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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俭、自然内在价值和福祉型企业

laszlo zsolnai 拉斯洛·若尔纳依

我提出了三个核心概念，对于将经济学范式转变为于基于团结和公平的共同利益

导向型经济而言至关重要。这三个核心概念分别是：消费和生产中的节俭、承认自然的

内在价值、发展福祉型企业。

（1）消费和生产中的节俭

当前，最先进的经济体造成了巨大的生态危机，其所使用的环境资源和空间远

远超过了地球对它们的承载。赫尔曼·达利（Herman Daly）认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节俭须走在效率的前面。单靠效率并不能缩小生长过快经济体的物质消耗。“提高效率

本身就相当于加大了要素的供给。人们将会越来越多地采用低成本要素。尽管效率更

高，但我们最终将消耗掉以前更多的资源。规模将持续增长。”（达利，2008年，第222

页）。

节俭意味着在经济生活中重新平衡物质和精神价值（波科特、奥普贝克、若尔纳

依，2008年）。这会丰富“经济”的实质含义，并促成相应的自给自足逻辑的复兴。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介绍了“经济”一词的形式与实质含义之间的基

本区别。形式意义源于目标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并带来了稀缺性定义。另一方面，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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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指向了如下基本事实：“人类与所有其

他生物一样，若没有了供养他们的物理环

境，将会立即灭亡。”（波兰尼，1977年，

第12页）

实质含义反映了人类在生计方面对自

然及其同伴的显著依赖。托马斯·普林森 

（Thomas Princen，2005年）认为，我们需

要从围绕利润最大化和效率原则建立的经济

转向基于自给自足逻辑的经济。我同意这一

观点，并认为，实现节俭和自给自足“需要

更加实质性的组织形式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占

主导地位的正式经济配置的底层结构。这意

味着……引入规模更小并具有文化差异的实

质性经济活动模式。”（若尔纳依，2002

年，第661页）

（2）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

主流经济学不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

它建议基于由相互竞争的经济活动者确定的

市场价值对环境商品和服务进行估值。自然

要素的价值是通过使用“支付意愿”原则或

影子价格技术来计算的。但是，不能仅仅根

据自然实体对人类的有用性来计算其价值。

对于自然实体价值的评估而言，价格是低效

且时常被误导的模型。约翰·高迪（John 

Gowdy） 和卡尔·麦克丹尼尔 （Carl N. 

McDaniel）（1995年）证实，自然实体的价

值不能由市场机制决定。

不存在解决自然分配问题的算法。

琼·马丁内斯-阿利埃 （Joan Martinez-

Allier）的研究表明，生态和社会价值几

乎是无法估量的。（马丁内斯·阿利埃

等，1998年）与自然和社会有关的决策与政

策需要定性和多角度考量，并适当地运用智

慧。 

（3）发展福祉型企业

主流企业只专注于创造财富，因此它

们会对人类及非人类自然带造成大规模的危

害或危及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

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福祉型的经济（科

斯坦萨等，2018年；Korten，2020年）。

这意味着要将企业转型为尊重自然、为子孙

后代着想、考量社会共同利益的先进社会机

构。（奥希金斯、若尔纳依，2017年）

福祉型企业旨在以互相关联的方式创

造人类和生态福祉。他们的商业模式及运营

基于福祉创造，而非财富创造。财富是用一

维财务术语定义的词语。福祉是用整体、多

维术语定义的一种过程，其中包括人类和非

人类功能的物质和非物质方面。

企业走向福祉创造的轨迹是一种包罗

万象的复杂情况。只能采用与适当的所有权

结构及有效的治理机制、合适的激励系统、

组织认同、与当地社区的关系、所采用的技

术、生产系统、供应链、信息系统、投资者

和产生的净收入有关的标准，通过多维测量

来对其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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