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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晋峰

摘要：30多年来，蒂姆·杰克逊（Tim Jackson）一直致力于研究道德、经济和社会

层面的繁荣。《无增长的繁荣》（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作为蒂姆·杰克逊

里程碑式著作之一，曾被译为17种语言，畅销全球。2023年6月，由丁进锋、诸大建

作为译者的《无增长的繁荣》由中译出版社进行再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

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晋峰应邀为本书作序。做新文明的躬行者，可以从

本书中汲取养分，为建设以可持续为基调的繁荣的未来做好铺垫，标注鲜活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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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由丁进锋、诸大建

作为译者的《无增长的繁荣》由中译

出版社进行再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周晋峰应邀为本书作序。

拍摄：王静

在本书中，蒂姆·杰克逊认为，

我们此前对于社会进步的理解建立

在一个错误的信念之上：GDP 增长越

快，越有幸福感。作者深刻地分析了

以过度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的西方

文明，在全球能源和环境承载力有限

及世界经济结构不公正、不合理的背

景下，是难以长期维系的。这也是西

方国家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也

不会带来世界经济的繁荣，反而成为

频繁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世界动

荡的主要原因。作者呼吁：GDP 并不

能代表国民幸福，我们必须用与过去

不同的方式来重新定义繁荣和幸福，

把繁荣和幸福与强调经济增长的 GDP

分开，实现无增长和低增长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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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的地球》、《2052：未来

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作者乔根·兰

德斯曾这样评价蒂姆·杰克逊，“富

裕国家获得更高的福利与 GDP 增长没

有必然联系。蒂姆·杰克逊是提出这

一真理的先锋。政府干预能实现预期

的结果，即充分就业、减少不平等和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世界报》评价本书为“近年来

最杰出的环境经济学著作之一”。

【作者简介】

蒂姆·杰克逊（Tim Jackson）是理解

可 持 续 繁 荣 中 心 （ Centre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Sustainable

Prosperity）的主任，也是英国萨里大学

的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可持续发展。

【推荐序】

做新文明的躬行者

如何正确地定义繁荣、繁荣与经济增

长的关系，以及给出从目标到实现的清晰

路径，这些是本书作者努力阐述清楚的内

容。从书稿修订再版和读者反馈来看，本

书显然是很成功的。

繁荣，在中文里是个高频词，出自晋

代葛洪《抱朴子·博喻》：“甘雨膏泽，

嘉生所以繁荣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

繁荣为草木茂盛之意，现在被更为广泛地

应用于经济、社会领域，形容经济或事业

的蓬勃发展。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繁荣往

往与物质的丰富和资金的流转捆绑在一起，

互为因果。也因此，繁荣与萧条，成了一

对反义词。而 20 世纪初曾波及整个资本主

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的阴影，更是一场未

曾远去的噩梦。

因此，尽管我们在众多场合为生态环

境强力呐喊、振臂而呼，但“经济增长”

所携带的历史惯性和工业文明的强大力量

总是能轻易地碾压我们。在很多人（包括

很多政府官员）看来：经济不景气、增速

放缓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金融投资预期不

佳、社会发展不景气等“下行”威胁一旦

发生，可要比呼吸一口被污染的空气，或

者是遭遇一次强台风侵袭严重得多！原因

简单且直接：难道有人想要退回到物质贫

困或经济崩溃的生活中吗？看，这似乎是

毫无悬念的提问。官员还可以用繁荣是

“显绩”，生态是“隐绩”为借口，通过

大项目来寻租。

但显然，现代工业文明所秉持的这种

忽略生态和自然承载力，依赖推动消费者

不断买买买来维持的繁荣表象，这种实现

社会经济不断增长的模式，犹如饮鸩止渴。

我有一个拉杆箱，多年来它伴随我辗

转国内外各地，曾先后坏过 4 次。很多人

以过时、老旧为由，劝我换新，但幸运的

是经维修后，它至今仍在坚定地履行着使

命。并非我对老物件有格外的钟爱，仅是

觉得还可用，弃之可惜。显然，我这种做

法在当下看来很不合时宜，是不符合促进

经济“繁荣”的需求的。毕竟现在很多物

品被丢弃，并非因为损坏或无法使用，而

仅是由于市场推出了迭代的新产品，旧的

则显得落伍了，比如手机等电子产品。“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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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换代”被写进文件，堂而皇之、大行其

道。

当人们眼花缭乱于众多消费品中，为

如何选择一个更新的或更有品味的产品而

烦恼时，关于生态安全、环境代价等概念，

往往被排斥在思考范围之外。于是，更多

产品被加工生产出来，通过带动并满足消

费者而帮助资本获得利润。这些产品有些

还被包装为另一种表现形式——看似“绿

色”的宏大项目或工程。例如，某大城市

一处湿地公园建设，以符合人类审美和消

费需求的方式，对原生自然植被进行了大

量改造，虽然规划建成后的湿地公园拥有

整齐的人工草坪和规则分布的树木，但通

过施工前后生态状况的调研对比发现，改

造后的区域，鸟类种群数量仅有四五种，

相较建设前下降约 10 倍。随着后续为维护

人工草木健康而不断投放的防治病虫害药

物的增加，物种数量会进一步降低。还有

轰动一时的海花岛项目，这个投资约 810

亿的项目，以提供旅游度假、商业会展、

餐饮和海洋运动休闲、商品房居住等服务

获取利润，但违规建设问题长期存在，被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多次点名，勒令其修

复生态环境损害。与之类似的还有秦岭别

墅群违建，屡禁不绝，最终在中央先后 6

次批示下，以“不彻底解决、绝不放手”

的整改力度，才得以解决。

从事环保工作多年，相信很多志同道

合者都会深感其艰难。我们弯着腰，低着

头，弓着腿，近乎匍匐地向前，希望推动

更多项目、工程，更加重视环境影响评价、

重视对原生自然的保护。每一点积极的改

变，都令我们鼓舞和欢呼，但是在资本强

大的逐利性面前，依然举步维艰。

人类尚无法摸清地球生态系统承载力

的边界，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

公共卫生健康危机，已是地球对人类这种

极限行为给出的反馈——或以新冠病毒感

染突然暴发的迅猛之势，或以全球气温持

续变暖的累积渐变之态，任何一种都需要

人类付出惨重且持久的代价。至于突破边

界的后果，或许人类依赖自然生态系统所

建造的一切，会连本带利被收回。

在全球人口突破 80 亿，并很有可能在

2050 年达到 97 亿的时代，回归对“繁荣”

的正确理解，变得愈发紧迫。繁荣不等于

财富的堆积、物质的丰饶。如果不能维持

我们生态系统的可再生能力、可得资源、

大气、土壤和海洋的完整性，那么对经济

的增长追求，则如无本之木，而繁荣也将

成为无稽之谈。这虚假的繁荣，也非人类

可持续发展之所需。

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危机以来，许多

国家提出了绿色经济并试图以此提振信心，

为经济持续增长找到新的突破口，这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

缓解了人类生产活动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和

压力。但需要我们保持清醒认知的是，如

果这依然是根植于资本主义不断追求增长

的工业文明发展理念基础上的，则只能起

到换汤不换药的效果，并且可以断言，一

旦绿色经济没有达到资本预期的成果，便

会被毫不留情地抛弃。

我们需要文明的变迁，如同人类所经

历的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工业文明

——现在，若想实现真正的繁荣，我们需

要一个新的文明作为引领。这个文明，便

是以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为导向的

生态文明。正如作者所说，我们生活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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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物质的世界，但我们的生活从来都不是

完全物质的。

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

金会的“生态文明驿站”体系中，有一个

“老刘旧书店”。书店安静地坐落在长沙

城南书院路一条小巷街角处，朴素的店面

里，种类多样的二手书籍被归类摆放着。

书店内时常可见上班族、学生、退休老人

的身影；在“低碳工坊”体系中，一位北

京大学自行车维修师傅，让很多老旧或问

题自行车焕发了生命力，深受师生欢迎。

我想，这些是值得我们给予更多关注和支

持的。这些如星星之火的小微细节，是生

态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何尝不是一种

新时代的美好繁荣呢？

须承认的是，相较于数百年累积成势

的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趋势，生态文明尚势

单力薄。然，不啻微芒，造炬成阳。随着

更多躬行勇者的加入，生态文明时代的可

持续繁荣之路，未来可期。

周晋峰博士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

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2023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