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发展，到底有什么关系？

文/于中宁

摘要：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已经在蒙特利尔顺利闭幕。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昆明召开的第一阶段会议的重要讲话，言犹在耳。本文作者结合自

身影视工作的经历和感受，对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的核心意涵，

进行了深度思考，并从接触生物多样性主题视频制作的契机、拍摄期间在美国的一些经

历与感受，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的发展模式问题、商业化问题等进行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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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缔约方大会的第一阶

段会议在昆明举行，习近平主席当时在峰会上以视频方式发表了主旨讲

话。这个讲话的核心是指出，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

基础，同样，自然环境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人类的生

存发展还需要自身的合作，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或者说这三重愿景，

构成了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向前推了一

步，把环境和生物容纳进来，构成地球生命共同体。

我看了媒体一些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文章，我认为他们还没有深刻理

解为什么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一核心意涵，

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像大熊猫、大象等等这样一些有趣的动物上，把生

物多样性看成是对人类的一种有趣陪伴，而不是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

一、“被迫”介入生物多样性的拍摄



我关注生物多样性是在1999年的一次“被迫”参与。我突然接到电话

让我尽快回国，让我接手央视和科技部共同主持的名为“生物多样性”的

项目。

因为在这之前，我曾找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在欧洲拍了三

个多月，完成了一部长达2小时40分钟的胶片电影《欧洲建筑》。后来

又找到美国企业资助，完成了一部长达6小时20分钟的电视片《开放与合

作——信息时代的经营管理》，质量很高。

我看了原来的项目提纲后对总导演说，我认为这个提纲的问题是只

讲“是什么”，没讲“为什么”和“怎么”。而且我认为原因也不在于编导者，

因为生物学家们也不可能讲出“为什么”和“怎么”。“为什么”和“怎么”不是

生物问题，是发展模式问题。我最后答应帮忙整理思路，在此基础上写

出剧本，尽快帮助投入拍摄，进入后期我就退出，不署名不要稿费。

二、生物多样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发展模式问题。

从1992年开始我就系统研究了经济和管理，从1994年开始我们就在

美国做投资和一些调研和研究。1996年写过一本专著（《现代管理新视

野》）。这期间我对经济学有了自己的认识。

在我看来，主流经济学可以被称为小生产经济学，它基本反映的是

农业和工业化前期的经济状况。尽管19世纪中期已经有了纺织业、矿山

和铁路这样少量的规模经济，但真正的现代化规模经济是从20世纪20年

代才开始的，而整个经济学体系并没有转到现代规模经济学上来，只有

少数人有一定的研究。想想看，现代企业的规模已经庞大无比，相当一

个中型国家，在经济学那里，企业仍然只是一个“黑箱”。

到20世纪末，已经有一些人认识到，整个自然界是一个完整的生态

系统，人类也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虽然这个生态系统在不断调整，

虽然现代规模经济在一个世纪内解决了人类的生存问题，但是现代规模

经济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忽视了生态系统，造成了这个系统的严重破坏。

整个经济发展必须逐步转入生态经济，才能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讲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是从技术

的角度、生产方式的角度进行的划分，而从发展模式的角度看，存在着

小生产经济模式、规模经济模式和生态经济模式的区别。现在人类的经

济模式正一点一点被迫转入生态经济模式。从哲学底蕴上说，经济学的

基本假设是反规模经济模式和生态经济模式的。国外有少量经济学家已

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关于经济模式的思路需要得到国外经济学家

的启示。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组织重新采访拍摄，特别注意那些能够体

现这个思路的点。我们第一位采访拍摄的人就是李振声院士，他是中国

顶级小麦专家。在采访中他讲的一个观点引起了我的关注，他说现在整

个人类种植的小麦品种已经很少，趋向单一化，其中一个种植量最大的

品种是农林10号的后代。农林10号是日本的小麦品种，被美国人发现了

拿到北美进行杂交提纯。现在北美的小麦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农林10号的

后代，这就带来了一个潜在的严重问题，一个严重的病害会迅速传播开

来，短时间内就能造成人类的粮食危机。

现在经过了新冠疫情的传播，我能更深刻地了解他所说的这个危机。

我当时就想，标准化、规模化的生产是工业化在农业上面的体现，

如果小麦是这样，那么水稻、玉米、大豆、猪、牛、羊、鸡是不是也是

这样？如果也是这样，那么说明工业化的标准化和规模化，已经使农业

布满了潜在的生态危机，这样的生态危机潜在地威胁着人类的食物链，

消除这种生态危机的办法靠大规模灭杀只能加重食物链危机，不符合现

代管理的基本精神，即将问题消灭在发生之前。最好的办法是预防这种

危机的产生，预防的办法就是生物多样性。这样就能构成一个非常完整

的为什么需要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逻辑链，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了。

我开始着手联系采访拍摄农业各个方面的专家，结果正如我所料，

所有的品种都存在着品系单一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类的所有食物链都存

在着潜在的危机，它是一个系统性危机，宏观性危机，每一个农业专家

都知道自己领域所存在的这种危机，但是没有人知道所有这些危机的共



同存在，因此他们不能从系统和宏观的角度讲出这个问题，必须从发展

模式的角度认识这个问题。

三、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存在过度商业化问题。

至于如何保护，问题就更复杂。人类需要大量采集野生品种，建立

种群资源库，但是它的前提是这些品种仍然存在，这就需要保护它所生

长的那个生态环境，而一个小的生态环境是不能够单独存在的，他们的

存在依赖于更大的生态环境，或者说是地理环境，这就需要更大范围的

保护。我在80年代拍过中国风景名胜，与一些风景区保持着联系，还给

九寨沟管理处讲过管理课，知道他们在保护方面在20世纪末有了许多新

的发展。

在这个方面，美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早在19世纪，美国设立了第1

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20世纪初，美国开始设立国家公园体系。美国的

所有国家公园我们都去过，从生态环境保护、地理环境保护的角度说，

我们与美国还有差距。

其中，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比较严重

的商业化。特别是在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主张下，人的生长环境，医

疗、教育、住房等等都被商业化了，人的生存环境，空气、水、食品等

等也被商业化了，人的生物环境、地理环境也被商业化了。现在中国需

要花费大量的成本来扭转这种状况。所以我主张，从“为什么”和“怎么”

的角度出发，应该去美国做些补充拍摄。

四、去美国拍摄。

我们出发拍摄时已进入初冬，这时美国绝大部分国家公园都已关闭，

只有佛罗里达的大沼泽国家公园，位于佛罗里达的丁达令鸟岛，位于佐

治亚州的国家森林公园皮特芒特，以及一些有暖棚的植物园可以拍摄。

我们的拍摄受到了这些地方的欢迎，专家们为我们详细讲解了那里生态

系统的形成过程，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国家公园系统，国家森林系统

和野生动物系统是如何保护生态系统的。

五、中国物种的破坏和物种的利用。



20年之后的今天，我对生物多样性的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20

年后的今天，我们不仅仅面对一个需要预防食物链生态危机的问题，也

面对一个怎样使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民能够享受到更加多样化、质量

更高的生物产品的问题。

2019年我们开车去了一趟山东、山西和陕北。山东的海鲜就不必说

了，我父亲的老家潍坊，有一种潍坊萝卜，谚语说，烟台的苹果莱阳的

梨比不上潍坊的萝卜皮。80年代初，我参加山东省政府组织的首都记者

团在潍坊还大快朵颐，但是现在真正的潍坊萝卜已经买不到了，这次回

老家竟然没吃着，据说当地人买也要10元钱一斤。我母亲的老家青州，

有一种小青桃好吃得不要不要的，我的表妹们跟我说，网上卖的大多都

是假的，真的很难买到。这让我想起来，我在美国时心心念念的是北京

的黄瓜，但是等我回国时，这种黄瓜已经绝迹了，现在卖的黄瓜只能说

比美国那种又粗又大、极其难吃的黄瓜稍微好吃一点。

2000年我们在圣路易斯植物园采访拍摄时，有一位中国籍的生物学

家一直在陪同我们，他叫朱光华，他参与了中美合作的中国植物志的编

写，他告诉我们由于中国工业化开始的比较晚，物种破坏还不像美国那

样严重，总体上说中国物种的数量比美国还是要多几倍。

我感觉这20年来，物种的破坏还是加速的。不仅仅是潍坊萝卜、青

州蜜桃、北京黄瓜吃不到了，过去北京人喜欢吃的天津小站稻也没有了。

过去我吃过的五常大米是圆粒大米，又香又黏，根本不需要就菜吃，但

是据说现在的五常大米都是和泰国香米杂交后的，因为产量高。

这20年我们也看到了生物多样性的个别成果，头一个要说的就是海

水稻，按照袁隆平老先生的说法，海水稻如果成功，能够再造1~2亿亩

水稻田，这对中国是不得了的事情。

20年前我们拍摄时所接触到的一些中国特有品种，今天已经成为我

生活中伴侣。中国特有品种银杏叶被德国人发现，制作了心血管药银杏

叶片，我现在每天吃。中国特有品种猕猴桃被新西兰人发现，现在成了

大众水果。中国特有品种沙棘果，现在也被做成了大众饮品。



六、保护我们食物链不出危险，促进我们食物链丰富多彩，也是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中国人和美国人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味蕾不同胃不同。在美国

时，我们有一位朋友在中餐馆订了一条清蒸鱼，可惜她的老公拒绝吃，

只吃汉堡。我们在美国走遍了50个州，每到一地就查看当地最好的餐馆，

除了缅因州的龙虾和阿拉斯加的大螃蟹腿儿，其他的没给我们留下什么

印象。在明尼苏达的时候，最好的餐馆竟然是一家汉堡店，我们吃了一

半就弃之而去。

中国人的味蕾和胃很特殊，能够满足它们才是真正的生活品质，这

也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升级意义所带来的“福利”，不但要保护我们的食

物链不出危险，而且要促进我们的食物链丰富多彩。

七、庆祝和纪念

朱光华博士在31岁时因癌症去世了，据说可能是他接触的许多植物

中有的有毒，他倒在了生物战线。保护生物多样性，危险时刻存在。科

研工作者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值得我们尊敬和宣扬。

附上10集生物多样性电视片目录，算是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

方大会召开的一个个人庆祝，也是对朱光华博士的一个纪念。

附：10集电视片目录：

1，《生物多样性忧思录第一集：多样与单一》

2，《生物多样性忧思录第二集：开发多样性》

3，《生物多样性忧思录第三集：挽救单一性》

4，《生物多样性忧思录第四集：可持续发展》

5，《生物多样性忧思录第五集：希望的田野》

6，《大沼泽国家公园》

7，《鸟类天堂》

8，《皮特芒特的人们》

9，《密苏里植物园》



10《让生命永存》第七集：自然保护区

作者简介：于中宁，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家一级导演，曾任

金鸡奖评委等。93年后转入经济、管理理论研究和投资。著有《现代管

理新视野》等。

（稿件来源于“于导谈天说地”，期刊收录时有删节。文章代表作者
本人观点。欢迎争鸣，对话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