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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生态环境建设”一词的质疑
王培合 , 李松梧

(山东省沂水县水土保持服务中心 , 山东 沂水 276400)

　　《现代汉语词典》对“建设”一词的释义是:(国家

或集体)创立新事业或增加新设施
[ 1]
。《辞海》对“建

设”的解释是:设置;创立;发展 。亦指政治 、经济等各

方面的兴建工作
[ 2]
。以上二者对“建设”的释义虽然

不完全一致 ,但大体上是相同的 ,即:“建设”具有创

立 、设置的意思 。按此解释 ,像“经济建设” 、“文化建

设” 、“国防建设” 、“和谐社会建设”之类的用语应该说

是妥当的。然而 ,进入 21世纪以来 ,有一种新的“建

设”在我国使用非常广泛 ,这就是“生态环境建设”或

“生态建设” ,频频出现在官方的红头文件上以及电

视 、电台 、报纸 、网络上 ,甚至一些学术性刊物上。对

这一提法 ,笔者认为不甚科学和妥当 ,并提出相应观

点以供讨论。

要论证“生态环境建设”或“生态建设”这一用语

是否妥当 ,首先应搞清楚“生态环境”一词的来历和含

义。经笔者查实 , “生态环境”一词 ,是地道的“中国

造”(国外没有该词),而且是诞生于 20世纪 80年代

的“年轻”名词。本来对该词学术界是有一些争议的

(因“生态”是生物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 ,它不

是一个客体[ 3] 。而环境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客体[ 3] 。

为此 ,不少学者认为把“生态”与“环境”两词叠加使用

不甚妥当);可是 ,后来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陆续引用

了该词 ,再加上不少人在口头语言中经常使用该词 ,

于是便约定俗成 ,广为应用 。此后 , “生态环境”一词

便陆续在一些学术期刊上出现 ,有些学者还就“生态

环境”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作了一些阐发 。在有些学者

的著作中 ,所谓的“生态环境”是指与人类密切相关

的 ,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包括人工

干预下形成的第二自然)力量(物质和能量)或作用的

总和 。它不仅包括各种自然要素的组合 ,还包括人类

与自然要素间相互形成各种生态关系的组合[ 4] 。这

一解释对构成生态环境的基本要素有了比较具体的

交代 ,即光 、热 、水 、土 、气 、动植物 ,以及这些自然要素

与人类长期共处所产生的各种依存关系[ 5] 。良好的

生态环境 ,会促进人类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的优化;

而恶化的生态环境 ,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

的恶化 。因此 ,要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生活环境和生产

环境 ,就必须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那么 ,好的生态

环境其具体表现是什么? 具体表现主要是生态平衡 ,

亦称作自然平衡 。生态平衡是指一定的动植物群落

和生态系统发展过程中 ,各种对立因素(相互排斥的

生物种和非生物条件)通过相互制约 、转化 、补偿 、交

换等作用 ,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阶段
[ 6]
。例如 ,

某一地区的棉蚜 ,在自然情况下 ,由于受瓢虫 、草蛉 、

蚜寄蜂等天敌的控制 ,其种群数量可维持在低水平 ,

不致于造成棉花减产;但由于长期不合理地施用有机

杀虫剂 ,天敌被大量杀灭 ,而棉蚜产生了抗药性 ,破坏

了棉蚜与其天敌之间的自然平衡 ,从而导致棉虫灾害

严重。

从以上“生态环境”的含义来看 ,生态环境不是一

项具体的事业和简单的设施 ,而是与人类密切相关

的 、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力量或作用

的总和 。对这一自然属性很强的生态“总和” ,随便言

“建设”显然是轻率的 、不科学的 ,因为无论是“创立”

还是“设置” ,对那些社会性的事物是可行的 ,而对自

然性的事物则是难度相当之大的 。也就是说 ,创立 、

设置生态环境或生态 ,就目前科技发展的状况来说 ,

还是不易做到的 。当然 ,说建设“生态环境”或“生

态” ,就目前来说还不太现实 ,并非意味着人类对生态

环境或生态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实践证明 ,人类对

生态环境或生态是有能力进行干预 ,并施加影响的 ,

是有能力使生态环境由不良变为优良的 。例如 ,在农

业生态系统中 ,人们可以利用生物种群之间的关系 ,

对生物种群进行人工调节 ,增加有害生物的天敌种

群 ,以此减轻有害生物对农业生产的危害 。譬如 ,放

养赤眼蜂防治稻纵卷叶螟;放养瓢虫 、草蛉 、蚜寄蜂等

控制棉蚜伤害棉花 ,同时 ,防止农药的污染等。不过 ,

这些措施以笔者看来不应称作“建设” ,而应该称作



“调节” 、“修复”或者“保护” 、“改善” 。这就像一个人

身体的某部位患了血液流通障碍症 ,医生排除了其障

碍 ,这应该称之为:人体某部位的局部修复或改善 ,而

绝不能称之为“人体的建设” 。

由此可见 ,笔者认为“生态环境建设”或“生态建

设”的用语不太科学 ,也不甚妥当 。如果长期使用该

词 ,极易产生一些误解甚至误导 。事实上 ,在近一二

十年来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 ,“生态环境建设”这个

词在国内已经产生了一些误解和误导。譬如 ,有些地

区的决策者不是利用大自然的自我修复功能去保护 、

恢复或修复天然的生态系统 ,而是热衷于建设大规模

的人工生态系统 ,造成资金和劳力的巨大浪费 ,结果 ,

往往是事倍功半 ,甚至事与愿违。因此 ,笔者建议:应

该逐步将“生态环境建设”或“生态建设”的提法改正

为“生态环境的保护 、修复和改善”或“生态的保护 、修

复和改善” ,从而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干预 、影响更加

符合自然规律 ,更加符合科学的发展观 ,促进国家经

济 、社会 、环境的和谐发展 。要做到这一点 ,学术界应

该打头阵 ,同时 ,各级政府 、各有关部门 、各新闻媒体

以及社会各界也应积极配合。总之 ,通过各方面的努

力 ,力争在不远的将来 ,让“生态环境建设”或“生态建

设”用语成为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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