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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资源的稀缺性 : 环境正义问题的缘起
每一种理论都有其逻辑起点。温茨建构环境正义

理论的逻辑起点是追问环境正义问题的缘起。
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自然资源宝库，但不是一个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这一客观事实说明人
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具有稀缺性。加勒特·哈
丁所说的“ 公地悲剧” 就反映了这种稀缺性。“ 公地
悲剧” 设想一个能被许多牧民共同使用的牧场。该牧
场只能提供有限的自然资源，但它是一个能够让那些
牧民维持生计的公共牧场，因此，分享牧场的自然资
源对于那些牧民来说是一种“ 公共福利” 。可以预料，
每个牧民都在努力利用这种公共福利喂养尽可能多的
牲畜。他们甚至完全可能把羊群或牛群的数量增加至
两倍到三倍。然而，随着这个牧场上放牧的牲畜愈来
愈多，牧场内的植物会因为过度放牧而彻底败坏。公
地上太多的牲畜就毁坏了公地支撑任何牲畜的能力。
他们为增加收入而付出的努力只是弄巧成拙，这就产
生了“ 公地悲剧”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允许人们自
由获得他们想要的任何稀缺资源最终导致了资源的枯
竭。每个人的占用必须与其他人的占用协调起来，以
保证集体的占有不是过量的或是毁灭性的。为了避免
公地悲剧，决定每个人在集体利益中的应得份额就显
得十分必要。温茨指出，环境资源就像牧场一样，海洋、
空气和臭氧对我们而言就像牧场对牧民一样重要，但
如果每个人都自由自在地利用或掠夺这些自然资源，
每个人最终都会深受其害。[1]

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人类无法
改变的事实，因此，人类不应该向自然界提出过分的
资源要求。人类所能的做的主要是如何使稀缺自然资
源的分配最大限度地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环境
问题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不仅会影响到生活在同一时
期同一社会中的人们，也与同一时期不同社会中的人
们相关；不仅关系到当代也关系到未来；不仅关乎人
类也关乎人类以外的物种乃至整个生物圈。正是由于

ṛẼⱱ

���&�<
（湖南师范大学 伦理学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81）

[ 摘  要 ] �1 �§ �¶ �‘ �ö �‡ �W�� �n �ì �ÿ �9 • �ä �{ �, �B�þ �Ì �� �Ð• �� �Ü�, �B�þ �Ì �� �¬ �) �¢ �� �� �Ó�� �þ �Ì �� �â �' �� �µ

	t �, �B�þ �Ì �0 �€ �V�þ �Ì � �· �� 
• �} �‘ 	S�� �—�¯ Ì �{ 	t �� �…�, �B�þ �Ì �9 • �� �‘ �î 	K�� 	+ �, �B�þ �Ì �É� �� �¹ �¬ �d �1 �§ �< �¬

�£ �, �B�þ �Ì �� �p �� �—á �� �q ½�ï �U�r 	8 	â �� �—�p �� �� �� 	+ �} �, �B�l �� �9 • �h �ä �‘ �ö �‡ �W�Ó�� �9 • �h �ù �N�ã �‚ �¢ �5 �k � �!

�� �� �} �� �0 �� � �· �» �ƒ �� �0 �c P�‘ �ö �^ � �· �� �N�¢ �Æ�“ �	 � �	 �� �, �B�þ �Ì �ì �¶ 
Ÿ�ç �þ �� �þ �Æ�x �ä �¬ �£ �d

[ 关键词 ] �, �B�þ �Ì �9 • �" �Ó�� �þ �Ì �" ½�ï �U	8 	â

[ 中图分类号 ]B82                       [ 文献标识码 ] A                         [ 文章编号 ]1673-9272�� 2012�� -02-0047-03

ȵ收稿日期ȷ2012-01-20

ȵ作者简介ȷ王智平（1986—），女，河南新密人，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伦理思想史。

环境问题如此重要，也为了避免环境问题中的“ 公地
悲剧” ，自然资源的分配问题也显得非常重要。温茨
就是以分析“ 公地悲剧” 这一假设为出发点提出了他
的环境正义理论。

温茨指出，环境正义通常是在人们的需求超出其
满足其实际需要的手段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议题的。人
们不会在供应特别充足的时候产生分配不公正问题。
环境正义问题会在环境资源相对需要而供应不足或者
被意识到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出现。在这种状态下，人
们所关心的是得到他们公正的份额，协议就此而达成，
或者制度就此而产生，以在需求它们的人们中间对稀
缺物资进行分配。[1] 在温茨看来，人类有必要经常在
环境领域和环境资源的分配方面做出安排，以便对某
种活动和生产某种产品的权利进行公正的分配，从而
确保人们在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时保持协调一致，并与
环境的可持久居住性和睦共存。

环境正义问题的产生还依赖于另外两个条件：有
限的仁慈和分配稀缺物资的能力。分配稀缺物资的人
必须非常关注自己多获得的，以至于会去要求自己的
公平份额。要与自己一起分配物品的人对自己很重要
时，也就不会在意自己所得的份额。然而，那些我要
与之分享物品的人对自己来说不太重要，相形之下被
分配的物品更为重要，就会更加关注自己的所得。在
干旱时期，我可能会希望通过政府部门得到公正的用
水分配，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而我对其他人
不太熟悉，所以我也不会乐善好施以至于希望希望那
些情况不比我糟糕的人分到的水比我多。因此，有限
的仁慈之心和资源稀缺性一样也是引起环境正义问题
的因素之一。另一个条件是用于分配稀缺物资的措施
和制度只对那些我们能够人为分配的物资有意义。人
们之间能够分享食物，城市用水用电，能源单位的工
作人员能够分配人工蓄水库的水。而对于降雨，好运
和绝佳形势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这些事物可能是稀
缺的，人们也希望得到他们的公正份额，但是没有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