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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学源于经济实践中生态与经济矛盾的尖锐

化。反思批判传统经济学是生态经济思想的起点，但反思

离不开人性假设这一基础命题的再讨论。生态经济理论体

系的构建，要求相应的视野、伦理观、价值观等认知分析

基础和逻辑起点明晰，生态经济思想的学科体系化，并要

求相应人性假设的建立和支撑。相对于“经济人”的“生态

经济人”假设的成型，既是对传统经济学反思的必然结果，

也是生态经济学体系完善和学科独立的标志。“生态经济

人”假设的抽象和概括，就是要解决生态经济学的伦理判

断和价值选择。首先明确研究视野，其次分析找出新“经

济人”的基本特征。

1  “经济人”假设的局限

伯纳德 ·孟德维尔对人进行“自利经济性”的抽象；亚

当 ·斯密《国富论》“经济人”的精辟论述；约翰 ·穆勒、凯

恩斯、莱宾斯坦、西蒙等相继提出“纯粹经济人”“理性经济

人”“有限理性经济人”。在一定意义上，传统经济学进程是

关于经济活动主体的人文伦理研究历程 [1～ 2]。传统经济学在

“经济人”动机、心理、伦理的分析解译中，抽象出人性的

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人的动机即为获取经济价值，人的价

值最大化为经济价值最大化，或表现为经济价值为核心的

效用最大化；二是理性，即人的行为和效果是理智的或有

限理智的。然而，以主观欲望、利己、经济理性为基本特

征的人性假设，其逻辑缺陷、时代局限日益明显。

1.1  价值内涵的结构性缺失

“经济人”所指向的价值内涵结构性缺失、不均衡。一

方面，人追求的价值是一个具有一定结构的综合体，除了

经济价值之外也包括生态环境等价值，而非经济价值的单

一体。在人的总价值追求中，经济价值是重要构成，但非

全部。经济价值不能涵盖人的总价值（追求），也不能取代

或替代人的其他价值追求。经济价值最大化不能等同于价

值最大化。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效用决定价值”，局限日

益突显。在工业文明反思中形成的现代价值观，最重大的

变革在于把“有用”（效用或使用价值）与“无用”（存在价值）

均纳入价值的内涵。在人的总价值构成中，随着时代发展，

经济价值组份的一元主导地位日益后退。另一方面，在价

值构成中，经济与其他价值组份之间并不是协调一致的，

而是矛盾的，存在着冲突，如经济与生态的冲突。这种结

构性矛盾会导致“价值结构失衡”“整体不经济”等。就微

观个体人而言，表现为个体与其他个体的（经济、生态等）

价值利益冲突、不均衡，即内部价值不均衡。就个体与外

部关系来看，表现为个体与集体（或整体）、集体与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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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与全体之间的价值利益冲突，即外部价值不均衡。如

若把某时间点的人视为一个整体，在一定时间跨度下，一

个时间区间人（整体）与另一时间区间人（整体）之间存在总

价值或价值利益结构冲突，即时间序列上的价值不均衡。

“经济人”强调经济至上和经济价值主导，而忽视价值

的结构性、多元性，因而无法探析由结构性问题而决定的

矛盾和冲突，是人性抽象判定上的重要缺陷。人性不是能

以单一方面表征的，“经济”是人性的一面而不是全部。价

值判断上的缺限，导致“经济人”模型与人的真实价值追求

不吻合，甚至背离。在社会历史实践孕育出的现代文明观

视野下，人性是“自然人”“社会人”[3～ 4, 8]的综合，“经济

人”局限、缺陷更为凸显。

1.2  理性动机与非理性结果悖论
理性是“经济人”假设的重要方面，但动机理性与结果

非理性的悖论是其面临的逻辑困境之一。首先，“外部性”

是传统经济“结果非理性”与“动机理性”相悖的表现。个体

主义、经济价值一元、数量主义的价值导向是传统经济的

外部不经济、外部不均衡、整体不经济的伦理和认识根源。

传统经济学努力自我纠错的“外部性”问题，实际上反映了

基本假设上的问题。其次，“经济人”假设的价值界定并非

理性。传统经济学不把生态环境作为财富，生态资本、资

产不属于价值内涵或目标，也谈不上生态生产和消费，这

显然是理性内涵的缺陷。最后，经济价值最大化并非理性。

由于经济与生态或其他价值组份冲突的存在，在经济价值最

大化的“理性”驱使下，在更大空间和时间尺度上考察人类福

祉，经济价值最大化未必是理性目标和理性结果。生态与经

济的价值矛盾冲突，在传统经济框架内，不会消减，只会转

移、转化、转嫁 [5～ 6]，途径有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空间维

度上，表现为以一种往往是高代价的生态价值换取经济价值、

以整体或自然、社会价值为代价实现局部或个体价值，这时，

个体、局部的理性替代了整体、全局的理性。因此，经济理

性往往是暂时、局部理性，有时甚至是非理性。这也可能是

“外部不经济”的另一种解释。时间维度上，表现为时间序列

上的风险、代价转移和价值取代，以牺牲未来人的价值换

取当代人的价值。经济价值最大化，导致人的个体与整体、

当代与未来的割裂，生态与经济价值冲突的时空转移、转

化、转嫁，而不是消减，使“人地系统”熵增、失序呈现出

无法扭转的定势 [3, 6～ 7]。这使得在经济动机考察中抽象出

的“理性人”步入零增长、极限增长、负增长的困局。局部

价值、短期近期经济价值并不是真实的、全面的、整体的

价值，表现为不公平、不可持续，不能诠释理性的真谛。

1.3  个体人与整体人研究重心定位的偏失
“经济人”假设强调人性的经济自利，传统经济学聚焦

于个体需求及其经济目标最大化 [4～ 5, 8～ 9]。应该说是以“个

体”为重心定位来研究人性。

人是自然与社会属性、个体与整体的综合体，具有多

层、多维、综合下的复杂性。个体人、整体人，社会人、

自然人是人性的多重属性的表现。现代人的心理动机、价

值取向、行为选择更具综合复杂性。人性考察，不能从个

体、局部单一、单向地抽象，而要立足于整体性特征综合

抽象人的本质特征：（1）确定人性考察的合理视野，从单

一的经济系统拓展到社会系统，再从社会系统拓展到“人—

地”系统。（2）在合理时间尺度上进行人性特征分析，从现

在拓展到未来，在过去、现在、未来的综合中把握人性基调。

相对于“经济人”“生态经济人”，侧重于“整体人”而不是“个

体人”，是“整体说”，而不是“个体说”。

2  “生态经济人”视域尺度

生态经济学的视域，即在什么时空尺度上研究“人性”，

是“生态经济人”分析首先要回答和明确的问题。生态经济学

脱胎于传统经济学，但核心问题仍是发展。由于宏观视野不

同，二者价值观定位、立论出发点和理论逻辑起点迥异。传

统经济学在经济系统内看待和研究发展问题，生态经济学以

“人—地”系统视野考察发展问题。尺度不同决定了二者在发

展价值观、质量观、发展目标、发展衡量标准等方面显著不

同。视域尺度的设定是生态经济学走向体系化的大前提。

“人—地”系统是“生态经济人”假设研究的基本视域。

生态与经济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人—地”关系是生态

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只有把人、地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揭

示其相互关系，才能揭示整体目标的作用与实现机制，做

到系统协调发展而不是局部发展或系统冲突的转移和转

嫁，才能在“整体人”“综合人”的立场上，抽象人性特征。

在“人—地”系统中，人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是个体的又

是整体的，是现在的又是未来的，是集内外部关系和自然

社会规定性的综合体。

在“人—地”系统这一基本视域下，人与其支撑环境关系

的层次性，使生态经济学研究也具有层次性。第一层是“星

球文明”意义上的顶层研究，把地球作为一个单元，研究“地

球人”存续发展进步；第二层是地球生态圈视野下的“人—地”

关系，研究“人—地”系统和谐发展目标下的人类文化取向、

经济发展模式、社会体系等；第三层是“社会—经济—技术—自

然”复合生态经济系统，研究复合系统整体与子系统关系、

系统协同发展演机制、人类和自然供给消费等；第四层是生

态经济微观系统实践，研究生态、经济、社会、技术基本子

系统以及生态、人口、技术、制度、伦理等要素。四个层次

的“人—地”关系研究，构成了生态经济研究宏观框架。

3  “生态经济人”人性定位的整体性

以发展眼光看，“经济人”既不是“真实人”，也不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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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人”。“生态经济人”定义的时代依据是：（1）人、地关

系发生重大变化；（2）“人—地”和谐成为共有价值理念；

（3）人类面临的问题整体性特征突出。相对于“经济人”，“生

态经济人”立定于时空整体性，即“人—人”关系整体性，“人—

地”关系整体性，人的价值诉求整体性。

3.1  “人—人”关系整体性

人的整体性特征是指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概括、抽象

人类的共性特征、本质，把未来人纳入到整体中来。整体性

反对人与整体、当代与未来人的简单分割，强调价值目标的

整体合理与最优，而不是局部合理或经济最大。整体性强调

整体价值和全局价值，反对价值诉求和利益矛盾冲突的代价

风险的转移、转嫁，强调通过时空维度协调，实现矛盾冲突

的消减，实现价值与公平的最优。“生态经济人”是时空维度

上的人类整体。

3.2  “人—地”关系整体性

只有树立“人—地整体”主义价值观，才能摆脱以自然

价值换取经济、社会价值导致的“人—地”系统非健康状态

趋势，才能构建起自我修正“人—地”系统不确定性、不稳

定性缺陷的机制与路径。“生态经济人”集自然与社会属性

于一身，着眼于“地球人”现在和未来，体现“人—地”关系

的整体性、目标的整体性、演进的协调性。

3.3  价值诉求整体性

“生态经济人”的价值主体定位于人的整体，强调整体价

值而不是个体价值，把人类视为价值共同体，强调人的价值

的结构性、完整性、和谐性、持续性。把人与其依赖的环境

作为一个整体，从人的前途命运出发，把人的价值、价值追

求定位于生态经济整体效益最优，时空维度上的整体协调最优。

从本质上讲，价值的整体性，表达的是经济、资源的利益公平。

4  “生态经济人”价值理性的内涵结构性与全
面均衡性

发展观、财富观、价值观是经济理性的基本内涵。表

现为“生态经济人”以人类整体发展最优福祉为价值取向，

其理性价值内涵包括整体人的共同价值，追求全面福祉，

多维度、多方向的协调最优价值。“生态经济人”的价值理

性集中概括为价值全面与均衡。

4.1  价值主体的时空均衡

“生态经济人”把理性定义在人类整体上，定位于更大

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上，着眼于人的群体共同价值和长远价

值，通过协调实现系统有序，达到整体最优。“生态经济人”

时空维度上的价值理性，即人的自然与社会价值内涵结构

统一均衡，现在和未来价值的协调均衡。

4.2  价值结构内涵的全面均衡

“生态经济人”的完整福祉涵盖经济、社会、生态环境、

文化精神福利等人类幸福的多方面。财富是价值的核心客

体指向，“生态经济人”的财富是生态资本观下的社会物质

财富与自然生态财富的统一体，是生态、物质、文化财富

全面总和与构成均衡。服务于“生态经济人”的社会产品，

从单一的经济产品拓展到生态产品、文化产品，是物质产品、

生态产品、精神产品的统一。社会产品的生产，不是单一

的物质产品，更不是以某种财富（特别是生态财富）为高昂

代价换取另一种产品（物质产品），而是产品的多元与均衡。

财富和产品效用的全面与均衡，就是人的价值的最优（而不

是总量和单一结构的最大化）。多元构成与结构合理财富的

均衡是价值“最大化”的真实含义。

4.3  价值配置的时空均衡

“生态经济人”以时间和空间为基本维度，以人与人、

人与环境等多方向的立体多维度的价值协调配置为总目

标。“生态经济人”的价值诉求在空间维度上强调空间协调，

包括内外（人与他人）、区域（地区或国家之间）、“人—地”

系统等多层次水平上的协调均衡，以克服外部不经济、负

经济和整体不经济。“生态经济人”重视人的“时间属性”，

从时间价值观来考察人性，将人的意义考察视野从当代拓

展到未来，站在人类文明永续的高度，统合过去人、现在

人和未来人的价值。

传统经济学现代推进中一直面对“人性”问题的困境与

反思。在反思中诞生的生态经济学思想，已然动摇了传统

经济学哲学伦理的人性假设前提。彻底反思并走出传统经

济学的“人性”樊篱，意味着生态经济学的光明前景。“生

态经济人”研究则是生态经济学首要的基础科学议题，其

成型则是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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