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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可持续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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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德国可持续发展模式是在合作联邦主义国家与社会市场经济体

制的基础上!通过传承传统思想资源"完善法律制度"开展民间环

境运动"实现政党绿色转型"强化企业社会责任"重构社会整合!

依靠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相互合作与互动而形成的#

(&&(

年以

来推出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其进展报告!对于德国的经

济"社会和环境政策转向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当今

世界的绿色经济"绿色增长或绿色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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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琳!德国可持续发展模式

德国可持续发展模式是在合作联邦主义与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通过

传承传统思想资源*完善法律制度*开展民间环境运动*实现政党绿色转型*强化企

业社会责任*重构社会整合*依靠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相互合作与互动而形成的)

根据咨询机构"双重公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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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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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全球

绿色经济指数-*德国在感知指数上排名第一*在表现指数上排名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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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德国列为八个建成环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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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德国的可持续发展为当今世界的绿色经济+绿色增长和绿色发展提供了

可借鉴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

一"德国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渊源与历史沿革

德国可持续发展不仅有其深厚的思想渊源*并且与德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

化的发展历程紧密结合在一起)德国的立法机构+政党组织+民间社会+科教机构+

工商部门基于各自的社会功能和发展定位*在联邦+州和地方三个层面推动着德国

从环境保护到生态现代化+再到可持续发展的发展道路转型)

#一$德国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渊源

一般认为*可持续发展概念是由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的创始人沃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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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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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早期提出的#

)虽然可持续发展与进步+增长+

发展等概念存在着意义和语境上的相关性*实际上这个概念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

思想来源)德国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渊源在于对可持续性和世界整体性的理解)德

国可持续性的渊源可追溯到中世纪的林业管理实践)德国林业与矿业管理部门高

级官员卡洛维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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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强调对森林资源的可持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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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在采伐成年树木与确保

有足够的未成年树木来取代之间保持平衡)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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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这种实践导致了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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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特把环境国家定义为!把提供环境公共产品作为其核心职责的国家)德国+奥地利+英国+瑞典+

法国+芬兰+荷兰和丹麦已是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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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环保先驱日本和美国现在

分别是部分和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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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整体性的渊源可追溯到德国科学家洪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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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观念)可持续性隐含的一个前提是自然系统的完整性)洪堡意味深

长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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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来命名其著作*并以此来强调世界的整体性*"我们希望理

解和描述宇宙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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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词代表着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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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

及其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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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同时也意识到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控制与利用是自然系统完

整性受到影响甚至被破坏的根源*他指出!"当人类思想开始试图服从于对于物理

现象世界的控制*努力通过冥思苦想来洞察鲜活自然的繁茂和自然力量自由且有

限的混合之网*人感觉自己从一开始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好像他拥有广阔的视

域*个别事物在不同组群中混合在一起*并像笼罩在蒸汽中一样出现)#

#尽管洪堡

不可能在他所处的年代判断人类通过思想和实践影响和改变世界的全部后果*但

他基于对各种因素高度复杂的分析得出结论*人类为了其未来发展和尽早抵消负

面结果*要从所犯的系统性错误和差错中吸取教训$

)

此外*德国的思想前贤们*如图拉+马克思+恩格斯+李特尔+施密特胡森+海克

尔+默比乌斯+特洛尔+拉贝%等哲学家+文学家和生态学家对新出现的人与自然环

境之间的矛盾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探索如何维护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这些宝贵

的思想资源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存在于民族精神和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当中*例如*

在理解和翻译欧盟法律文本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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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些思想资源能否被现实激活*并

以何种方式显现其实践力量*既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演进*又取决于其能否

进入大众思想观念和政党意识形态)

#二$德国的环境立法"运动和政策

环境立法+环境运动与绿色政治是德国可持续发展历史演进的三个重要推动

力量)德国在工业化进程当中*环境立法几乎是同步跟进)作为基于法律合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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