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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停止对发展问题的探索与实践。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发

展已成为人们重新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类本身的核心与焦点

问题，于是，人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审视、批判传统的发展

观，探讨并描述未来的发展景象。终于，作为现代社会人类

文明智慧结晶的可持续发展渐渐演变成型，并成为人类社会

少有的共识，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自然地，各法律学科的学

者也聚集在可持续发展的旗帜下，开始梳理、反思可持续发

展对各法律部门、学科的冲击与影响。但是，在可持续发展

持续升温的趋势下，我们更应清醒地看到：可持续发展的过

度使用，已经使整个法学界弥漫了口号化与形式化的浓重色

彩，仿佛可持续发展不过是美丽的前缀与巨大的空筐，能够

与一切法律理念和制度相融合，其中自然难免出现对可持续

发展的误读和不适当使用。 经济系统的持续、稳定与协调发

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本质之一，是关乎整个人类可持续生

存与发展的重要环节。因此，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法的关系研

究即是经济法研究的重大问题。尽管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许多

的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多为 “可持续发展 经济法”的研究

模式，并未真正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方法融入经济法理论

、制度与机制。本文拟从对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思考出发，通

过分析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法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讨论经

济法的理论与制度更新问题。 一、梳理与提炼：对可持续发

展的再认识 （一）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 在可持续发展观提



出之前，面对包括环境危机在内的各种危机，发展研究对未

来的预测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思路：要么悲观绝望，要么盲目

乐观。前者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其选择了零增长的做法，

要人们“回到自然去”。乐观派以美国的未来研究为代表，

他们认为人类在不讲环境保护的情况下已生存了几百万年，

今后也仍会生存下去，“车到山前必有路”，大可不必为一

点环境问题惊慌失措，杞人忧天。 可持续发展观是对这两种

片面观点加以辩证扬弃的结果：它一方面借鉴乐观派的观点

，肯定了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吸收悲观派观

点中的合理成分，充分注意到发展的可持续性，为突破增长

的相对极限开辟了可能的前景。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在人与自

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不断优化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有机协调，从而使社会的发展获得

可持续性。在时间上，它体现了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的统一

；在空间上，它体现了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统一；在文化

上，它体现了理性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1] 与传统的发展

观相比，可持续发展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

普遍存在的非持续性问题，使之转移到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轨

道上来，将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代价和社会成本减少到最低

限度。可持续发展本质上反映了生态文明的发展观与实现观

。它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它要求在生态环境承受能力

可以支撑的前提下，解决当代经济社会与生态发展的协调关

系。二是它要求在不危及后代人需要的前提下，解决当代经

济发展与后代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三是它要求在不危害全

人类整体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解决当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

以及各国内部各地区和各种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从而真正



把现代经济发展建立在节约资源、增强环境支撑能力、生态

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使人类经济活动和发展行为保持在地

球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和极限之内，确保非持续发展向可持

续发展转变，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2] （二）可持续发展观

主客体关系的重构 在哲学意义上，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新的

认识论，这种认识论为我们重构主客体关系提供了广阔的视

野。人的认识活动始终是以自然为对象的，主客二分法源远

流长。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拓展了主客体关系的认识。在

一定意义上讲，主客体关系的重构，既是可持续发展赖以实

现的前提，又是可持续发展趋同的目标。[3] 1、主客体关系

的时空延拓 可持续发展观认为：人类发展之所以出现问题，

是在狭隘的时空观念下，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片面的理解为

单向的、线性关系而造成的。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

新的时空观念，构建主体对客体的双向互动的、非线性的关

系。[4] （1）未来向度的引入 可持续发展观提出了代际公平

问题，在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联系的前提下，统筹考虑

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发展问题，从而开辟了主客体关系历史展

开的未来向度，使人的自在性不仅由“过去”已经完成了的

状态来决定，而且还要由“未来”的可能状态所引导并做出

抉择。代际公平意义恰在于启发了人们的“未来”意识。由

此可见，代际公平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重新确立

了主客体关系的时间结构，在主体对客体的建构中引入了时

间参数和时间变量，从而实现了主客体关系在时间向度上的

延伸。可持续发展观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上，以未来

思维方式思考人与自然的历史联系、思考人类发展与环境资

源的未来关系，在微观层面注重代际公平的体现，在宏观层



面注重发展目标的未来可能性。 （2）空间维度的拓展 在可

持续发展观下，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发展并非

单一的、孤立的和绝对的，发展更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而

是在深刻分析世界范围内的两种不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

出了针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

，特别强调公平的发展观，从而建立起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横

向互动关系，拓展了主客体关系的空间维度[5]。传统“世界

经济秩序”的形成充满了侵略、殖民的血腥，是弱肉强食的

结果，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能

动与受动外在对立的“中心边缘”结构。主客体关系的错位

十分明显：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形成了发达

国家事实上居于主体地位，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经济掠

夺、政治侵略的对象的不和谐关系。因此，可持续发展观从

建立横向联系的角度，将实现经济与自然资源占有和分配的

公平作为一项最基本的原则肯定下来。可见，可持续发展观

正是从建立主体的平等的横向联系以及主客体反馈机制两个

方面来拓展发展的空间维度。其公平发展观是对主客体关系

的一种新认识，它不仅要求公平的对待所有主体，而且要求

在主体间公平的分配环境资源，同时还要求从整体相关性的

角度认识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从而极大的拓展了主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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