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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紧随工业社会步伐，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南极冰层变薄、臭

氧层穿洞、酸雨与沙尘暴的增多，全球性的水危机等等由人类造成的环境问题，

使我们神!现棠而前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思。谁是肇事者?准应该承担责任?是国

家还是政府，是人类自身还是科技使然?本文试图对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社

会晟基本经济单位——企业的环境责任问题进行伦理上的考量。

文章首先从环境状况的现实和理论对现实的追问两个方面凸显当前企业承

担环境责任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了更清楚的认识企业的环境责任问题，接

下来笔者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认为，企业环境责任包括企

业的内在环境责任和外在环境责任两方面．这是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两个重要缘

由，也是对念、№承担环境费仟伦理考最的根基。

在明晰企业环境责任的三层次——企业环境经济责任、企业环境法律责任、

玲业环境道德责任和细化企业(生产型企业、销售型企业)环境责任的环节基础

上，笔者认为，对企业环境责任承担上的不一致意见的主要根源在于内在的认识

根源和外部的制度根源。通过对企业经济行为的道德分析和道德行为的经济分

析，明示企业环境责任问题的经济学特征和伦理性缘由，认识到，企业承担环境

责任并不存在着两难困境。

在解决以上问题的基础上，文章的第三部分，笔者通过价值层面和实践层面

两个角度，推导出企业能够从价值角度认识到承担道德责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从实践角度证实企业遵循生态伦理道德规范的迫在眉睫。最后呼吁企业、政府、

国家、社会、全人类为建设人与自然的和谐明天而努力。

关键词：企业企业环境责任责任伦理伦理责任伦理意蕴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society,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ve

arous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Facing the problems of thinning ice floor in South

Pole，acid rains，sandstorms，water crisis，ere．we must think profoundly．Who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is，the country or the government，the human beings or the

technologies'7．In this thesis we are going to give ethical evaluations and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of enterprises．

There arc great importance and pressure in th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of

enterprises in the realities．We first folly expatiat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of enterprises and consider that th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of enterprises include inner responsibility and outer responsibility．

This is tile main cause of th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of enterprises．Moreover,

it is the basic of our evaluations and analysis．

In th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of enterprises，there are three parts：

CCOUOHliC responsibility,law responsibility,moral responsibility．With the mor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morals and activities，we find no dilemmas of th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of enterprises．

In the third part of the thesis，we believe that enterprises should realize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th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from the views of

values and practice．We call on enterprises，governments，counties，even all the human

beings to work hard for building a harmonious world of men and nature．

Key words：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responsjbi】ities of enterprises

responsible ethics ethical responsibility ethical 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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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境出¨的伦理考址

一——————————————————————————————————————-———————————————————————————一～前言

20 l彤己足全球门题勃,-t-fl<sI吐纪。和1I‘0q题、发展0Ⅱ题、人[一l问题、生态M：

境fq题等等犹如达摩克利斯剑难悬以删．人t11d,i'lil。进入新敝纪，这些问题I nI显所

tjl毁的历J,fI-迫使人类不锝4i对过太∞生产方式和{f为进行全方位的反怨。哈丁

(【；．Iltii—di r1)就曾用一段忧伤f内文字批述过“公≥￡土地的火难”；那些为自己的

叭J拊的私剁丽}l?碌的个人及他们的公j可．足如何逐渐地≥g同摧毁了公，∈领域～

一“公』t f，地”：包括je邻届、乡村、空2t、水、上壤、森．1木科l资源。他们因摧

毁厂I‘l己赖以佳存的环境而道灭顶之灾。‘

的啪，人类在进入工业}I_会以米，}11J二对资源的消耗摹fl废弃物的排放急劂

j前I毛=，舟然资源被大量掠夺性玎采，企业大量的1：业废气、废水、废渣肖接向

人自然排放，从而导致了酸l；l；『、炱氧层破坏、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以及大规模

∞生态破坏，r‘重地危害到人们的，li活、健康、生命安全乃至人类的生存发展

机会。』：【i然社会成卒不会在公司戏个人的账簿一J：体现}j|米，使得企业和社会向

’‘：√L、水、I：壤llt{II=股}‘染物光”1负：必jIl}o。仙烛，JlL女ll讣特洳肌占。⋯个

进步十L会fI"Jif}i业，“在考虑终极Ij标II、f，王1：境的内和：价值是必须要充分估计进去

|1』j”：IJ⋯{．．为J’f1：ill：0；使!fi芯J{：j竞j世：i：lJ／“olin01皿小IIJ挽¨⋯0扎{jI．1Ⅸ仓l崮人

类H：境会汉1二1972年6月国隧羚庄严宣布：“必须彻止在|祚除有毒物质或其它

4勿质以及敞7k!ll'i-X-数詹或集'-bl!i!j鼗超过叫：境能使之无害的能力，应该支持各国

人lt反对污染的il三义斗争。”可见，企业的环境贵1E问题，，F不仅仅是企业组织

们内f柳d尴，它涉及到人类jⅦd的利艋，尢论我1『J足站在“人类thI>主义论”

如艘或址“阳然-l，心主义”的知艘米打，对企业进行伦理的环境责任考虑都成

为r、1种现实和!凶需。

第1章企业环境责任问题

川k¨会给人类催来了：li蠢f|{l物顷产t铁{【l姒京，随麓茜瞪工业化进襁的不

I{；Ii排进、深入，人类刨造了iiilD'i术fr旧州宙能源，{iA阳¨Ij土坩来J’蜒个Il!：界的

“人变色”——青lJI绿蛳逐渐成-r黄也沙漠的同臻i车；绿水逐渐浑浊，增添丫

淡卷蝴惦嫡∞忧：IjIl⋯⋯人们设经觉察删玮境纳变化．对螂：境的保护以山靠单纯

的进德爿t懿、简J社规范到运川法律，川：境保护H箍成为全球性问题。

1．1企业环境责任问题的凸娃

企qp』1．境Ff仆灶jj彳企)Jl!(i／I．．J‘：、{i'i¨等叫：。∽I·贸llJJfl；Jii!iil‘i生，“、龠圳利川

资淋、j∞}‘i甜0麒jJ』IJ．和：提船¨身经济剁精的旧州维护和健j!|i生态’卜f59f的资任



企业王1：境负仃的伦川!考目}

与义务。拓展，r来说．企_qk舅lC境iJi-fE就是氽、№对礼会乃至对lti_-5'f-J]i应水扒旧侏

j=f’t环境的责任与义务。其问题的凸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丽：

1．1．1环境状况的现实

环境问题是伴随人类的出现iliii“：生的，i『『已有之，flj先前1；称，=lJJ4：境危机，

因为那时自然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未被破坏。进入20 IIl：ti3，f’1然已无泱ifj_I：1找

更新、自我1‘衡、自我持续了，犬屑的环境问题如雨后释笋般，纷纷地涌现⋯

来。介业在其f『{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近j：十多年的污染事件及公害习f作更是

把众人的注目点引领到企_、lkTIC规范行为上。内此，在希到企业推动朴会、经济

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企业这样⋯个以甜利为I I∞、追求刹菔戤人1'DffJfll

织的消极影响。

1992年，关于“水与王{：境”的邦帕林会议最后得出令人忧虑的}。一i沦：经过

～代人左右的过分用水耳1叼；顾一切地f8：放1：业污水和城ifi垃圾，世界’卜婴f『：河

的。瞄况令人腌j障，个⋯1引1，／3的湃渐地p,-r r限洲圮8『)％)进j：0破咻．湖；r污

染严重威胁到海洋111的二十多万种生物的安全。全世界的企,Mfl'JlflPi每{川口火
气摊放的一钒化硫1．6亿吨，氟氰仆一匆50()O乍7砷h这是酶m形脏n：J‘m州瑚

酋。全世界的企业⋯年生产和使J『j氟量i昂约100多万吨(L980年)，约’仃55万

吨上升到高空，造成臭氧层破坏。全世界第jF排放二氧化200亿盹，』川t火多

数是企业消耗能源排放的，造成地球的温皇￡效应，被认为是人类生存Ⅲ境的头

号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重大的八起公寄{]ffl：l!li马斯河谷娴雾事件(1930，比利

¨I)，洛杉矶化学烟雾习ff，l：(20世纪do一5()年代，美国)，伦敦娴雾_}J⋯．(1952，

英国)，水俣病事件(20 Il!=纪5()～60年代，n本)，四F11lf哮”il,l slff，|(20 lli：}i]

50jIi代，11本)，7i117iiijillqI什(1955，¨小)，求枇汕!iff'l：(1968，II小){t11．1ill’I

尔毒气{III漏冰什(1984，印度)，切尔谋91利1J}什(1986，苏联)，h彳¨i什属

于大气污染，三件属于水体及簿物污染，它们的发生均与企业的‘IL,Ikq'i“‘7rR-，

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和生态破坏。20|}!=纪90年代rfl期，我f司沙生艰次数

增多且危害加大，土Jl_k)'17,漠加重．淮河、海河、辽河污染f“重，黄7iq'l：命河也

迪破坏。造成这些现缘的一个重要原冈也灶因为企业的非法、超艇排污等迷舰

行为。3企_、lk：fr环境破坏Ill起着个体无可匹比的作川，要解7火环境问题就心颁灭

注企业行为及其责任。

1．1．2理论对现实的追问

从理论层丽来霸，环境伦理。羊、贲ft伦州’≯的产_i将追究 圳’j川：境订火

的行为的责任，员然，企业行为难特je责。|，l 20 lI[纪60-',F4t：以来，仆随精佳

态危机的日益加深，环境问题已受到越来越彩的天汁，环境保{J、t也已为⋯：昴卜

绝大多数人所认嗣。尽竹人fl']Tig LI：不旧i'i'j s‘川I，把仃1：l司fi‘]fh念，似足f；|n0 Jl



企业环境责任的伦理考量

有-个——保护环境。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环境伦理。浮家狴

尔姆斯·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

二抟，引起了全世界人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前所未有的思考，对企、Ik的经济活

动提出了伦理的规约，规范其生产行为和消赞行为，提出了生产彳亍为生休一～

企业应具备的伦理准则。至于责任伦理，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家、现代文化比

较研究的先驱人物马克斯·韦伯(1864--1920)看来，“只有对行动结架承担责

任，即使是在战争中失败了，也要考虑对未来的责任，“任何其它做法都足有失

尊严的”。‘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主要是指一种事先的行为选择，是自我的

选择甚至斗争，和事后的对他人的动机论和效果论的评价不同，履行“赍任伦

理”最重要的就是要顾及后果或至少可预知。5作为企业来讲，同样，其必须对自

身行动结果负责任，我们承认，企业在奉行“自我利益最大化”或”福利最大

化”原则前提下，其必将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按照经济规律运行，这也

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企业把自己利益实现的过程看成是一个独立于社会

公众、列屯]j竟予对于的利益生产过程，或把门U的利益凌驾Ji公众或』E它组

织之上，那么‘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则’就蜕变为一种利己主义原则。”6这样，

氽、fk的人员获得了向己的利茄晟大化，却损霄了氽、m以外的人和}f：会的利航，

按照韦伯的说法，没有考虑对未来的责任，“任何其它做法都是有失尊严的”，

对他人、自然和社会来说都是不公正的。企业缺失环境和责任伦理观念，它将

难以认识到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它在社会当中的作用和地位，必将导致其

环境责任的冷漠。随着环境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出现，以及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我们对企业行为提出了更合理的要求和规范，辩明了企业行为与环境影响之间

的关系，对环境保护应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2企业环境责任的内涵、层次及环节

为了更好的认识企业环境责任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深层的背景，接下来我们

有必要分析清楚企业环境责任的内涵、层次及各个环节。

1．2．1责任的内涵

责任一词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与义务相对应而存在，二者有一定的相通性和

互补性，可从两词的具体意思看出。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费任为：①分内应做nq

事，如尽责任：②没有做好分内应傲的事，因而应当承担的过失，如追究责任。

其对义务释为：①公民或法人按法律规定戍尽的责仆．例如服兵役(球“权利”

相对)；．②道德上应尽的责任；③不要报酬的，如义务劳动、义务演fl；。从这儿

可以看出，责任可对义务作解释，义务的含义更深远、宽泛，义务不仪包插法

律上的要求，也包括道德上的要求，责任更强调为所做行为承担后果。

1．2．2企业环境责任的内涵



企业环境责任的伦理考拭

企业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经营组织，必然要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这是无

可非议的。但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在经济发展

的数量和规模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企业过度地消耗资源、能

源，向自然排泄大量的污染物和废弃物，破坏了生态平衡和人类赖以生存发展

的地球环境，使人类面临着～系列重大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英国著名生态

学爱德华·戈德史密斯认为：“全球的生态环境恶化可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由

于这场大战，大自然在崩溃，在衰亡，其速度之快已到了这种程度：如果让这

种趋势继续发展，自然界将很快失去供养人类的能力。”7因此，企业在充分享

受自由(大自然赋予的自然资源)的同时，还必须承担环境保护的责任。

企业环境责任的内涵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企业的内在环境责任，

即企业在利川一然资源进行生产时就直接负有保护环境的责任，这是企业的第

一环境责任，它源于企业在生产产品的同时，也在制造垃圾。在企业的生产过

秤·1-。柏?擎持经济效益’j社会效蕊统一的州叫，一：仪要在生产经营q，更合理地

配置、利用资源，清洁生产，更少地产生污染，逐步走上绿色航线，有责任、

有意识地开发一更消沽、更节能、少污染的绿色产品，引导消费，强化冉身的道

德意识，培养员工奉献精神和环保意识，并尽自己所能在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污染和废物进行处理，回收利用再予以排放；在产品使用之后对可能对环境产

生污染的费品进行回收、处理以确保环境不受污染、破坏，真正保护自然的权

利，发挥自然资源的巨大潜力和再生能力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企业信守了第

一责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会影响到自然状况的。反之，企业如果在这方面

的自觉性不够，不能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意识到自然的权利和

人类兆同利益，表明企业只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唯利是图的，那么这将成为企

业造成破坏环境的根本缘由。正如普拉利所言，企业环境责任是企业理应承担

的责任，不论企业的排污与治理是合法还是非法。“也就是说。人们不应该只看

到行为的结柴，而是要看行为本身是否合适。”“道德行为并不是让其符合道德

义务，而应该是出于一种道德义务感来做出恰当的行为。最好的动机便是履行

义务的意愿。”8即评价企业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不应仅仅考虑行为的结果，

而应从企业发出这一行为的动机、从行为本身是否符合道义等角度来考查。

筇二二足企业的外在环境责任，即企业在遵守市场规则之外，如同自然人一

样，负有保护环境的责任，这是企业的第二环境责任。它来源于企业享有了环

境资源舶权利。止就足说，尽管企业是从夯商品生产、经营或服务活动，创造

商一铺使『『j价值和价值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法人单位，以提高经济效益，实

现最火化利润为Ii标。但这并不是企业的惟一I刊瓤企业并非除此之外就毫无

存神：意义，企、Jk同时还灶一个{I：会组织，烂社会的一员，必须自觉、主动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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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做一些事情。即企业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追

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考虑利益相关者而承担起的维护和促进社会全面与妖远利

益的义务和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可概括为多个方面，其基本观点第一是把企

业的社会责任表述为对股东、雇员、消费者、政府、小区和环境六方面的责任；

另一种观点是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对消费者、供应者、竞争者、政府与小区、员

工和全社会的责任。这两种分法基本相似，从这两种分法中均可看出企业环境

责任已囊括其巾。

能够承担第一责任的企业当然是具有环境伦理理念的，但是，能够承担笫

二责任的企业才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正如同自然人一样，只遵纪守法、遵守社

会公德，他是一个合格的公民，但却不一定是高尚的、道德的；只有能够超越

自己的自然人，才能担负起道义的职责。可是要使企业认识到它如同自然人一

样，负有保护环境的责任，更具有道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却是极其重

要的。为什么这样说昵?因为“那些所谓正当的商业行为所带来的环境问题，

初行起来似习z是司牢见惯的、与道德无关的；fR恰怜足这些行为涉及到了深腰

的伦理问题：什么是商业中的公正。”’企业承担环境责任问题，涉及到如何协

调私人利益与公共的善，具有伦理向度的特征．

罗尔斯顿在阐述企业的伦理行为原则时说：“企业应该最大限度地实现非消

费性的善，因为从另～种意义上说，消费又是一种浪费，是对物品的低效率利

用；要最大限度地回收利用，从一个角度看，最大限度地促进回收利用只是一

个与方便和效率有关的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是一种道德关怀；要把

大自然首先看成是一个共同体，其次才是一个物品，因为大自然是一个展大的

公司，一个联合公司，在生态的意义上，人必须适应这个公司，在道德的意义

上，人应当适应这个公司；还应估算那些与你公司没有业务往来的人所遭受的

损失，因为这些损失有可能会转移到其它人或其它国家。”1。这样，企业就不是

一个单纯的个体了，企业的行为也不仅仅是卟纯的个体行为，它已具有复杂的

社会性，并且影响到当代人与下代人的利益协调，影响到国与国之问的关系调

控等。如果企业不能够认识到本身行为的社会性，把自身孤立在社会义务之外，

企业影响环境好转就不可能实现。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企业环境责任是责任与义务的结合体，它表明，企

业环境责任是企业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统一，是企业自身责任和社会责任的

统一。

1．2．3企业环境责任的层次

市场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活动的根本前提是社会经济活动普

遍主体纳存在，涉及到各个主体的相互关系，就必然牵涉到各个主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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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作为从事生产经营服务的社会性协作组织，fi王必然会与其它对象发生关系。

我们知道，从环境责任这个角度来看企业的话，企业本身就具有了伦理意识、

有其自身的伦理原则和规范。而与意识、原则和规范产生相互关系的内容是什

么呢?这里应该包括基本的三个层次，即企业环境经济责任、企业环境法律责

任、企业环境道德责任。正如约翰·施狄那和乔治·旎狄那所言：“企业社会责

任的扩大，可以厢三个同心责任圈来说明，最里圈包括明确的有效履行经济制

度的策略，中间圈包括在执行这种经济制度时对社会价值观和优先权所采取的

积极态度的责任，最外圈包括新出现的还不明确的。”显然，它表明企业环境责

任必须具备这三个方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企业的环境经济责任。

存驱当·斯密看来，经济人除了追求他自己的利益和他自己的最大满足，

他并不关心他人的利益，他人的处境是否值得同情，“我们期待的晚凝，并不米

自于屠夫、酿酒家或面包师的仁慈，而足来自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我们

1i‘疆沂晰他们f10t‘慈，丽婪诉诸他们fl“{爱，我们从不跟他们谈及我们的需要，

而只是谈及他们的利益”。”追求自我利益撮大化的经济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

的同f”，一瞎然盯：辱l拧刊黼的K久获得，为了达到他的f1的，他就需琵汁算怎样

的行动才能最为有效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因而企业必须从经济角度考虑如何充

分地、合理地利用资源，节约使用，如何积极开发新能源，要考虑到“作面向

未来的长远考虑”和“必须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把保护环境作为企业

行为的道德底线”，”

实际上，企业的环境经济责任就是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现实活动，也就是

企业得以生存的经济活动。在绿色浪潮兴起以来，人类正在实现农业革命和工

业革命之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产业生态化，一个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

生态林业、生态牧业、生态渔业等在内的生态化产业体系正在形成。数据表明，

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的生态产业市场额己达到2000亿美元，预计到2000

年可达到3000亿美元，由生态产业主导的生态经济正在成为人类生产发展的新

方向，任何企业不可能不踏上绿色经济大船。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采取合理

的环境管理行为降低原材料用嚣、节约资源，减少成本，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所以说，‘经济人’所谓的最大化行为也只能在特定的制度环境约束下才能发挥

效用，在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的基础上考虑资源的有限性应当成为企业社

会承担的重要部分，即承担环境责任”。“企业在绿色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正表

明了企业的环境道义，使企业真正履行企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同

时，又使经济效jiii-和环境效益达到真正的统一。 、

同时，完善的法律体制也是合理配惯资源的重要前提。资源能否优化配置，

能甭合训利J}]看似仪足一个经济问题，似』E实内涵着丰富的伦理意瓤。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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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有可再生和不可再生之分，一个企业对不可冉生资源的使用越多，留下来

的资源就急剧减少；一个企业浪费了它本不需要的资源，就是对其他人资源利

用的非法占有。企业成为了最大利益的获得者，却损害了其他人的、社会的和

子孙后代的利益，其行为就是不公正的。怀特海曾说过：“一个伟大的社会，应

是商人高度重视其行为的社会影响的社会。”“要求企业承担环境法律责任，就

是要求企业重视其行为的社会影响，把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义务贯穿于法律之

中，用法来保障其信守承诺。企业环境法律责任具有强制性、非排斥性，不可

转移与不可替代性，有偿性等特点。在欧洲一些国家，企业内部在进行生产手

机时，可能符合了劳工和环保的条件，但是它大批量的手机更新换代却对环境

极为不利，因此，现在欧盟的法律就要求IT和家电产品的生产者应该对最终的

垃圾处置包括使用过的产品回收承担法律责任。只要企业真正履行了环境法律

责任，社会就会报之以企业知名度、销售量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力，自然就会

馈之以源源不断的资源和优美的生产经营环境。企业的道义行为会受到社会及

|tj然不可限量的回报，这是企业‘般性ffJjJ‘为所换取1i到的。凶此，企业腔jj

其环境法律责任是必需的。但我们应该注意到，企业履行环境法律责任，是一

利哕}存的、|{1社会制度规定的、企业不得刁i为之的负侄，缺欠这利，贞侄或并：f：

完全履行这种责任，它都必然受到外在的制裁，也就是说，不管企业是否自觉

地认识到这种责任的重要性，它都必须服从。

因此，我们认为，企业环境法律责任只是划定了底线伦理，要想企业全心

全意承担环境责任还得提升到企业的环境道德责任。

企业承担环境道德责任，是企业在生产经营及其它活动中所应承担的保护

环境的责任和义务。道德责任作为一种责任承担方式，以道德情感和评价为基

础，依靠精神上的自制力，主动对自己的过错或过失行为承担不利后果，表现

为行为主体对责任的自觉认识和行为上的自愿选择。企业环境道德责任同样具

有自觉、自愿性，承担范围的不确定性，实践方式的多样性等特点。它表现为

企业中每个人都要为他所做的工作承担道德上的责任，同时也可能要其他人为

自己的工作承捆相应的道德责任，或为其他人f(,J_-I：41{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救

承担范围具有不确定性；从实践方式上看，企业的经济活动必然包括生产、分

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从企业的生产环节来考察，企业的生产基础来自自

然，来自社会，其所需的一些能源直接源于自然，从企业的消费环节来说，企

业要实现腾飞就必须面对广大消费者，审视自身生产产品是否与市场需求一致，

生产绿色商品，开发新产品来面对消费者的需求，发展循环经济。这样，企业

与自然、企业与社会就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企业只有真正开展生态行

为，实行绿色经济才可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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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企业环境道德责任必然是一种由企业自觉、自愿意识构成

的内在的、企业主动追求的的责任，这种责任与企业的环境法律责任比较，是

需他者的鞭策而由企业自愿自由地承担的。基于此前提下的企业履行环境道德

责任，表明企业已经达到一种区别于企业环境经济责任和企业环境法律责任的

境界，当然这利，境界是需要企业在利益和责任之间进行长期蹭合、长期st一争中

才能形成的。因为在企业是否具有其它责任(除获取展大经济利益外)这个命

题，存在着“或者道德或者利益，二者不可兼容”这样一个前提，因此它们认

为，企业一旦放弃利益，企业就无法生存，实际上，在承担环境责任和赢利之

间，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这个假设，前文对绿色经济的分析己充分证明，第二

部分会重点阐述这个闯题。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企业环境道德责任的实现是企业环境经济责任和企业

环境法樟责任能否完全实现的前提，足联系企业环境经济责任和企业环境法律

责任的 个纽-牿。企业没有正确地理解州代和社会价值的Ij标，就不能正确、认

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在道德责任与价值取向上不一致，即使它能够认识到履

行环境保{：lI|列它的币耍，即使有浊佧的强制作：用，它也可能像马克思存资木沦

中引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5页)所言：“一旦

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

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

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

首的危险。”“从而，“欲念的不加节制就一定会造成我们无法避免的损害。“‘这

必将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影响企业环境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的实现。

另外，相对于企业环境经济责任和企业环境法律责任来说，企业环境道德

责任具有选择上的两难性。因为在道德选择中存在着最大的善和最小的恶，企

业做出的道德抉择，常常不可能是绝对地和一目了然地正确或错误，这就需要

贪业管理人员在综合考虑其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基础f=来决定何者优先——足

选择娥人的辫还嫩选择最小的悲。如果企业能够由道德上的“他律”上升为“自

律”——道德责任的内化，那么作为道德自律性最集中体现的道德良心将起着

重要的“内心道德法庭”的作用，约束着道德主体的行为，从而保证企业责任

与规范性企业活动的一致，企业公共义务和企业责任的一致，共同服务于企业

环境责任的实现；如果说企业考虑环境经济责任和环境法律责任，这都含有为

已私利的话，J酊履行环境道德责任，就是一种“由自爱而产生的对他人的爱．

是人类道德的lE义的本原”。”那么，企业环境道德责任的实现与企业环境经济

责任、法律贸fE将得到摄大的统一。

1．2．4企业环境责任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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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企业环境责任的各个层次。是为了更好地践履企业环境责任的各个环

节，以保证行为的有效性和最大利益。简单来说，企业的类型可以分为生产型

企业和销售型企业两种。考虑生产型企业的环境责任，它的环节涉及到企业从

诞生到产品出厂的全过程。销售型企业，其环节主要就是从产品的包装到销售

的全过程。下面我们具体来分析两类企业各个环节的环境责任问题。

(一)生产型企业 、

考虑生产型企业，首先必须考察的第一个环节就是企业的产生。企业的产

生过程承担环境责任就是要求企业做到“生产前的防范”，也就是说企业在选定

地理位置、修建厂房和宿舍之前，应当根据企业的性质与特点及自身意识考虑

到企业的这些行为及企业今后的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对本地区的居民和环境所造

成的影响或危害性，企业要尽自己所能在施工和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把影响和

危害降到最低点。企业生产前的防范，使企业与公众和自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它不仅仅是要求企业对它周围的事物和人加以考虑，更是企业本身自身利益实

现的基础。

在产品的生产环节，生产型企业由于具有采购的原材料及零部件面大而广

等特点，凶此企业应该注崽到生产中的伦剧目趔，即婴求企业小但蜚考虑如何

使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减少废气和废物等污染物的排放，

而且企业生产的产品更应符合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应当有益于生态资源和环境

的保护。
‘

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一般都会注意到节约利用资源，并按照消费者的

需求进行生产，却有可能忽视生态资源和环境的保护。近年来。许多房地产商

竟相建造高档别墅以求获取暴利，结果导致豪华别墅生产过剩，造成社会土地

资源的大量浪费。有数据显示，在美国，平均每个公民消耗9．6公顷土地，加

拿大每个公民消耗7．2公顷，欧盟国家每个公民消耗4．5公顷，而这～数据

远远高于地球的平均数1．4公顷的水平。再比如，造纸行业，它是一个产量大、

用水多、污染严重的轻工业，造纸工业的废水若未经不效处理而排入江河I}1，

废水中的有机物质发酵、氧化、分解，消耗水是的氧气，使鱼类、贝类等水生

生物缺氧致死。造纸废水使河水浊黑、恶臭，水革不尘：，鱼虾灭迹，蚊蝇丛生，

蛆虫遍地，严重威胁沿岸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痢疾、肠炎、疥疮等疾病盛行，

同时，还不利于农田灌溉和人畜饮水。企业尽管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润，却损

害了自然和他人的利茄。因此，要求企业产品生产完以后，企业应对在这一!li

产过程r11产生的污染物羽l废物进行弭处理，iI々矗’．J一区及用边环境，剥U迅成的

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进行修复，改*环境状况：同时对产I讯使Jll J亓形成n0一：易

销毁和可能对环境及人的安全、健康造成危害的费品进行回收利J玎硐1技术处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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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废品乱弃对人的生产生活安全和环境带来不利和威胁。倡导建立阳光经济，

以生念伦理思想指导企业进行生产，为企业主体更好地承担其环境责任所必须

制订的生产经营行为准则指明方向。

(二)销售型企业

对于销售型企业来说，承担环境责任的环节比较复杂，但总体说来，就是

要求企业销售的产品，无论是从消费者消费的数量还是消费的质量来说，都不

能够对自然和人类造成危害。按照199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看法，就是建立

“可持续消赞”。它在{n--I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索》中提出，可持续消费是“提供

服务以及相关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塾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

有毒材料的使用量减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最少，

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要做到可持续性消费，销售型企业必须注意以下环

节：

』e‘，从J。d6的包装环节米钉，为J’J。^^flqlff,缘，岬I J’鄢提倡注重包装，，

这无可非议，但是现在产品的包装问题却引起了我们广大的关注。销售型企业

为J’史盯的负现广。．仙利益的最终扶列，A,I‘J”-锗进行粘荚的乜装，fn过度包装消

费问题却也随之而生。据相关部门统计，单是北京市每年产生的近300万吨垃

圾中，各种商品的包装物就约有83万吨，其中60万吨为可减少的过度包装物。

在全国每年的城市凰体废物中，包装物占到了30％。全国每年平均生产衬衫12

亿件，包装盒用纸量就达24万吨，相当于砍掉了168万棵碗口粗的树。每生产

1000万个纸盒月饼，包装耗材就需砍伐1100棵到600棵直径在10厘米以上的

树木。过度包装己经对环境保护构成威胁，同时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而消

费者需要的只是产品本身，不是只具有一次性使用价值的包装．销售型企业应

该树立绿色包装意识。同时，由于包装的精美而使得价格高昂的产品，在市场

上也会出现“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情形，这似乎与伦理道德无关，但企业

鼓励这样的奢侈消费，与当前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是相悖的．是有损公众利

益的。

其二，在产品储备和运输过程巾，销售型企业应该注意到，第一，企业选

择产，锗时应注意市场容量、成长性、市场教育成本与企业实力、政策环境、竞

争空问和产．哺力等因素。储备的数量不能超过企业和市场的容量，销售型企业

如果盲目的储备产品，而不考虑市场的需求或者对市场需求f-占计失衡的话，将

造成人挝的产品积压，导致大量产品资源的无端浪费。笫二，部分有毒的化学

物质像氨‘℃，氨气与空气混合达到一定比例(15—25)I时，遇叨火会爆炸，与

硫酸和je他强有机酚聚合，会发生强烈过热反应和沸腾现象，不但对人体伤害，

还会腐蚀封!荆、橡胶制品等。氯气如粜进入¨硅内，会导致永久性伤害或失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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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气吸入呼吸道，可造成鼻发痒、咽发干、咳嗽，严重者呼吸困难、胸痈等，

因此，在储备的过程中，应该注意选择合适的地点，严禁储罐暂放置在院校、

医院、居民区和人口稠密的地方，以免对其他人造成伤害。在运输的过程中，

应该严格遵守运输规则，以免发生意外事故，给自然和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

失。

其三，在广告宣传过程中，20世纪30年代就致力于研究“消费伦理”问

题的马尔科姆柏；利指出，不顾神圣性的新消费伦理在20年代末被广告所控制，

它大肆鼓吹的是得过且过、享乐主义、自我表现、美的身体、异教主义、逃避

社会义务、向往遥远国度的异域风情、培养生活情趣，使生活具有独特的格调。

“通过广告、大众传媒和商品展陈技巧，消费文化动摇了原来商品的使用或产

品意义的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影像与记号，全面激发人们广泛的感觉联想和欲

望”，以至消费者们感到，“消费不太像是自我的满足，而更像是令人愉快地艘

行社会责任””这是⋯种扭Ⅱ{l的了消费道德观、价值观，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人

们陶醉1：满足感宵刺激的过度消费，向}r外夼的物质；声爱，而忘却精钟的=}r{求．，

销售型企业这样的营销手段和策略，故意模糊、夸大、歪曲的表达，直接误导

了消费者，它虽然可以使氽业获得短期的丰厚效薷，却也增加了消赞寻辛对食、№

的不信任，也必然使得有限的物质资源难以满足人们非理性的消费需求。

1．3企业环境责任问题的根源

探讨企业环境责任问题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使企业认识到作为团体的

个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的重要性，摆脱由于人类对自然的索取与奉献的分离，利

用与回报的割裂而使人类陷入的生存环境恶化、社会矛盾激化这个困境，实现

环境公正。至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企业是否要承担环境责

任，企业是否有环境责任，仍然没有一致的意见，其原因既有包括因科学技术

水准的落后等导致企业根本无法承担环境责任的客观原因外，也存在企业盲目

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过量开采资源等主观原因。在前文对企业环境责任内涵和层

次及环节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企业环境责任问题的根源主要是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1．3．1认识根源

认识根源上的错误主要表现为：

(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当认识

企业不仅仅足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组织，它电像人一样，具有特7巾0

性格、质量、风度、阶层，同时企业电是人的企业，经营主体是人，管理的对

象是人，服务的目标是人，优劣的评价还是由人进行。企业与自然的关系，也

就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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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羿的关系”。”人与自然有怎样的和谐关系，

人类社会就其有怎样的和谐度。事实证明，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上，我们

从来都是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原始社会人类对自然是采取获得性的转化利用

方式，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破坏足微小的．容易被自然的自我恢复能力所抵消；

农业社会则采取改造性的转化利用方式，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是局限性的；

而：r业社会走向了掠夺性的转化利用方式，这种方式为了人类的生存全然忽视

了自然的生存。自然在个人和企业面前，只是满足自己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

之母，是个人和企业赢利的基础，没有把回报自然作为企业生产中的一个环节，

作为企业的一种责任。而是一味的想尽办法使企业的成本外溢——企业利用自

然资源进行生产，从中产生的废气废物等污染物均由自然环境无偿地承担下来，

即由社会、人类未来承担下来，而这本应该由企业来承担，使收益内化——企

业由于没有承担消耗自己的废气废物等污染物的成本，由生产所带来的利益没

有减去这部分的成本而伞部被介qk照单接受了。从这样的动机fj=l发，企、fp经营

者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降低成本，获取更多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显然这

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当认识。尽管企业追求利润，这是一种合理的功利主义

的价值取向，但是，“企业和政府一样，企业、公司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起着重要

的作用，对环境也有着重大的影响：一种伦理如栗不能深入企业，就只会形同

虚设。”“企业如果只是一味地征服自然，一味地向自然索取，且认为人类似乎

已经达到控制自然、主宰自然的地位，向自然索取是天然的权利，而无需向自

然咽报的话，那么在改造自然、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电是在透支着自

己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空间。

(2)对各种利益关系的不当理解

前先，不能jE确认识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经济效益之问的正相关系。

企业活动对自然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尤其是现代工业的大力发腠

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危害了公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和

谐发展。“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保责任参与和经济效益之间存在一种正

相关的关系。订三相关的逻辑基础足社会参与为企业提供了大量利润，足以补偿

其付⋯的成本。”“ 也就是说虽然企业为承担环境责任付出一定的资金，但这

些社会性的活动参与可帮助企业发现一些问题，寻找出最佳的生产模式，并在

社会l：树立良好形象，赢得声誉。这是一笔难得的财富。所以，企业应摆『F经

济效益与环境责任的位霞，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以求得更大的发展。

』C次，没能正确处理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企业经营行为的非道德tI：并jm源1j邪恶的目的，其根本原因只不过是经

f￡有为了款l瞰收益而忽视了典行为可能造成的利-种后果。”23即企业没有或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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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地履行环境责任并不是出于什么不好的动机，而是在～味追求利润最大化

的情况下忽略了它。当然这并不是企业回避环境责任的原凶，企业小想承担环

境责任的真正原因是担心为此付出无止境的资金，员工利益和企业整体利益也

就无法实现。表面看来，企业是为了追求员工及企业的最大利益而忽略了外部

整体利益，实际上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也根本不可能保障员工的最大利益，因为

企业不当生产方式可能使员工处于不安全或不健康的生产与生活环境之下，且

污染环境，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企业在如此内外不利的形势下局部利益都实

现不了，更不用说整体利益。同样，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急功近利，滥采、滥

用资源，大量排放污染物和废物，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导致生态环境逐渐失衡，

影响了环境状况和企业的形象，阻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ifii进步，

使企业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严正对抗。因此，企业应

在增进宏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情况下提高自身的经济利益，既看到企业局

部利益，又注重社会乃至世界的整体利益；既看到企业当前利益，又注重企j峨

社会以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

(3)环境责任意识不明确。

耶境负任意议，楚指作为主体的人刈生存发腱讣境j南求应自自觉认定，赴

人所特有的，人利用环境活动的反映。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是自然界的～部

分”，个体在依赖、利用自然环境的过程中生存发展。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作

为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受制于自然到逐渐成为自然的

主人，主体意识得以不断提高，“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

然规律，学会⋯⋯”’显然，环境责任意识是主休意识的不断升华的结果，是社

会意识进步的体现。企业的环境责任意识，就是要求企业意识到，在利用自然

资源进行生产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减少和杜绝环境污

染，切实保护社会环境的持续存在和再生产的责任。

现今，一些企业对为什么要承担环境责任及承担怎样的环境责任尚不明确，

长期以来一直被动地承担着环境责任，根本不知道如何主动、积极地去承担环

境责任。通用汽车公司的著名经理威尔逊(c．E．wilSOn)有旬名言：“做对通

用汽车公司有利的事，就是做对国家有利的事。”从环境责任的角度来看，这句

话的错误是很明显的。同样，在中国，在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针引

导下，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考虑的最多的是如何使经济指标有更大的增长，

在对综合国力的评价中，忽视了人们行为对环境承载力的影响这个指标，绿色

GDP的提出，无疑是对过去缺乏环境责任意识的重新思考。企业剥环境和社会

的责任意识，是企业能否在社会上立足的前提条件；企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和

投入，是向社会表明企业的需求和公众内心需要的一致性。只有这样，企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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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被公众和社会所接受。雨者，作为人类意识的一个方面，环境意识同样决定

于客观实在，随着生态环境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并能动地作用于客观存在的生态

王{：境。因此，只有更好地加强环境责任感和环境意识的培养，才能更好地实现

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3．2制度根源

(1)政策法律制度的不健全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在对企业环境责任的立法上。从立法的

数量、质量与经济的发展要求来看，都还存有很大差距，是不完善的。

目前在我国，对企业环境责任的界定还只是道义上的软约束，没有政策与

法律j：明确的硬规范，企业的环境管理体系还有待逐步完善。我国目前关于防

污、排污、监管等等方面的外在法律规定虽然有相当一部分，比如环境监测的

相关法律条文有《全国环境监测管理条例》、《环境保护设施峻工验收监测办法》、

《。l：qp污染源临测管理办法(暂行>》、《污染源jl{i测臀理办法》等等；环境龄理

的相关法律条文有《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环境监理工作暂行办法》等等；

排污收费的相关法律条文有《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等等；

蚪侏料技的斗||哭法律条文柏_《中华人比≥￡州幽叫i境{粜护标准管理办法》、《国家

环境保护最佳实用技术推广管理办法》、《环境工程设计证书管理办法》等等；

但环境法律制度体系也存着许多问题，如：环境立法理念的偏差与专门环境公

共危机法律的缺位，各个污染防治和资源保护法中环境公共危机法律制度的不

可操作性和阶段局限性，现行环境法律制度体系的非连贯性以及具体制度贫乏

等。”使得企业在制度法律体系还不健全，外部经济制度又不合理的情况下，企

业也有可能躲避政策法规的约束和制裁，难免会损害他人及社会的利益。

因此，要求企业内部必须也制定相应的环境规章制度，比如，业务行为准

则(国际商艏机器公司)；道德伦理与企业管理(雅高国际酒店集团)；热情服

务(法固保险总公司)；十页注意(雷诺汽车公司)；优秀宪章(法固软件服务

组织)；行动准则(拉法热建材公司、罗纳一普朗克化学医药公司、埃尔夫石油

公司)；十项价值准则(布伊格建筑公司)等等，这些准则都有其法律内涵，但

足从令球化和r日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来看，仅仅是在少数发达国家如美国、日

本、法圈等的企业内部具备这些不完善的规章制度是不够的，而且企业是否具

备完普的法律规章制度，起决定作用的也许是企业规模的大小，举例来说，在

法阳，龛业越大，制定道德伦理规范比例娃三越高：20％的小企业没有任何道德伦

理文什．而大企业只：ff 5．17％没有。这就必然陬N．JI+它小型企业环境责任的承

担。冈此，无论足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有责任和义务完善已有制度法规，

建立⋯些新制度、新法律，以保证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制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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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德、舆论监督体系的不完善

在企业的经济行为过程当中，企业不仪仅是“经济人”和“社会人”，也是

“道德人”，企业能够认识到竞争机制、价格机制的重要作用，但不一定能够认

识到道德和社会舆论的作用。人们常说，法律是强制的道德，道德是柔性的法

律，道德作为一种软调节方式“是有其反映现实社会状况及预测其历史趋势的

认识功能的。它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反映)，虽然是征兆性的和轮廓性的，不如

科学的认识明晰、精确、严谨，但总可以为科学理论的探索提供广泛的信息和

可靠的线索”，“它从现实利益关系的角度，特别是现实生活中个人对待社会整

体利益和其它个人利益的态度的角度，去调节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

系”。”涉及社会整体利益和他人利益态度的关系和活动，都属于道德认识和调

节功能的范围。企业的经济行为必然是一种涉及社会整体和他人利益的行为，

只有把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硬调节”，与伦理道德这一理性杠杆的“软调节”

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合力”，才能真正地优化资源配置，使市场经济健康

有序地发展。”因此，对企业进行道德监督(或企业自身的道德监督)是必需的。

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时对企业进行道德监督，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履行其社会职责，

自利于企业更好地实现经济效益，协调企业与个人、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外保

运动的兴起正好表明了企业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即从追求经济增长转为追

求环境、社会、经济目标有机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道德、舆论监督体系

的完善。

第2章企业环境责任的伦理意蕴

通过对企业环境问题的认识，以及刘’色的内涌、层次及环：侮和根源的分析，

对企业环境责任问题是否要进行伦理上的考虑，显然是肯定的。但要饮企业真

正认识到环境责任，履行环境责任，还需要加以更为理性的分析。前丽的认识

很大程度上只表明了一个直观的、经验的事实，尽管它们是“正确的东西”。然

而，“单纯正确的东西还不是真实的东西”。”下面，还要进一步确证企业环境责

任的伦理意蕴。

2．1环境责任前提的伦理分析

2．1．1责任的伦理意蕴

责任一词含义深远，运用广泛，既常见于生活，又是法学的～个重要概念．

更是伦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问题。责任是指由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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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包括作为人的资格和作为某种特定角色的资格)所赋予，并与此相适应

的从班某些活动、完成某些任务以及承担相应后果的法律的和道德的要求。由

此可知责任包括两个层面，即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法律责任是由国家制定或

认可的，具有强制性，是～种硬性责任，谁违反了就注定要受到制裁；道德责

任则是在风俗习惯、社会舆论、公众生活逐渐约束形成，由人的良心帮助或督

促完成。法律责任规定了人类行为的底线伦理，而道德责任引导人们的思维意

识，催化人们的良心，提升人格魅力。现代社会的伦理是法律制度下的公共伦

理、家庭伦理和个人伦理的融合，“它设定了人们基本的道德责任与义务，划定

了社会的基准线，履行法律责任几乎就等同于履行道德责任，～‘不过，法律责

任只涉及到社会责任中的基本部分，而超越法律责任的区域仍然十分广阔。”9所

以除法律以外，责任亦需要道德的引导，要逐渐培养责任意识的养成。同时，

责任的伦理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

m纠iI目ⅢJ瞳l't"J，应根掘ⅡJ代特点和尺体情况f{．jij谈侄选择。

2．1．2企业环境责任前提和基础的伦理分析

砭，R训l州r，就必须树立资仃意虬ff：境贞仃意识，足作为土体的人刈!f一

存发展环境需求应有自觉认定，足人所特彳『f『J，人利用环境活动的反映。企业

的生态伦理意识是企业的环境责任的前提。明确环保责任观及其与经济效益之

问的关系，建立、重塑、巩固生态伦理道德是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前提。长久

以来在传统观念引导下，企业置自身利益于最高，不顾社会利益，大肆掠夺开

发资源，浪赞资源，破坏资源的存在与再生条件，污染环境。导致这种后果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缺乏环境责任意识，未能认识到环境意识在企业经济

活动中的地位及其对企业经营理念的引导和制约作用。

传统观念认为企业惟一目标就是经济目标，追求最大利润，其它事宜无关

企业发展，搞环保工作只会降低企业经济效益，环境保护与追求利润是互相冲

突f内，建立所谓的生态伦理道德毫无必要，纯属浪费．这显然是不正当的也是

不公iE的，罗尔斯顿不厌其烦地为企业活动制订30条规则并加以详细阐述，目

的就足说明：有良知舶人类活动(包括企业活动)应当足这样一种活动——它

适应交适宜于(不管’岂在多大程度上发展了)大自然中一直存在着的那种前道

德性质的调“i'i机制；只有当我们从道德I：关注携个生态企业时，我们才能生活

得更好。”这些规则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企业作为生产活动的主体不但要

追求经济效益，而n要讲究生态效益，把企业事务与环境事务结合起来考虑，

明确n身资任，勇敢、积极地承担环境资任，为保护自然环境做贡献。

当今，经济的金球化和世界的经济一体化这样一个背景，使得国与围之问

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埔多，“绿色壁垒”出应运而生。绿色壁垒即环境贸易壁垒，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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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fl,以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由，通过制定严格的珂：境保j，t

制度和标准，对来自国外的产品及服务加以限制的贸易保护措施。就其实质而

言，是环境与贸易的兼容问题。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之问的贸易竞争和摩擦(中国与欧盟、美国的贸易争端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使得这个问题日益明显，企业为了应对这个壁垒，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

也必然要重视它存在的重大影响。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采用IS014000同际环境

标准管理体系．’对未获得此认}正的扔作单位，采取不与合作的态度，有的国家

甚至不许其进入该国市场，这就要求企业“产品在生产前、生产中、生产后，

以及商品的销信、使用、用后都要符合一定的环保标准，迫使各个从事贸易的

主体以环境理念为指导思想、强化环境保护意识，以环境标准为行为要求来jF

展活动。”31从而引导企业经营理念的确立，以保证企业正常的生产和参与市场

竞争。

2．2企业环境责任的矛盾分析

列道德价值、道德与经济关系的认谚{，。‘盥以来，人们存庄糟谈I鼍： 山

面，由于道德是一种精神产品的精神力量，往往把它仅仅归结为是用来满足人

碲嚏L会的糨神需求，j{具宵精训t价仇，训啊^小到它的经济价值；，j 山Ii|I，

由于道德具有利他性，经济具有趋利性，因此把道德与经济、道德与生产力对

立起来，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要求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必然在企业追求利润

和承担责任之间产生矛盾，有人会说，追求利润会导致责任感的松懈，也有人

会认为，利润必须与面向集体的责任联系起来，但弱者难以兼顾，之所以产生

这些不同的认识，根本原因在于对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的不明确。

2．2．1道德的调控力、支撵力——道德、道德行为的经济分析

一定的经济行为都需要某种经济制度的支撑，而每一种经济铝l度都有相应

的道德观念和法制基础。现代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快速运行，市场经济体制

有其道德基fi}|：，道德可以发挥其作用楞促食、Ik狸经济运行巾按道义行目}。jjf领

企业走上强大，促进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完善。

“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一种道德经济。～‘市场经济之所以能起道德作川，是

因为它能够说服经济人遵守或同意那些能够产生预期行为的准则或制度。””也

就是说，市场主体要想在市场经济中自由、健康成长，必须自觉遵循一些道德

原则，不做违背道德之事。来看看道德在经济方面的作用：

酋先，道德可以促进调整和完善经济制度。

道德与市场经济看似对立，水火不容，f}!实际并非如此，二者是相!E促进、

相互激励成长的良好动因，二者有一定的悖论关系。自市场经济出现至今，经

历了产生、发展、逐渐成熟的过程，虽然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推动其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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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不词小视道德的作用。最初的市场经济是比较随意、自由且紊乱的，随着

政府的干预和人们不断地规范，1_i：『场经济才不会偏离轨道而正确运行。道德贬

斥不合理、非法与邪恶，褒扬先进、正义与善，在经济领域中通过一定方式实

现奖励与惩罚，达到教育的目的，并要求人们把这些道德要求转化为自身发展

的内涵与动力，逐渐实现个人自律。随着个人行为逐渐道德化，市场秩序也慢

慢规范起来，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也日益健全、发展起来。

其次，道德要求人们端正作风，确立正确的价值观．不断提高自身道德素

质，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在企业基本的责任

中应该包括两类，即企业用良心、义务自我规定的内在化的自律性责任和用契

约、法规和制度规定的外在化的他律性责任。自律性的责任要求企业具有高度

道德自觉性，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和属于人群集合体的企业组织难以获得如此的

道德按体意志。但用契约、法规和制度规定的外在化的他律性责任，既有法律

强制n0意义，义』I自道德约球的意义，通德山内、山外州l“剡刎激励蓉人们，

鞭策着人们不断前进：内在的良心引导人们成为心存善念，有良心、讲道德的

人；外沸的吼论监韬橱促企业为人处‘Jf翌符仑社会利毓。使企业n：矾处理蚵挫

体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实现资源共享与

合理眦置，促进人际关系的l皂化、￡j然列：境的绿化及社会的雨l谐化。

第三，道德可帮助企业增强竞争力和战斗力。提高经济效益。

以前谈论企业、谈及经济总是远离道德，认为效益与道德是相背而行的，

其实不然。企qk在其一系列行为中只要自觉遵守道德原则，就可以收到极好的

效应：尊重人性的管理可改善员工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使企业内部形成

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氛围，有利于员工们积极、热情的工作态度的形成和凝

聚力的提升，使企业能为人们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更完美的服务，提高整个企

业的竞争力和战斗力；企业还可通过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树立良好形象，提高社

会知名度，打造企业品牌，实现经济效益增收。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i eum)；奔驰汽车集团(Daimier Benz)；国民西斯特银行(Natwest)；诺

和诺德(Novo Nordisk)；瑞士银行(SwiSS Bank Corporation)：施乐公司

(Xeron)：3M公司等，因为在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表现褥积极，并承担责

fE，其山于表现出的可持续发展的形象就获取了大量的利润。

“1lf场经济既足法制经济，又是伦理经济。””它既需要法制的约束，又需

要道德旧引导。道德通过人们内心的信念和社会舆论阻止不道德行为的发生，

发挥』e袱防作用。道德对经济发展而言足一种成本较低的推动力。那么经由道

德0I导的道德行为又有什么样的经济意义与经济价值呢?在明确这个问题之前

先了解一下道德行为的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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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行为是一种基于自觉意识而自愿自主做出的行为，与他人、社会利益

有密切的关系且受他们的影响，是自主意识的结果。理解道德行为必须把它与

非道德行为、不道德行为区分开来。就拿企业排污来说，道德行为即指节约资

源，清洁生产，按法律、法规的规定治污、排污，自主爱护、保护环境，自觉

参与保护环境的公益活动；非道德行为则指非自觉或被迫按规定治污、排污，

不主动关心环保责任，不积极参与环保性的公益活动；不道德行为则指非法排

污，摊放物污染了环境且影响、威胁了他人生产生活的健康和公共安全。“市场

经济道德还表现为资本增殖到一定的程度，其进一步的增殖，需要卣对自然的

掠夺和破坏转移到与自然的协调相处上来。””道德行为有其特殊的经济意义与

价值。表面看来，道德行为的实施似乎失去了金钱或利益，引起与此相关的不

佳心理感受；非道德行为与不道德行为赢得了金钱或利益，带来了愉悦、满足

的感觉。其实不然，非道德行为与不道德行为得到的只是短期利益，或许它的

长远利益还不知在何方，也或许它再也没有机会获取长远利益，因为它已偏离

正常轨道。人们之印i以选择道德行为，抵捌。’定的经济诱惑并承受相应n0心理

压力，是因为从道德行为中他们获取了更大程度上的满足，足以慰藉个人的心

灵。，道德行为不仪足付iJi，更足收获。“道德’j经济的致性1：仅发现为道德刈

社会和他人利益的维护，而且表现为社会也必须保障道德实践者的利益，尽管

道德在本质上是一种做好事两不求回报的崇高感情体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

断社会进步，社会加大7对道德行为的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激发更多的人及

人们更多地选择道德行为。这可谓是道德的培育资金。“正是在这个道德意义上，

道德是经济的，不仅在个人的意义上，而且在社会的意义道德实践者的物质和

精神所得一定要大于他们的所失。”35就这个意义而言，道德行为带给行为者的

是长远的、不可限量的能源与动力。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道德行为，正是基于

此而采取的行为。

2．2．2道德的实现——企业经济行为的道德分析

市场交易活动是-Tep契约化的活动，契约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契约的双方都

互相遵守契约的规则这个前提下的。亚当·斯密假设的“经济人”在交易的活

动中，是以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为原则，在此基础上，必然会由于这个原则

使契约的制订和履行往往带入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此时，为了契约的有效履

行，我们可能会想到法律的强制作用，但是法律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完备，人

们常说，有一百条法律，也就有一百零一个空子，在人们互订契约的时候，也

就存有钻法律空予的侥幸心理。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制的强制作用也显得惨白。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使契约双方不去考虑除法律和契约规则之外的东

西，而去获得利益的最大化。那就是当代德国伦理学家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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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按照亚当·斯密的善意的理解和根据曼德维尔的玩世不恭的形式，无形

的手和无道德的市场模式只能在十分有限的三种条件下适用。即当供求双方数

量都很高，所有环节都适应不产生费用和时间上的损失时，当通过合同达成的

协议无代价地(即没有交易成本)遵守和实施的时候，无形的手在完全自私自

利的动机下，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自私的追求通过市

场这只无形的手才能转化为有益于社会的市场结果。只有在这些条件下，伦理

学和道德行为在市场中才显得多余了，因为社会协调和公共幸福没有伦理学的

繁琐的过分要求也会产生。””但是迄今为止，现实的市场经济状态也没有出现

过这样的情况。因此，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没有道德的经济行为是行不通的。

另外，依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经济行为与道德的关系，

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是经济利益与道德的关系，二者是对立统

一的关系。也就是从理论上来说，企业经济行为也是具有道德性质的，而并非

f墟乌fJ。哪m企业行为姓⋯利I壬￡会行为，是。一种由企业发动的，指向消赞

者、社会、舟然而然的行为，是一种关系行为，这样一种行为自然会具有涉及

J e刈象的意义f：|L。就拿企业jj消赞茸之nU来说。顾客向企业支付购买价格，企

业理应向顾客提供与之相当的产品或服务。企业在此时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

他可以是一个忠实的对产品质量严格要求者，也可以是一个假冒伪劣商品的制

造商，而后者显然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是有悖伦理道德要求。企业遵守环境

道德责任，由于是合乎道德伦理的活动，其市场动作可能会更好。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企业作为“经济人”的同时，还是一个“道德人”，

他们之间既存在着对立、矛盾一面，也存在着统一的一面。没有“经济人”利

益的实现，“道德人”的地位得不到体现，同样，“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也离刁i开“道德人”的伦理支持。这样，企业承担其环境责任，也就具有了合

理的依据，体现了企业“经济人“和“道德人”统一。

2．3企业环境责任是伦理责任与责任伦理的有机结合

柏：短短的两三个世纪中，以人类为小心的工业文明得到迅猛发展，席卷世

外n0{吐个如落，刈：1今全球性帕叫：境污染和生态火衡有着4i可推卸的责任。企

业在』川-扮演J’重要角色。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我国全部污染的百分之七、

八十来自工矿企业，企业必须承担消除环境污染、保护环境、改造和美化环境

的义务与责任。企业环境责任的提出并逐渐张显正源于此。它要求企业在追求

利润破人化的同时还应担负的保护环境的义务，并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也

正灶柏：此意义l：，伦理责任又增添了对未来人类的责任和对自然的责任两个新

维度。

“企业的伦理责任是指企业在经营活动巾，在谋取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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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确地处理国家、社会的利益、他人的利益、整个人类生存环境及予孙后代

的长远利益。””企业伦理责任以承担社会责任为本质要求，以保护环境为恭木

要求，以依法纳税、提供安全且环保的产品和保障员工最低生产条件为底线。

目前，企业伦理责任可说是以法律来保障实施的。它所采用的道德标准是公众

所持有的道德的标准缩影。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社会、个人逐渐把

人应遵循的法律和道德规范施加在企业身上，企业的公民的角色日益明显。就

企业的有意识行为来说，它们能够为‘其行为承担道德责任。因此，他们是道德

行为者。与其它道德行为者一样，企业同样不能伤害别的人或组织。也就是说，

企业负有不造成伤害的责任与义务。如果企业行为造成污染且污染造成了伤害，

那么就可从道德方面向企业提出不能再造成污染的要求。这是一种道德义务和

道义上的要求，企业必须承担这项责任。企业主要的道德责任就在于此，即不

对任何受其行为影响的个人和组织造成伤害。

企业伦理责任具有人文性、社会性和生态性的特点。依据企业伦理责任的

定义方式我们明知，企业环境伦理责任指的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在追求

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合理地利用资源，爱护自然，保护自然。企业环境伦理责

任既佛j二企业伦理贵任的本质之LI一，义与企业伦理资任的底线柏关联，’岂婴求

企业树立环境伦理意识，自觉遵守各项法律法规，以环境伦理准则为行事标准

抓生产、促开发，研发新产品、新能源。从企业环境伦理责任的涵义和具体要

求中可发现，它不仅强调行为后，而且也注重行为前；它不仅表现为对行为后

果的自觉承担，而且更突出地要求行为前和行为中的正确态度与自觉意识。也

就是说，企业环境伦理责任不只是看到行为的后果，同时注重行为本身是否适

合，是否符合道义，它主张动机与效果的完美结合。这正是企业环境伦理的根

本要求。

一系列责任问题，如社会责任、全球责任、企业责任、政府责任等等，引

发的伦理学广泛而深切的关注，促使“责任伦理”的形成——一种与“信念伦

理”相对立的价值立场。这是对传统伦理学的突破，是对传统的德性论和近代

的权利论、目的论伦理学的反思与延伸。

企业承担的环境责任可说是～种责任伦理，是环境伦理的一个角色组成，

它强调的是现在责任、未来责任和共同责任，强调对后果的负责，体现了企业

作为法人、组织的系列原则和要求。“企业缺乏人所具有的内在特性，引此，它

们的{亍为(而不是动机)是其道德评价的合适目标。”“即使它们不是道德人，

但是却具有了接受道德评价的道德身份。”39一前，对责任伦理比较普遍的观点

是：关于行为过程整体的伦理，是包括事前、目}t|1、习}后，或者行为的决策，

执行、后果的全过私伦理，责任之所以成为心川伦耻学的核心范畴，还幽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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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刚范围非常富有弹性，具备更人的解释度。责任伦理强调功利目的的合理

性，主体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一种能把握后果的行为手段的选择，

并要求行动者义无反顾地对后果承担责任。它关注的是行动后果的价值与意义，

但又不以结果定菩恶。责任伦理要求人们依据自己所有的知识，倚重其道德修

养，充分考虑行为的手段，预见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考察二者之间的关联性，

并勇于承担完全的责任。它强调对后果的自觉，这可弥孙单纯的人类现性的不

足．增强社会活动参与者的道德责任感，以道德的自觉帮助消解人类行为的某

些不自觉。-

责任伦理它意I睐着一种敢于承担自己命运的自我担当精神，并为此付出自

己全部的努力，展现自我精神。但耍申明的是，有时某个行为后果的承担是一

个人的能力及他(她)的努力所不能补偿并及时缓解的。即一个人作为对此是微

不足道的，这时就要发挥团队的作用、社会的作用乃至整个世界的力量。环保

行，幽lI：址这么种需要全世界人K联台起米保护坪境的人型共I司jj功。责任伦

理有时过于强调对行为后果的承担和目标评价，会导致主体理想的淡化、心理

们恐雠‘，i不稳j七、进l仅精神的减弱乃至逐渐消火，造j茂J,．．ffJ活力与亮争JJfl"J减

弱，积极性消退。因此，虽然责任伦理“具有鲜明的此岸性”，但它“所暗含的

是一种‘入世性’的思考方式，它在实质上否认了彼岸的神圣价值实现的存在

地位，认为’E活价值逼供能由现世的个体米自我创造和负责。”“当前，全球范

围的自然资源不断匮乏，生态危机不断加剧，这都要求我们“将塑造承担责任

的伦理精神与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并籍以大力推进伦理精神的形

成和完善“。即社会各成员均因按其角色履行保护环境的责任。这也是责任伦理

深藏的内涵之一。“环境伦理学应是有能力的，存在着的人(主体)，对无能力

的自然(客体)和未来世纪(尚来实现的主体)的责任伦理，保护环境就是我

们为丫未来lH=代丽对自然负责。”“作为一利·社会伦理，资任伦理既是连结个体

道德与社会公共道德、及社会法律体系的纽带，又是连结道德形而上学与实践

性规范的纽带。企业责任伦理可更好地体现企业的联系、宣传、教育作用。责

任伦理相：Ji!Il实社会中的作用仍待塑造与挖掘，而且责任伦理建设的立足点依然

是个体f|勺内在约束，加上责任伦理一经产生就带着天然弊病，故企业环境责任

不单坼咀一种责任伦理实现，还应加上伦理责任，弥补责任伦理的不足，追求

企业伦理☆fE与企业贵任伦理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履行企业环境责任。

第3章企业环境责任伦理考量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罗尔斯·顷仡乐认人类rII心沦利门然I|I心}^对企业道德选择有其合理性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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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按照人本主义生态伦理的理念，制订了乡村准则、阳光准则等十条，按

照自然主义伦理准则制订了可逆性准则、多样性准则等十条，考虑到企业事务

与环境事务中的伦理问题的复杂性，结合前丽二十条又提出了“不推委准则”

“不装门面准则”等十条，他不厌其烦地为企业活动制订30条规则，并对各条

规则具以详细的阐述，其目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希望企业能够从价值角度认

识到承担道德责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就是从实践角度证实企业遵循

生态伦理道德规范的迫在眉睫。接下来，从价值层面和实践层面对企业环境责

任的践履进行分析。

3．1价值层面

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重要的

是价值取向闯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强有力的政治、经

济和法律手段，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启迪人们的道德意识，要求企

jlk承担环境责任，就必然要使企业认识到环境责任在价值上的合理性。

3．1．1企业环境责任的价值合理性

一个问题的提出，一种理论的产生形成必然有其合理性及其时代价值，企

业耶境责任问题的提出及相关理论的产生和逐渐形成电有一定的合理性，』e合

理性表现在：

(1)为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着想，即符合企业自身的利益和准则。企业

考虑环境道德责任问题，并不全是外在压力的被动行为，更是因其自身利蔬的

需要而做的自觉选择。水，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但是在我国，因为缺水，每年工业总产值约有2000亿元的损失；因为缺水，每

年农业总产值约有1600亿元的损失，据水利部最新统计显示，2003年巾国万

元GDP用水量为465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全国工业万元增加值用

水量是发达国家的5～10倍，水的重复利用率为50％，而发达国家已达85％，在

《蓝金——向窃取世界水资源的公司宣战》一二饽巾，曾抨击生产一吨钢材需要

消费16吨清洁水。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大约有48个国家的14亿人口将在2025

年之前经历严重的水资源危机。没有了自然资源，企业没有了生产原材料，没

有了利润，氽业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绿色经济”、“绿色食·"’

已经成为人们共同的追求，企业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必然根据市场的需求制

定生产的目标进行生产，而绿色经济，绿色食品最基本的方面就是要求企业在

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注重保护环境，注意避免资源的浪费，要求企业承担环

境责任等其它社会责任。

(2)为人类共同利益着想，符合全球生存的利益和准则。企业环境责任起

源于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而且大多的环境问题是由．1：』k性质的凳业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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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它们的排放足否合法合章都会对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由于多年积累，

日前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已达历史上最严峻的状况，人们不得不慎重考虑环境

与资Nfr,J 6d题，企业环境责任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外被迫切地提上议班日

程，使人们对二战后经济的“连续增长“提}l{质疑，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报告

《增长的极限》最早反映了这种情形，也最早表达了可持续发展的愿望。截止

到1997年中期：全球已有150多个国家建立了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国家委员会

或协调机构，74个国家向联合国递交了执行(21世纪议程》的国家报告，2000

多个地方制定了地方21世纪议程，充分显示了在面对环境与发展这对矛盾面

前，人类一致的共同的利益表达．即“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问

的和谐””，为人类共同利益着想。另外，可持续发展理念之所以能够得到全球

发达围家年fJ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响应，是因为它重新审视了当代人在利用资源、

保护环境上的矛盾，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发展和生存的代际矛盾，要求人类

lU虬代代均能“、r等发腱机会从m绵五!E／fi绝，足顺应州代m提出的，自1典历史

性和正当性，是具紧迫感的责任。

迎过眦J’分折，我们知道，企』1：．011 H!没仃了n乙的利益，它就没：“‘了存在

的理}11；同样，企业如果没有了社会共同的利益．亦不具备生存的空间。企业

“只有从价值判断上摆正了企业与环境的位置，在企业与环境之间建立起一种

和谐的伦理情谊关系，企业才会从内心深处尊重和热爱环境，只有在这种尊重

和热爱的基础上，威胁着人类乃至地球自身的生存环境危机和生态才能从根本

上得到解决。”“企业和社会才能有长远的发展。

3．1．2自然的内在价值

大自然具有的价值并不是一般意义的价值，而是某种深远、特殊的价值。

(1)大自然具有孕育生命、进化生命和延续生命的价值。大自然是人类及

j￡它有机物和无机物产生的外部条件，它孕育生命，培育新生儿，给生命的发

展、延续提供不竭的源泉与动力。“大自然是一个进化的生态系统，人类只是一

个后来的JJll入者；地球生态系统的主要价值，(good)在人类出视以前早已各就

其位。大自然是一个客观的价值承载者。人只不过是利用和花费了自然所给予

的价他而已。““的确，企业作为自然问接孕育的“生命”，在享受自然提供给我

们的资源的权利同时，同样也应该承掘起孕育生命、进化生命和延续生命的责

任。食业婴承担孕育生命、进化生命和延续生命的责任，最基本的要求是企业

不能破坏自然的生态系统，使之按照生物界、自然界的规律难常运行，也得以

使企业E}身fFJ,和J益得到实现，亦足自然经济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

(2)火f1然具有促进,15幸111健康，积淀文化、启迪文化、传承文化、发扬文

化n勺，出经济价f|!f。人自然除了给人类提供生产、生活数据的来源的经济价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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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给我们以更深刻的精神享受。，她可帮助调整人的心态，愉悦心情，锻炼

坚毅而平和的性情，修身养性，与大自然的接触有助于我们的精神健康。蔚蘸

的天窆、消新的空气、丰宿的资源、俊秀的Ih林、l{‘甜的泉水、雨后的彩虹、

一个生机盎然的自然，令我们浮想联翩、心旷神怡。工业的废水、废气、废渣、

和环境破坏导致的酸雨等污染却时刻影响我们的身心、影响我们的健康，企业

保护环境责任的同时，实际上也就是在保护我们的精神健康。并且，大自然还

具有传承文化的价值，“文化是为应付自然而发展出来的，但它也是从自然r11发

展出来的。”“大自然记载了人类发展的历程，留一F了人类成长的痕迹。人们可从

其中探索自然与社会的奥秘，追寻前人的历史轨迹，形成文化的积累材料，并经

由后人的锤炼及自然的印证传承文化，并逐渐发扬光太。我国最大的青藏高原

泥炭沼泽湿地，曾因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传奇故事，而闻名于世。

然而，今天的湿地，由于市场对木材的大量需求，导致人为的乱砍乱伐，森林

涵养沼泽的功能减退，水位下降，植被减少，鼠类猖獗，即破坏了自然系统，

又影响了文化的传承。因此，任何人、任t心【织和机构郁没有理山4i担负起保

护自然的责任。

3．1．3企业召唤伦理精神

综合前文的分析，我们看出，企业需要伦理精神支撑，这不仅不违背介业

“经济人”的追求，而且与其自身利益相一致。那么企业最需要的伦理精神是

什么呢?显然，它包括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即责任和公平。从前的那种一谓向

自然索取，盲目的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不仅不符合企业追求长远利益的要求，

而且导致企业缺乏社会信誉和损害企业形象，阻碍企业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

世界经济～体化的今天，企业缺乏责任感，企业经营理念的落后，无序的竞争

和恶性竞争，不仅使企业难以与国际市场接轨，而且浪费大量的自然资源，同

时，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倾倒“工业垃圾”更使得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蔓延，

也降低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罗尔斯顿提倡的“已所不欲之风险，

勿施于人”，这才是企业真正履行责任的体现，而且能够自觉履行责任的企业剥‘

员工有正面的心理暗示作用。可强化员工的团队意识，激发进取拼搏精神，促使

员工鼓足干劲，形成～支强大而团结的队伍。同时企业的责任感和环保意识的外

显可帮助企业创造声势与声誉。巩固自身形缘，扩大企业知名度和信誉，彤成划

外竞争的强大优势，达到内外兼修的效果。

企业追求公平，并不是否定企业追求效率的原则。公平与效率，它们之问

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既相互对立和相互限制，又相互统一、相互促进。效

率是一个经济学范畴，是指资源的有效使用与有效配霞，但在经济领域内，任

何资源都是有限的，不同的资源只是有限供给的程度不同而已，因此效率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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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了伦理学的意义。也就是说，从企业按照一定的投入就会有一定的产出的

观点来看，不管投入多少，总会有一定的产出，于是我们就会思考：难道不管

生产⋯什么样的产品，都等于生产的有一定的效率吗?假定生产出来的东西是

对人健康有危害的、使环境遭受污染的产品，难道也说明生产有效率吗?”同时，

企业为了追求效率，还可能源源不断地向自然排放毒物、诱变剂和致癌物，这

不会损害相应f《J公共利益吗?这样看来，企业铝唤公平的伦理精神就成为了一

种!必然。

3．2实践层面

3．2．1企业角色新解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细胞．企业“经济人”角色长期被人们认同。随着经济

和社会的发展，企业的角色逐渐丰富，又增添了“社会人”的角色。即企业应

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后又冠之以“理性道德人”的身份，

即作为经济实体的同时，仓、fp也足一个j酋德实体，应该进行道德建设，这些都

充分显示r『人类对企业性质的逐步探索及对企业建设要求的不断提高。

近牲年的q：境污染与生态失衡又引发人们对仑qk形象与性质的新思索。，环

境在资料的堆积和学界对企业研究的深入基础上，企业又增添了一个新角色一

一“生态人”，即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节约资源，清洁生产，合理排污，保

护环境，r--1觉履行环境责任。

在各种观念的争论中．“企业公民”这样一个概念闯入人们的视野，根据美

国波士顿学院给企业公民的定义．企业公民是指一家公司将社会基本价值与日

常商业实践、运作羽i政策相整合的行为方式。全球CEO聚首的世界经济论坛认

为，企业公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好的公司治理和道德价值，主要包括遵守法

律、现存规则以及国际标准．防范腐败贿赂，包括道德行为准则问题，以及商

业原则问题：二是对人的责任，主要包括员：∞曼全计划、就业机会均等，反对

歧视、薪酬公平等等；三是对环境的责任，主要包括维护环境质量，使用清洁

能源，≯￡同戍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等；四是对社会发展的广义贡献，

主娑指，。义的划社会和经济福利的贡献，比如传播国际标准、向贫困社区提供

要素产品和服务，如水、能源、医药、教育和信息技术等，这些贡献在某些行

业可能成为企qk的核心战略的一部分，成为企业社会投资、慈善或者社区服务

行动的一部分。以上表明，作为企业公民，必须承担责任，以“绿色”出名的

桶特汽车，以“好公司”为标志的通用I【l器公司，都竭力搞好环境保护来开展

经营活动，j6示了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价值选择。

3．2．2环境经营——企业创新的必然选择

创新灶一个啊家、民族发展的动力，也足一个企业发展的不竭源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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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新就必须有其新的发展战略与思路，企业环境经营是适应时代，根据自然

治理与发展规律及企业特点而制定的。“企业环境经营将环境作为一种财富来经

营，以滋生出更大的财富，并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这

是个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实践的理念。它贯穿在生产、营销、治理等所有环节，

强调环境意识与企业价值选择的一致性，旨在解决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等问题，

协助自然加快开展再生产。在各环节中，环境经营战略的实旋可促进技术的研

发和管理的优化，激励员工更好地节约能源，减少企业生产成本。

环境经营方式类似于发展循环经济模式，要求企业把自己的行为过程设计

成一个循环模式，用尽可能少的资源和环境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实现企业与

环境的和凿与永续发展。签于环境污染的积累和资源总量的不断下降，氽业环

境经营方式将是所有企业持续发展的必选模式。

3．2．3企业发展及解决循环经济下企业面临问题的要求

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除了政府、社会给企

业提供年u应的便利与政策，还需以企业经济实jJ侔支撑。任似企业谋求的郝烛

长远的发展。所谓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指的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坚持不断地

创新以保持rI舅的活力和竞予优势，n：确你11，I历份额扩人和利涧增K的⋯f_，

在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的基础上，与外界环境变化相适应，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

和能源；持续增加盈利和扩大企业规模，实现企业永续发展的战略目标。”o企

业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承担环境责任，增强环境意识和社会意识，促进企业、

环境、社会的和谐统一，企业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必须深刻领会生

态伦理的意蕴。企业不仅仅是社会人，而且是自然人，人不单单对社会负有责

任，人对自然同时负有责任；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就考虑社会效益和环境

绩效；既要考虑小集体利益和当代人利益，也应考虑共同利益及子孙后代的利

益。这种可持续的发展社会的形成，就如生态学家纳斯所说“在某种程度上，

不仪可解决生态可持续问题，丽FL可能保证和iF与大部分的社会公正”。”

现代企业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资源紧缺与环境污染及绿色关卡问

题．而且这个n日题日益严峻。于是环保型企业更加受到青睐，有些消费者愿意

为绿色产品或环保产品多支付5％一lo％的费flj。这样也使得企业及园际贸易更

注重环境效应，各固在吸引国外企业及国外资金时更强化了环境标准，在这利，

情况下，国家政策导向也逐渐向环保意识强的企业倾斜，无论是国家的金融政

策、产业政策，还是竟标、投标都给这些企业以方便，同时给环保意识差的企

业以鞭策与压力。我国企业迈出国门，走向同际市场更受“绿色壁垒”的关}

限制。这些都激励企业不断增加环境意识，要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实现经济

腾飞，企业就必须履行环境责任，打造绿包环保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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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树立生态伦理观，化解生态环境危机

工业文明创造了不可计数的物质产品和财富，给人类带来了较为充分的物

质享受和精神愉悦，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沉重灾难，大量开采与挖掘造成地

表～定程度的下陷及地表活动的相对活跃，南极冰层变薄、臭氧层穿洞、酸雨

与沙尘暴的增多都证实人类某些行为的不合规律性和不道义，对环境污染及环

境恶化，人类以往采取回避或依靠科技米治理，经历一次之后人们又在等待巾

假想着、担心着下一次的考验，而且有些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是目前人类科技

能力所控制不了、解决不了的。

科技理性源于科技的发展，实属一种工具理性，具有客体性、抽象性、时

代性和：f具性等特点。“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严峻问题，诸如能源危机、生态

失衡、环境污染，虽不能说完全是由科技理性造成的，但都与人类对科技理性

这种工具理性的热衷与滥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且“科技理性中因有的只

闯j[具对于实现目的的有效性而不问目的的合理性及忽视意义和价值的局限

性，决定1r』e解决社会生活问题的有限性。””所以，我们要转移视角，切换解

决问题的向度，治本应由单纯的实践操作转向价值层面对人的引导、理论研究

及实践椿索帕结台，价值坛咖是其叶l虫叟的H 1，，ln】生念伦理则是价值导向的

最佳选择。 ·

生态伦理是认识领域的拓宽和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它关注入与自然的关

系，并力求在二者之间寻求最佳组合，“更好的实践主体目的性的美德，是对原

有道德伦理的超越，是道德进化的再完善。从这种意义上看，由科技理性到生

态伦理不足自然的选择，而是人类在自主道德的进程中的一种文化自觉。”2只

是这种选择在以后或许就变得自然了，并被加上人的重重烙印。从科技理性到

生态伦理是对科技理性反思、检讨及对人与自然关系新审视的结果，可克服价

值判断标准不合时宜的闯题。由此也提醒我们，对自然要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

和道德关怀，而这也是通过科技理性向生态伦理的转变而实现的。

余论：留给我们的思考

2006年1月2【日晚的“小锃说水”栏目采访了～个在我国生活多年的美

Iq人，新州媒体均称他为“路乞”。他足‘名法学池：卜，祚湖：|匕黄石市生活，据

他自己说他准备扎根中国，永远留在cI】国。他同一般的乞i与不同，他不靠乞讨

为生，而足义务拾取大街小巷的垃圾，而I=L足赤手捡，刁i城手套，他的行为感

动了很多人。他说．环境是大家的，足每个人部必须依赖其【11的，所以在这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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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上，还不能每个人自己都只顾自己；人不是光为自己活着的，!f．kll之问还

会有关系，所以我要为你负责，你也要为我负责，不能什么事都靠政府，因为

政府有它自己的事，这时就需要责任感来激励人们的自觉行动。确实如此，人

人都有责任保护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在他的影响和感染下，政府在那个地区

设立了上干个不锈钢垃圾箱，更多的人朋l入了EI觉保护环境的行列。堆个人尚

能如此，作为企业——众人的团体、力量的象征更有理由、更有能力去履行环

境责任。让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像路乞先生自刨的《绿化环境小小曲》q-'N描

述的那样“小河流不断流，不断漉，不断流，人人都是很快乐，即使我很小但

我到处流．带来绿化和洁净，绿化洁净很好玩⋯⋯天天做出⋯小份，小小大大

利于人，天天做山-d,份，人人都有份”，自然界和人类实现最佳的和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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