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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介绍了绿色政治的现实发展 � 指出环境问题的真正解决不仅需要政治性的手段 � 还需要政治性的反思 � 绿色 

政治在政治理论三个领域中所引发的挑战 � 说明绿色政治成为持久政治现象是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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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多年前 � 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 � / 绿色0 

进入了政治领域 � 而作为政治谱系中新出现的一个 

鲜明色调 � 当时 � 却并不引人注意 ∀经过了几十年的 

发展 � 绿色政治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 

地 ∀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理论的完善 �绿色政治逐渐 

从急进的萌动期 �发展到现今的稳步的成熟化 ∀ 但 

是 � 环境问题为何会发展为政治问题 � 环境问题的解 

决为何要求政治上的变革 �这种对传统政治的挑战 

为何可能和持久的存在下去 � 对这一系列问题 � 本文 

试图作一粗浅的解答 ∀ 

一 ! 绿色政治的现实发展 

环境议题和环境关注的存在有着很长的一段历 

史 � 但是 � 从 �� 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 更多的政治性特 

点才被渗入到人们对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环境后果的 

意识中来 ≈���� ∀ 在环境议题的发展过程中 �现代环 

境主义开始于 �� 世纪六十年代 � �� 年代后期至今 � 

环境议题体现出全球的维度 ≈���� ∀ 

进入到 �� 世纪六七十年代 � / 绿色0的政治身份 

已经趋于明显 � 正是从这时候起 � 绿色政治现实的发 

展以个人 !抗议运动 !非政府组织 !绿党和国际机构 

等各种形式迅速的展开 ∀ ≠ 个人通过独立的科普性 

质的调查与研究 � 警示环境破坏造成的严重威胁 � 美 

国海洋学家雷切尔 # 卡逊对作为杀虫剂的 ⁄⁄× 的 

使用所造成的正在增长的 !看不见的危险性的惊世 

骇俗的讨论是具有代表性的 ∀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戈 

尔在为 ���� 年出版的5寂静的春天6作序时 � 说到 � 

/ 简言之 � 她大胆地断定 �杀虫剂问题会因为政治问 

题而永远存在 �清除污染最重要的是澄清政治 ∀ 0 

≈����� ≡ 抗议运动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激进的学 

生运动有联系 � 主要采取街头抗议和游行等形式来 

表达对环境问题的不满 �目的是使政府的政治决策 

做出改变 � 这种抗议运动在德国发挥了较大的成效 ∀ 

≈ 环境保护组织也组织起来 �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的 

数量 � 在 �� 世纪 �� 年代和 �� 年代 � 有了一个爆炸 

性的增长 �到 �� 年代早期 �在发达国家大约存在 

�� � ��� 个非政府组织 �其中 �� � 形成于前一个十 

年 � 在发展中国家有 � � ��� 个非政府组织在运作 � 其 

中 �� � 也出现在同一个十年 ≈����� �绿色和平组织 

和地球之友就是在这段时期发展起来的 �这些组织 

积极地对一些具体和地方性的环境问题提出解决办 

法 � 并寻求政治体系对此的回应 ∀ …绿党的成立拓 

展了绿色政治的政治空间 � 著名的德国绿党于 ���� 

年进入全国性议会 �其联合执政的历史是成功的范 

例 � 绿党使绿色政治进入到了传统政治体系核心进 

行斗争 � 虽然对它的作用存在着冲突性的观点 � 但它 

的出现的确增强了绿色政治的政治含量 ∀  国际机 

构 � 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开始筹备和召开大型的国 

际环境会议 � 对全球环境问题进行具体的讨论与磋 

商 � 努力寻找一个更加有效的合作解决途径 � 国际机 

构和通过国际环境大会产生的一些协定与公约对民 

族国家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政治决策发挥了重要的影 

响 ∀ 此外 �还有一些独立的研究群体 �如罗马俱乐 

部 � 来进行地球资源有限性的公共宣传 � ���� 年5增 

长的极限6的出版 � 对绿色政治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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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
在整个现实发展的过程中 �绿色政治都是以生 

态原则为基础的 �环境问题的政治解决之道是其应 

有之意 ∀但是 � 在不同的背景之下 � 它所针对的现实 

问题和要达到的目的是复杂而多样的 ∀ 在北美 !澳 

大利亚 !斯堪的纳维亚等地 � 环境议题关注的是保护 

野生地域不受人类发展的侵扰 �环境政治向主流的 

发达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主要目标提出挑战 � 如 � 

私人财产权和无节制的增长 ≈���� �在东欧国家社会 

主义体制下 � 迅速的工业化带来了严重的生态损害 � 

因此 � 环境政治反对的是几十年的僵死的 !官僚权威 

统治 � 谋求多元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的途径 ≈����� � 

在西欧 �由于绿色政治发展的相对成熟化和绿党的 

发达 � 绿色政治人关注的领域愈加广泛 �几乎覆盖了 

政治 !经济 !外交和军事等各个方面 �在一些亚 !非 ! 

拉国家 �由于经济的贫困和发达国家对其有限资源 

的掠夺和控制 �那里的绿色政治则主要涉及生存问 

题 � 如住房 � 食物和就业的提供 �以及安全的工作环 

境和健康的生存环境 ∀ 

工业化之后出现了大规模的环境破坏 �触目惊 

心的环境污染实例 �刺激人们要去改变这种正在衰 

退的环境状况 � 特别是在 �� 世纪六 !七十年代以来 � 

人们发现在自然保护主义者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之 

后 � 自然环境虽然有所改观 � 但仍是政治和经济交易 

的牺牲品 � 潜在的环境危机不但没有减弱 � 反而更加 

令人担忧 ∀于是 � 一方面 � 人们开始认识到现代环境 

问题的严重程度已经超出个人行为可以控制的范 

围 � 关涉到整个共同体的利益 �甚至生存和安全 �这 

个共同体小到社区和地方 �大到民族国家 �甚至全 

球 � 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考虑各种意见分歧 � 其中包 

括了价值取向的冲突 !现实利益的冲突和终极目标 

的冲突 � 在具体的实施手段上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 这 

样 � 就需要由集体做出的公共决策 � 共同体的成员要 

根据这种具有权威性的集体决定来进行一致的行 

动 �现代环境问题的大规模性变得更依赖集体行动 

的解 决方式 �要 求公 共 行 为和 公 共 权力 的 介 

入 ≈����� ���� ∀因此 � 环境问题必须上升到政治层面 � 

才可以得到根本性地解决 ∀ 

三 ! 绿色政治对政治理论的挑战 

绿色政治对政治理论的挑战 �主要体现在绿色 

政治对传统政治的三个领域所发挥的重要影响上 � 

第一个领域涉及两个相关的问题 �如何能够合 

理地考虑政治活动的场所 � 政治共同体应该包括哪 

些成员 � 今天的政治活动场所非常广泛 �渗透到经 

济 !文化 � 社会各个领域 �与公共生活相关的方方面 

面都在它的关照之下 �甚至个体生活的性质都由权 

力关系来构成 ≈������ ∀绿色关注认为自然世界与政 

治决定有着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 �有必要将自然世 

界看作为一个政治活动的场所 ∀自然环境日益成为 

公共生活的主题之一 �环境问题与政治决策之间形 

成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的制约关系 ∀正像今天的某 

些经济学家已经最先认识到的 �自然环境已不再是 

可以随便对待的免费物 �作为影响政治决策的稀缺 

资源之一 � 制约着决策者的决定 ∀ 在环境问题的解 

决中 � 体现出权力的争斗和利益的博弈关系 ∀ 绿色 

政治将非人自然世界带入到我们关注的最显著位 

置 � 同时 � 去除了人类的中心位置 ∀一旦非人自然世 

界被当作一个合理的讨论背景而引入公共论坛之 

中 � 那么在分配正义的潜在接受者的意义上 � 其中的 

构成部分就会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潜在成员 � 这时 �我 

们就要像对待其他成员一样来对待这些/ 新成员0 � 

我们会追问一些类似的问题 � 例如 � 我们与/ 他们0之 

间的合乎规则的关系应该是什么 � / 他们0可以拥有 

哪些权利 � 我们对/ 他们0负有哪些责任等等 ∀ 而且 � 

当前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 �生态条件不但成为民 

族国家的政治 �而且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限制性条 

件之一 ∀因此 �绿色政治使自然世界成为了一个政 

治活动的场所 �使非人自然世界的组成者成为政治 

共同体的新成员 �使原来对于传统政治不可见的成 

为可见的 �从而对政治理论的基本主题 % %政治作 

为一种实践活动的范畴问题 % %做出了原创性的贡 

献 ≈������ ∀ 

第二个领域是有关权利 !责任 !权力 !自由 !正 

义 !平等 !自治和民主的研究 ∀ 虽然 �绿色政治对这 

些概念的研究中所引入的内容和观点是具有争议 

的 � 但是 � 这些将一种内在价值论作为思想基础的绿 

色观念的确富有新意和独特的风格 �由于绿色政治 

在第一个领域对政治范畴的拓展 �当思考权利问题 

时 � 就会不仅仅需要讨论当代人的权利 � 还需要讨论 

未来世代的权利 � 不但要考虑人类的权利 � 还要关注 

非人类的权利 ∀ 人类中心位置的去除 �会使人类的 

责任相对于权利得到更多的强调 �保护自然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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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可能会使我们重新考虑某些权利的实施 �只有 

履行首要的义务 �权利的实施才是可证为合理的 ∀ 

由于已经提到我们所面临的现代环境困境的大规模 

性和严重性 �判断一个政治决策是否合理似乎更多 

的在于它的结果 � 而不是它的过程 ∀ 这样 � 绿色政治 

很容易被当作一个以目的为导向的善的理论 �那么 

一个问题会马上接踵而至 �就是绿色政治人想要通 

过怎样的手段或程序来达到这样的目的 �这就涉及 

到了政治理论中的一系列核心的概念 �如 �民主 �同 

样 � 也会影响到对正义 !自由 !平等 !自治和权力的探 

讨 ∀在这种意义上 �绿色政治也构成了对第二个政 

治领域的影响 ∀ 

第三个影响的领域是与政治思想史相联系的 ∀ 

绿色政治一方面会使一些被埋没的政治理论家 ) ) ) 

主要是指绿色政治理论家 ) ) ) 得到人们的注意 �另 

一方面会从生态视角来重新思考一些著名的传统政 

治理论家 ) ) ) 如霍布斯 !洛克 !孟德斯鸠 !卢梭 � 也有 

罗尔斯 !诺齐克等 ) ) ) 的著作 ∀就后一个方面来讲 � 

主要研究的是理论家们安置自然世界的方式 �这种 

方式如何影响了对人类关系的看法 �以及如何吸收 

一些有益的传统政治资源 ∀ 当然 �在一些传统政治 

理论著作中 � 自然世界是理论上的/ 盲点0 � 这些理论 

家无视自然 �没有对其进行任何的考虑 ∀ 绿色政治 

会尝试在标准的政治理论思考上来修复其中的缺 

陷 ∀因此 � 通过对这三个领域的影响 � 绿色政治获得 

了政治性的身份 � 具备了成为政治现象的条件 ∀ 

总之 � 现代环境困境的公共性 � 人类中心主义和 

工具理性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支配地位 �使得环境 

问题只有上升到政治水平上 �才能得到有效和根本 

地解决 � 绿色政治扩展了政治辩论的领域 � 将新的成 

员引入政治共同体中 � 去除了人类的中心地位 � 将自 

然看作具有内在价值的 �使一些政治概念发出了独 

特的光辉 �提供了一种新的维度来估价政治思想史 

中的政治著作与政治理论家 �从而不但使绿色政治 

获得了成为政治现象的可能性 � 而且 � 使绿色政治成 

为对政治领域的持久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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