀，而且这种纯真情怀使得
他们在自然的创伤面前流露出感人的惆怅与彷徨。
我们不否认非理性主义者是一个正直的人，有道德的人，但我们相信，他们纯真而丰沛的情感换回的
却只能是无尽的徒劳与忧伤。
　　三、重新思考人类社会发展价值主张的历史必然性　　然而，仅具有丰富的道德情感是不够的，
因为人的存在与发展远远超出了情感的内容。
人类作为生命体，必须要在满足吃穿住行这些基本需要的前提下才能存在与发展，而人类要满足这些
需要，就必须把自然作为对象进行开发和利用以求获得必需的生活和生产资料。
这是连小孩都明白的道理。
如上所述，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的自我意识密切相关，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中，人们总是要按照自
己的需要，有意识、有目的地认识和改造自然，也要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对象和对事物作出评价。
这些都取决于人的自我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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