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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生态民生建设之路
＊

李咏梅
（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针对集体行动的困境而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为生态民生建设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分析视角。社会资本与

生态民生建设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社会资本是 生 态 民 生 建 设 的 必 备 资 源，处 在 社 会 转 型 期 的 中 国 由 于 社 会

资本的缺失使生态民生建设面临一系列困境。要 突 破 这 些 困 境，促 进 生 态 民 生 建 设，必 须 通 过 充 分 发 挥 政 府 在

生态民生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和带头作用、加强生 态 价 值 观 教 育、增 强 民 众 的 生 态 意 识 和 责 任、加 强 环 保 立 法、加

大环保执法力度、促进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等途径，进行社会资本的创新和培育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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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自 然 的 威 胁（生 态 危 机）是 比 战 争 更 为

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 道，一 个 国 家 可

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

被毁坏的自 然 环 境 中 迅 速 崛 起。”［１］４９ 生 态 危 机 的

不断扩散已危及到人们正常的生 产、生 活 和 生 命，

并不断引发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生态问题成为了

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更成为了民生问题。在生态

环境不断恶化的今天，如何有效的进行生态民生建

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面临的一项 重 大 历

史课题，需要调动一切可调动的力量和利用一切可

利用的资源来应对这一课题。社会 资 本 理 论 为 寻

求生态民生建设的途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一、社会资本：生态民生建设的必

备资源

生态民生是基于生态危 机 和 环 境 污 染 而 产 生

的，生态危 机 和 环 境 污 染 的 公 共 性 和 全 球 性 的 特

征，决定了生态民生的个人活动和集体性的活动对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都具有重大的 意 义。其 中 集 体

性的组织活动是最基本、最重要的 载 体，只 有 通 过

这种载体个人才能有效的参与到生态民生 建 设 的

活动中来。但如果在一个缺乏合作 和 相 互 信 任 的

社会里，面对具有公共特性的生态 环 境 问 题，每 个

理性的人都会倾向于“搭便车”，大家都漠不关心甚

至背叛，从而导致大家的利益都受 损，陷 入 集 体 行

动的困境。针对这一困境，社会资本理论为生态民

生建设提供了一条全新的分析路径。

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 的 是 法 国 社 会 学 家 皮

埃尔·布迪厄，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实 际 或 潜

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

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

是制度化的”［２］３。之后，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

尔曼从学理上对社会资本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界定，

认为：“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它既

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

之中。”“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 个 要 素 所 组 成；

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３］３５４ 而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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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使社会资本概念引起广泛关注的是美国 的 政 治

学和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他继承了科尔曼对

社会资本的定义，并把这个概念进 一 步 扩 展，用 来

解决集体行动的悖论问题和解释某项政治 制 度 在

不同的地区实施获得不同绩效的深层原因，他认为

“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

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

的效率。像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

产性的，它使得某些目标的实现成 为 可 能，而 在 缺

乏这 些 社 会 资 本 的 情 况 下，上 述 目 标 就 无 法 实

现”［４］１９５－１９６。由此，普特南得出结论：“在 至 少１０００
年里，意大利南北方，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式，以解

决那些困扰所有社会的集体行动 困 境 问 题。在 北

方，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体 现 在 众 多 的 组

织之中，如保护者协会、同业协会、合作社、工会，甚
至是足球俱乐部和识字会。这些横 向 的 公 民 联 系

所支撑的经济和制度绩效水平，一般来说要大大高

于社会和政 治 关 系 始 终 被 垂 直 建 构 的 南 方。”［４］２１３

福山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成员相互信

任、以组织形式进行合作的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视社会资本为一种自觉形成的社会规则，它体现

于社会各组成部分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它只有

建立在民间团体和组织所达成的协议的基 础 上 才

可能是稳定的。

从上可知，社会 资 本 是 一 种 新 型 资 本，是 与 物

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对应的特殊形 态 的 资 本 形 式，

是一种能够提高社会效率和激发社会活力的“软资

本”，横向网络、互惠互利的规范和社会信任是社会

资本的灵魂。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无 形 的 社 会 性 的

公共品，它具有不可让渡性、使用上 的 互 惠 性 和 可

再生性的特点。社会资本一旦被社会获得，并发挥

它的积极作用，将带来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无形力

量，这正是生态民生建设所需的重 要 资 源，它 能 打

破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囚徒困境”。

第一，生态责任意识的增强需要社会资本的支

撑。目前，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及对人们生产生活

影响的加大，公众的生态意识不断 的 提 高，但 生 态

环境问题的解决仍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主 要

原因不在于公众缺乏生态意识，而在于缺乏生态责

任，责任来自于信任，信任的缺失必 然 会 导 致 责 任

心的下降。伯纳德·巴伯认为：“信 任 是 一 种 社 会

关系或一种社会体制中为所有成员增进利 益 的 创

造者。”［５］２２ 福山认为，信任不仅是社会资本的组成

部分或指标，还是其前提条件。而信任的产生来自

于诚信的存在，诚信是信任的基础。在生态民生建

设中，政府的诚信是生态社会信用制度顺利运行的

主导，企业诚信是生态民生建设的 关 键，个 人 诚 信

是生态社会建设的基础。政府诚信、企业诚信和个

人诚信构成了社会的诚信系统，它要求形成生态社

会各群体间的高度信任关系，有效减少社会经济发

展中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破坏，促进生态

民生建设。社会的诚信度越高，信任和社会资本就

越高，就越 有 利 于 增 加 社 会 各 群 体 的 生 态 责 任 意

识，就会出现“相信你能遵守规则，我也就会遵守规

则”的局面，信任使人们在生态民生建设中 自 觉 的

合作。否则，由于信任的缺 乏，人 们 明 明 清 楚 破 坏

资源和污染环境是有害公众的，但 仍 会 去 做，最 终

只能处于“吉登斯悖论”的处境中。

第二，生态民生建设的有序性需要社会资本的

保障。生态民生建设的有序性依赖 于 是 否 有 健 全

合理的生态环保的相关规范及公众对这些 规 范 的

遵守程度。任何一种公共活动的进 行 都 必 须 有 相

应的活动规则和规范，作为具有社会性公益性的生

态民生建设更是如此。公众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中，

选择合作 而 不 是 对 抗，首 先 是 由 于 相 互 之 间 的 信

任，而巩固的社会信任又是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

网络这样相互联系的方面产生的。公 众 在 参 与 的

网络组织中，由于相互的信任，都自 觉 遵 守 互 惠 规

范，从而推动生态民生建设的有序进行。当然要保

障生态民生建设的有序性还需要公众遵守 具 有 政

治性强制性的具体法律规范。

第三，生态民生建设参与的扩大需要社会资本

的推动。生态民生建设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除了其

主导作用的政府外，应有全社会的 各 种 组 织、个 人

的广泛参与，这是生态环境的公共 性 所 决 定 的，也

是全民利益的必然要求。社会资本 为 生 态 民 生 建

设的进行提供了广泛的公民参与网络，这些网络主

要指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的人与人、团体与团体等

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这些 网 络 有 两 种 形

式：水平 网 络 和 垂 直 网 络。普 特 南 认 为：“任 何 社

会，现代或传统的，专制的或民主的，封建主义的或

是资本主义的，都是由一系列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

构成的，这些网络既有正 式 的，也 有 非 正 式 的。其

中一些以横向为主，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利的行为

者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些规则以垂直为主，将不平

等 的 行 为 者 结 合 到 不 对 称 的 等 级 和 依 附 关 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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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４］２０３ 垂直网络虽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 利 于

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但是，当主体 认 为 处 在 一 个

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中时，向上的 认 可 会 变 得 非

常困难。所 以，公 民 参 与 网 络 属 于 密 切 的 横 向 互

动，这些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横向网

络越是密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也 就 越 高，对 生 态

民生建设的推动力也就越大。

可见，社会资本有利于生态民生建设这一公共

事业的发展，它可以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结合起

来促进联 合 成 员 为 共 同 的 利 益 进 行 协 调 与 合 作。

社会资本理论为我国的生态民生建设提供 了 一 个

新的分析思路。

二、社会资本的缺失：生态民生建

设的困境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其社会资本也具有过

渡性质，社会资本的总体状况具有 多 元 并 存、分 布

不均、发育不良等特征。社会资本的缺失成为我国

生态民生建设的一大困境。

第一，信任危机造成生态民生建设中集体行动

的困境。信 任 危 机 是 目 前 中 国 面 临 的 危 机 之 一。

在社会制度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背

景下，社会信任正在担负着重要的职责。社会诚信

的缺失直接影响政府政策的推行、社会的和谐和公

益事业的开展，更是为生态民生建设带来“集 体 行

动的困 境”。社 会 诚 信 的 缺 失 主 要 表 现 为 三 个

方面。

一是政府诚信的缺失，这是社会诚信的重要方

面。良好的政府诚信是政府合法性的价值基础，政
府不仅要获得形式上的合法律性，还要获得实质上

的合法性，这是生态民生建设能得以全面展开的前

提。因为，在中国民间环保 组 织 缺 乏，生 态 民 生 建

设主要靠政府进行自上而下发动、引 导，政 府 在 其

中起主导作用，所以，政府实质合法 性 的 获 得 在 生

态民生建设中至关重要，而政府合法性的获得必须

建立在官民信任的基础上。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

的快速发展，权力腐败、贫 富 差 距、城 乡 差 别、环 境

污染等社会问题导致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

近些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工 程，不 惜 以 牺 牲

环境为代价。长江污染、太湖污染、垃圾污染、食品

污染等一系列污染问题的出现，大大降低了相关环

保法律的尊严，有损政府 的 公 信 度。这 种 情 况 下，

公众对于政府发动全民保护生态环境的号 召 只 能

是无动于衷。

二是企业诚信 的 缺 失。在 现 代 化 的 高 速 公 路

上，企业的经济本性得到了充分的 彰 显，创 造 了 巨

大的财富，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

所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 统 治 中

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

力还要多，还要大”［６］２７７。然而，现代企业所产生的

这种巨大能量，在最大化谋求经济 利 益 的 引 领 下，

对自然界的破坏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造成了

难以估量的生态灾难。企 业 假 冒 伪 劣、脱 逃 债 务、

偷税漏税、弄虚作假、漠视员工权益 等 诚 信 缺 失 的

现象遍及企业的各个领域。企业的 不 诚 信 行 为 给

社会带来经济、健康、生命、道 德、环 境 等 各 方 面 重

大而深刻的价值牺牲，造成了不必要社会成本的付

出。企业诚信缺失的现象实际上是 对 企 业 社 会 责

任和生态责任缺失的反映，结果产生的是各种社会

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即民生问题。企业对其生态

本性的忽视和企业生态诚信的缺失严重阻 碍 我 国

生态民生建设。

三是公民社会中公众之间信任的缺失，这是社

会信任的基础方面。生态民生建设中，仅有民众对

政府的信任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 政 府 只 是 生 态

民生建设的发动者、主导者，而真正 的 推 动 力 量 来

自于公民社会。“人同自然的关系直接地包含着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

同自然界的 关 系。”［７］７９ 人 际 关 系 的 不 和 谐 必 然 会

带来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带来人对作为公共产品的

自然环境的破坏。而人际关系的和 谐 需 要 的 是 人

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我国传统的 社 会 资 本 镶 嵌

在以“血 缘 关 系”、“宗 法 制 度”这 样 的 社 会 关 系 网

中，由于信息的对称性和行为的高 度 可 预 见 性，在

这些关系网中形成的信任度还是 比 较 高 的。但 在

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这种传统的社会信任也 有 所 减

弱，在此基础上更不可能产生普遍信任。同时市场

经济中人的自私自利性被引诱出来，“夜不闭户，路
不拾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朋友之间、同事之间的

缺乏信任，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更是 难 寻，信 任 危 机

必然使公众冷淡对待公共的环境资源保护。

第二，社会规范的缺失阻碍生态民生建设的推

动。社会规范的缺失主要表现为法 律 规 范 的 缺 失

和道德规范的缺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先

后制定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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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自然保护区

管理条例》、《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等一系列

环境保护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政府也制定了相关

的环境保护规章，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阻止了环境的

恶化，有利于环境的治理，但这远不 能 满 足 生 态 民

生建设的需要。经济的快 速 发 展、环 境 的 恶 化、环

保法律的 滞 后 带 来 很 多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中 的 盲 区。

同时，社会转型期道德规范的缺失又导致民众对法

律规范的集体不遵守，一些环保法律成了摆设。由

于社会规 范 的 缺 失，今 天 的 中 国 很 难 建 立 一 套 具

体、有效的环保制度。邓小平说：“制度好可以使坏

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

好事，甚至 会 走 向 反 面。”［８］３３３ 正 是 由 于 社 会 规 范

的缺失，在结构层次上“对于未来理想的生 态 政 治

的各种具体制度安排至今仍是一个具有挑 战 性 的

理论与实践课题。”［９］１０７ 生态民生建设内在的 要 求

对社会资本的培育和重建。

第三，网络关系型社会资本的缺失致使生态民

生建设的社会基础薄弱。生态民生 建 设 要 求 公 民

社会的积极参与和推动，而在我国，由 于 公 民 社 会

发育不成熟，使得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不多。我国

有影响力的社团组织大都是在党和政府的 主 导 下

创建和运作的，带有很强的官方色彩，所以，社团组

织所做的公益性的活动，在公众看来就是政府进行

的活动，他们很难参与进去。就像美国学者加尔布

雷斯所描述的那样：“我们政府已经包办了 许 多 我

们曾经认为应当由有良好的社会自豪感和 邻 里 互

助意识的人们去做的事情。”［１０］２１９ 政府对社团的监

控，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社团的发 展，使 其 缺 乏 自

主自治性、民间性、非政府 性 的 特 征。即 使 民 间 自

发形成真正的民间组织，但由于没有合法的身份和

官方的援助，也无法进入 体 制，享 受 各 种 优 惠。近

些年随着我国政府对民间组织支持力度的加大，民
间组织得 到 了 很 大 的 发 展，但 总 体 上 仍 处 于 数 量

少、规模小、人均拥有量不足的现状，其保护环境的

公益活动不能有效的开展。横向网 络 关 系 型 环 保

社会组织的缺乏，严重阻碍了我国生态民生建设的

步伐。

三、社会资本的创新和培育：生态

民生建设的路径

由于我国原有社会资本 的 消 蚀 和 新 型 社 会 资

本的缺乏，要求在生态民生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不断

补充新的社会资本，加强对社会资 本 的 培 育，尤 其

是生态社会资本的培育。

第一，充分发挥政府在生态民生建设中的主导

作用和带头作用。由于社会资本的公共品特性，依
靠私人来创新社会资本是困难的，必须通过政府机

构的强力来推动。只有政治人成为生态的“道德代

理人”［１１］１３，才能避免环境主体缺失的尴尬和无奈。

对此，政府必须在生态民生建设中充分发挥其主导

作用和带头作用，这些作用的良好发挥才能增加民

众对政府的信任。由于我国的现代 化 是 在 政 府 力

量的强力推动和积极引导下进行的，其过程中的生

态危机引发政治合法性危机和社会动荡的 危 险 系

数要大于西方发达国家。对此，政府在生态民生建

设中主导作用和带头作用的发挥要做到以 下 三 个

方面。

一是要建立生 态 型 政 府。生 态 民 生 建 设 要 求

政府必须摆正 自 己 在 自 然—社 会（经 济）—政 治 系

统中的角色地位，适时地转变政府 职 能 重 心，推 进

生态政府建立，增强政府生态服务的能力。生态型

政府体现为内部管理上的生态化和外部管 理 上 的

生态化。在内部管理上，政府行政成本的节俭、“三

公”经费的节俭公开和政府人员带头节约社会资源

的行为是目前政府生态化的体现。这 表 明 政 府 开

始把“生态价值优先”的理念贯穿于政府人员的管

理和日常生活中，但是政府在按照生态发展的要求

对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的优化方面还远远不够，在
目前还很难实现政府运行内部环 境 的 生 态 化。在

外部管理上，政府应将管理和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能之一，将生态责任纳入自身责

任体系之中，实现向有限政府、服务 型 政 府 和 法 治

政府的转变。这要求政府 在 经 济 目 标、管 理 模 式、

治理模式、政策制定、制度建设和官 员 政 绩 评 价 机

制等方面进行生态化转向。可见，生态型政府的建

设过程就是生态民生建设的过程，也是政府获得合

法性的过程。

二是要正视生 态 环 境 问 题。由 于 我 国 的 生 态

环境问题是在政府推动下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

民众往往把生态危机的罪责归因于政府。于是，政
府的自利性驱使政府不能正视现实中的生 态 危 机

事件。在我国的生态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多采取

对新闻进行封锁，采取“捂盖子”、“转移焦点”、“选

择性披露”、“报喜不报忧”等行为模式。在 信 息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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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地方政府越是遮蔽越是

引起社会 的 关 注，结 果 只 能 是 降 低 了 政 府 的 诚 信

度，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治 理。所 以，要 有 效 发 挥 政

府在生态民生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政府就必须要正

视生态危机事件，合理解决，减少社 会 发 展 的 成 本

与风险，扩大社会信用半径。

三是要加强生态价值观教育，增强民众的生态

意识和责任。生态民生建设必须在 全 民 中 实 现 从

物质至上 价 值 观 向 生 态 价 值 观 的 转 变，正 如 丹 尼

尔·Ａ·科尔曼所说“物质至上的价值观今天无比

强大，故此必须再三强调，应当花大 力 气 有 意 识 地

铸造可望取而代之的新型价值观。”［１２］１１ 但这 种 新

型的价值观不会在民众中自发的形成，它需要通过

政府有意识的教育和灌输加以树立。据此，应当在

我国的意识形态教育中增加生态教育的内容，来寻

求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的契合点，通过完善现有的

政治教育机制来推动生态政治文化培育，来增强全

民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责任，培育民 众 的 公 共 精 神。

这是政府在生态民生建设中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加强环保立法，加大环保执法力度，提升

环保的政治高度。在生态民生建设的过程中，法律

规范和社会规范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的。但在社会

规范缺乏的情况下，就必须充分发挥法律规范的作

用，以利于社会规范的培育和形成。对于处在社会

转型期的中国而言，规范社会资本、尤 其 是 生 态 社

会资本的培育不是一件立竿见影的事，它需要一个

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为促进社会规范的形

成，必须通过法律规范的完善来弥补我国生态环境

保护中的盲区，加大环保执法力度，从 而 来 树 立 强

制性规范的权威。尽管目前我国不 断 的 制 定 环 保

法律法规，但仍不完善，同时在环保 法 律 的 制 定 过

程中，公众参与度极低，这也直接影 响 环 保 法 的 执

法力度。要认真落实《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创造最基本的信息条件，让公

众参与到环保法制定的全过程中来。同时，要在制

定各个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中树立生态理念，逐步

走向 法 律 生 态 化 之 路，从 而 来 促 进 社 会 规 范 的

培育。

第三，促进民间 社 会 组 织 的 发 展，培 育 公 民 社

会的组织载体，扩大政治参与。生态民生建设在政

府的主导下需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社 会 主 义

民主的最佳体现在于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的最佳切

入点在环保领域。”［１３］１７ 在许多环境保护搞得 好 的

国家，非政府组织都发挥 了 很 大 的 作 用。在 那 里，
“生态政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通过重 温 公 民

权利和社群合作，通过把地球理解为我们的家园而

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我 们 作 为 公 民 的 政

治生活与我们所仰赖的自然生态紧紧地交 织 在 一

起。”［１２］８ 民间社 会 组 织 是 公 众 参 与 环 保 活 动 的 重

要途径，也是连接公众和政府的重要组织载体。要

促进我国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需 做 到 三 点：一 是

对于“垂直网络”的社团组织，政府应促进官办社团

向民办社团的转变。因为“政府支持的活动与社会

资本之间是一种零和博弈关系，政府的卷入导致非

正式网络 的 衰 落，削 弱 了 社 会 资 本。”［１４］２９ 这 是 政

府需循序渐进完成的一项任务，要 适 时 的 放 权，适

时地推进社团自主性、自治化、组织化的发展，建立

政府与社团组织之间的平等合作 关 系。二 是 鼓 励

和发展民间横向的环境ＮＧＯ组织，政府要实现从

监控向培育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方向转变，为民间环

保社团大发展创造宽松、和谐的制 度 环 境，并 给 予

需要的相关支持。三是要促进民间 环 保 组 织 间 的

交流与合作。

第四，培育诚信型社会资本。培育诚信型社会

资本既涉及道德领域、又涉及到政治领域和经济领

域，必须坚持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原则来培育。要

培育政府诚信，党必须加强党建工 作，政 府 必 须 坚

决反腐，建立有实际效用的群众监督机制，坚持“以

民生 为 本”促 进 经 济 发 展，改 善 民 生，实 现 公 平 正

义；要培育企业诚信，必须加强各种 经 济 法 律 法 规

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建设，并提高执法部

门执法力度，保证司法部门的司法 公 正；要 培 育 个

人诚信，要通过各级学校加强诚信 教 育，通 过 广 播

电视、报纸杂志和网络等途径进行 诚 信 事 迹 宣 传，

对缺乏诚信的个人、单位进行谴责 通 报；要 培 育 社

会诚信，还可利用现代网络科技，建立全国个人、企
业、政府信用记录信息网络系统，对 社 会 诚 信 形 成

强大的信息网络监控。

通过以上的措施可促进 民 间 环 保 组 织 的 发 展

和壮大，为公众的环保参与和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的

途径，在众多的环保活动的交往和 交 流 中，自 发 形

成活动的规范和规则，增进社会的 信 任，社 会 资 本

得以创新和培育，生态民 生 建 设 得 以 推 进。当 然，
“一场真正的转变运动，即旨在化环境破坏 型 社 会

为生态可持续性社会，不能孤立地、片 面 地 看 待 特

定的价值观”［１２］１１２。同样，生态民生建设也不能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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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片面地采取某种特定的政治措 施，但 社 会 资 本

理论为生态民生建设提供了一些必不可少 的 分 析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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