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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in the course of environmental eco-
nomic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to realize the course reform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Our paper took bot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key points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course into 
consideration, and also, we combined the view of ecological economics with the concep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refore, we pointed out that the usa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ion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Through reforming the course con-
tents and teaching forms, students can be trained to view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in economic socie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Therefore, we 
wish to bett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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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可持续发展是环境经济学课程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是实现环境经济学“课程思政”改革的重要出发点。

本论文结合环境经济学课程的教学特点和教学重点，针对性的将其中生态经济学的观点与可持续发展思

想相结合，阐述了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可持续发展思想在环境经济学中的应用和延

伸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通过对该课程内容的探索和改革，能够培养大学生运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待

可持续发展思想在经济社会中的应用和发展，从而更好的提高课程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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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8 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工农业生产急速发展、城市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人类的各项生产活动带

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公害问题的发生，诸如 1952 年的伦敦烟雾事

件、1953 年的日本水俣病事件等。从经济原因上分析，此类环境污染问题的频发，其主要原因是人们没

有全面权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只考虑近期直接的经济效果，从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给自然

和社会带来的长远影响[1]。现今，可持续发展思想已经成为关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而日渐

兴起的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正是以研究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寻找社会经济长足发展与资源环境永续

利用之间的平衡[2]。因此，探索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环境

经济学作为我校环境工程与科学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课，结合专业特点和“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培养

目标，可持续发展思想在该课程中的应用凸出了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性和时政性。 

2. 明确课程改革的对象及其内涵 

环境经济学是研究如何运用环境科学和经济学原理与方法，以可持续发展为主线，分析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从而探索经济过程和环境过程的辩证关系以及选择经济与环境之间最佳的物质变换关

系[3]。环境经济学寻求实现社会经济再生产过程良性循环和自然再生产过程的良性循环，促进环境与经济

的协调发展，寻求以最小的环境代价实现经济发展。生态经济学则是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

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发展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关系，人类的生存、发展条

件与生态需求，生态价值理论，生态经济效益，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等。生态经济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研

究领域，旨在了解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下，人类经济与自然生态间的共同演化和互相依存的关系。两种思想

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在环境经济学课程的学习和教学改革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运用生态经济学的思想，

赋予“有形”或“无形”的生态环境以使用价值、存在价值等形式，实现环境与经济的统一。 

3. 基于“课程思政”深化知识点的学习 

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众多紧迫的问题(如可持续性、酸雨、全球变暖、物种消失、财富分配等)。尽管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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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如环境污染工程、清洁生产等为解决现存的污染问题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但“治标不治本”的治

理思想也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那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

赢，实现我们“青山绿水”的愿景？环境经济学中提出了将生态环境当成一种有价值的资源来进行价值

评估，基于环境的外部性来衡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这一思想的提出为实现人类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前行的“路标”。 
在传统经济价值估量所使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中，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景观环境的丧失和降

级，环境质量下降等导致人们福利降低的问题并没有被计入 GDP 的核算中，最终导致社会经济的不可持

续发展[3]。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学中最为关注的宏观经济问题之一，在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已经引

起了广泛的讨论。环境经济学者们先后提出了“静态经济”、“零增长理论”和“没有极限的增长”等

观点。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加速发展，这些观点并不能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而基于环境

承载力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出环境的自净能力是有限的，一旦环境污染超过了环境阈值，社会经济

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4]。基于此，我们需要对现阶段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合理调整[5]，诸如开发“生态农

业”、“生态旅游业”，调整高耗性产业结构和布局，推行服务业发展等方式都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的

思想，力求资源环境的有效、循环利用。在环境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我们坚持通过相关案例如风能

发电工程建设，农业生态工程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等向学生们传输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实现社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如此同时，在授课过程中我们鼓励同学们以分组发言的形式讨论可持续发展思想如何融

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中。诸如此类的教学和讨论不仅能够加深同学们对环境经济学课程知识点的

学习，更能够激发同学们思考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这对于培养新一代环保工作者具有

重要的意义。 

4. 基于“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实现环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进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等“瓶

颈”的限制，出现了经济发展后劲不足，资源、能源缺口大等难以持续发展等问题。运用环境经济学原

理、手段进行国家经济计量和政策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长期以来环境资源一直被拒绝在社会价值运

动之外，造成“产品高价，原材料低价，资源无价”的现象[6]。这种不正常价值体系导致大量的资源浪

费和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经济衡量指标不能反映经济增长导致的生态破坏、环境恶化的现象，从而造

成一个国家可能耗尽其矿产，伐尽森林，而经济衡量指标却能不断增长，这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6]。
我国的经济发展基础属于高耗低效型，因此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而关于

发展，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以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实现资源的综

合持续利用，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经济社会的日渐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各种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环境的污染导

致人类更大的对于周围环境的索取，从而导致更大水平的污染，由此人类可能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人类社会也将很难发展下去。而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出现则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

题，通过对这些课题的研究，人类可以获得很多解决生态污染的方法，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的全面可持续

发展。我们环境专业的学生更应该牢固掌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平衡点，明确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先决因素，

时刻保持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之心。基于此，我们希望能够在不久的未来，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的可持续

发展。 

5. 结语 

环境经济学是有效保障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是助力环境专业学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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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重要基石，符合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要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思想作为环境经济学

课程的重点内容，为不断适应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频发的现状，高校教师需要在课堂上对其理论体系不

断深化和推陈出新，在实践上需要结合最新的案例进行讲解和分析，从而培养出具有扎实的基础和创新

思维的新一代人才，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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