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写这篇文章，意在支持把环境责任当作新经济范式核心的思想。其他的人也对
此表示赞同表达了对这一思想的支持。我要着重强调的是，私营机构，特别是西利曼大
学这样的高等教育机构，在这一方面可以发挥展现创新性领导力的作用。推动政治变革
也许是重要的，但我们不需要等待政府政策重点的转变和公共资源的分配。私营机构、
商业公司以及教育机构等非政府组织可以一往无前，将它们成功的试验提供给公共机构
和政策部门效仿。

让我聚焦我所了解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那些宣誓的基督教徒需要践行其誓
言，树立起良好的做法，赢得抗击生态破坏、贫困加剧——特别是因当前新冠疫情大
流行变得更加突出和紧迫的健康危机的胜利。每一所信仰基督教的学院或大学都必须
在这千变万化的时代，坚守各自的理想和使命。当然，教学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我们的
思考方式和践行基督教教育使命的途径势必要与当前的需求和挑战相适应。面对这些挑
战，基督教学院和大学必须重新审视如何在教学中体现其信仰和使命。什么是道德责
任？基督教大学回应道德责任的本质和范围是什么?怎样才能超越以往琐碎的做法做出最
佳回应？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universiTy

大学与环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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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责任

基督教徒对环境责任的承诺是受到
“地球是我们共同家园”愿景的启发。这是
教宗方济各曾说过的话，例如，最近的教
宗通谕《愿你受赞颂》中（方济各，2015
年），就记述了圣方济各冥想之时目睹讲解
《圣经》的场景：我们是根据上帝的形象和
外形创造的，“我们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
的飞禽、陆地的家畜、地球以及地上一切爬
行的动物。”（《创世纪》1:26，钦定版
《圣经》）《圣经》学者坚持认为，委托我
们“统治”——或者说“管理”——并不意
味着我们可以随意对地球和其他生命做任何
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不能仅仅为了自己的
舒适和安全而无节制地利用人类、动物或矿
物等资源。爱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就要爱护地
球，使所有生物各得其所，共同完成我们的
使命。“统治”绝不是独裁，至少从忠于我
们管理责任的角度说是这样。 

因为我们生来具有与上帝相似的形象
特征，所以我们的管理责任首先是要培养
智慧。这种培养与基督教徒的承诺有着一
致性，即通过学习使我们了解我们共同的家
园，了解它的能力和上限，以便我们更有效
地做出回应，不仅是回应我们自己的需求，
也回应所有同类生灵的需求。鉴于目前我们
对人类活动加剧生态灾难、贫困加重、健康
危机和相关连锁反应的威胁的了解，我们必
须重新审视我们的价值观和制度实践，以及
我们的教学法和课程，以确定我们是否真正
有效地回应了我们作为基督教徒的信念。

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记录气候
变化日益增长的影响，及其对增加生态灾难
的频率与深度方面所起的作用。从中我们应
该看到，我们不能再以零散的方式履行我们
的管理义务。我们不能接受“取舍”——要
解决迫在眉睫的全球气温上升问题，但又忽
视穷人和病人的呼喊，或又照从前的惯例来
解决它们。如果这些问题是相互关联的，那
么我们就不能在解决其中一些问题的时候，
忽视其他问题。那么，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
如何应对生态破坏、贫困加剧和健康危机等
相互联系的威胁呢？

策略和实践途径

在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精神指导下，
大学要打破教学、研究和社区服务的相互隔
绝。我们需要采用整合高等教育三大功能的
学习模式。2018年7月，西利曼大学积极进
行了校园零垃圾管理的活动。我们认识到自
己的使命是做上帝的管家，西利曼大学致力
于预防环境污染，保护和优化我们的自然
资源，推动可持续发展（西利曼大学董事
会，2018年）。作为一所期望成为可持续发
展校园的典范，从而展示领导能力的机构，
我们的内部管理程序（行政、运作、规划
和基础设施发展）反映了我们对该承诺的践
行。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利益相关者，都在
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我们的
环境承诺涵盖了整个西利曼社区、我们居住
的城市以及更远的地方。鉴于我们将“零垃
圾”作为校园重点事项的经验，以下这三点
我认为应该纳入新经济范式：

第一个关键点：让环境责任成为教育重点

学术机构采用环保方法，可以使他们
的承诺具体化——正如我们在西利曼大学所
说的——“立足于社会和环境福祉的人的全
面发展”。如此一来，大学里的教学单位不
用进行专门教学，而就在其所宣传的，特别
是在特定学科（医学科学、工程、生物、政
治科学、农业等）及其关联的区域经济学领
域中进行实践——研究个人如何善用稀缺和
有限的资源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和愿望。

第二个关键点：展示良好的环保实践所产生
的经济影响

即使在教育机构，环保实践也有良
好的商业价值：垃圾分类让操作过程更高
效，也创造了其他收入来源和良好的经济
回报，可用来维持环保项目目标持续。例
如，更有效地收集垃圾可节省时间和精
力；可使用生物降解废物来维持有机肥
料的生产；回收利用可补贴当地的家庭
经济，减少对树木和矿藏等主要产品资
源的破坏。同样，开发太阳能等替代能
源能节省光电成本（这是我们机构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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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力成本项目的第二大成本开销）。
省下的款项供院校更多地改善教学服务，以
促进我们核心工作的全面提升。

第三个关键点：服务型学习是让学生参与环
境责任的最好方式

服务型学习作为一种教学法，可以用
来推广基于社区的经济学视角。例如，采用
这种方法可以使家庭从经济不平等和获取资
源不平衡的相关理论深入到家庭层面，摆脱
仅仅关注平均家庭收入或一篮子商品平均价
值的“均数专制”。更注重了解单个的家庭
（而不是总体家庭），关注一个社区中每个
家庭的生活质量，注意农业或渔业家庭的特
殊或具体情况，并明确考虑特定的社会文化
背景。

虽然我们的“零垃圾”政策和其他新
环保项目都于2018年开始实施，但它们仍
“在进行中”。“新冠疫情对我们环境政策
的影响尚不完全清晰，特别是我们大多数学
生至今仍无法上课以及继续在这里生活。然
而，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所做的，我们要以一
种更有目的性、更一致和更协调的方式去做
到更好。具体政策以及我们对贯彻政策发
展的评估措施，在《2018年西利曼大学环境
准则、政策和指导方针》、我的报告《校长
在全校的讲话》（Cernol-McCann,B.，2018
年7月9日）中都有呈现，前者已由董事会正
式通过（西利曼大学董事会，2018年）。从
这些文件以及随后发表在西利曼大学网站的
《我的环境》（西利曼大学，2020年）的报
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目标不
仅是心怀抱负，而且经过通盘考虑，并根据
董事会章程对各院系部门的具体要求落实了
相应的责任。同样明确的是，我承诺会在未
来的时间里履行这些职责。

•

Betty Cernol-McCann, 菲律宾杜马盖地，西利
曼大学校长

Translated by 翻译: Zhou Shoujin 周守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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