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和影响的程度，受技术条件和人地关系

思想的共同影响。

在早期的采集渔猎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并且发展缓慢，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微弱，

环境对人类的制约作用较强。那时，人类与环境保持着一种原始的平衡关系，人类对

环境既崇拜又依赖，把一切自然现象及其对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影响归结为某种超自然

力量的作用。

进入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耕作和灌溉技术的发展，使食物供应变得

稳定而可靠，人口开始迅速增长。

人类开始大规模地开发利用土地、水等资源，与环境的对抗性明显增强，环境遭到破

坏。在这一时期，尽管技术水平制约了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升，但是人类对人地关系

开始有了朴素的科学认识。例如，在古代中国，逐步形成因地制宜地主动适应和保护

自然环境等思想。

工业社会时期，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增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

人口数量急剧增加，社会文明程度大幅提升。与此同时，大量的资源开发利用和废弃

物排放，使人与自然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资源、环境问题对国家安全乃至人类生存与

发展已构成现实威胁。

由此可见，不同社会阶段的生产方式、资源基础、环境问题、人与自然关系都不尽相

同（表4.1）。每一个新的社会阶段的出现，都源于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并

伴随着人地关系的演变。

2025/1/24 15:55 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 – 小鱼地理

https://xiaoyu-edu.com/?print-my-blog=1&post-type=post&statuses%5B0%5D=publish&rendering_wait=0&columns=1&font_size=normal&image_… 1/2



现代，人类不可能退到筑巢而居、靠天吃饭的生活方式，也不能继续对自然一味地征

服、索取和破坏，需要改变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由

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生态文明意味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既要开发利

用自然，也要遵循自然规律，协调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目前，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道，纳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明确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

计。浙江省安吉县就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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