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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生态环境问题，人们开始

越来越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对生态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成为各个国家的重要议

题；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将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起来的流派，其从理论雏形

到形成理论体系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成为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学派之一，其具有着丰富的

内容，对于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着理论意识和现实意义，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极大的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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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le social productivity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t has also brought many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People have be-
gun to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have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various countries; Ecological Marxism, as a school of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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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combines ecology with Marxism in the history of Marxist development, has gone through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from its theoretical embryonic form to the formation of its theoretical 
system. It became one of the mainstream schools of Western Marxism at that time, with rich con-
tent and theoretical awarenes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
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It has great similarities with China’s Marxist Chinese ecological civi-
lization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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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以及不断深入推进，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程度不断加深，经济的高速发展，

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极大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进入了 21 世纪，人们越来越关

注到生态环境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是全球发展的重要性，全球各国家和地区不断重视经济建设

和生态建设之间的协调关系，力求达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达到一种良性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纵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在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在欧

洲国家得到了传播和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得此产生，其掀起了一股重新解释和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思潮，其中有一批学者严厉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所导致的资源匮乏、能源枯竭、生物多样性锐减、核

污染生态环境问题，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多个领域进行批评，由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得以

产生，并在之后的实践中不断形成体系，与其他学派共同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 
进入新世纪，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得到高速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

的生态问题，如资源枯竭、酸雨、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由生态环境灾害给人们带来了生

命以及财产等多方面的危害迫使我国逐渐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党的思想指导层面上，科学发展观的提

出使我国逐渐形成生态文明，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

的战略高度上部署生态工作，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建设、新发展理念等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形成和丰富了习近平生态思想。中国作为世界上

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而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历

史上的重大一笔，他们两者之间必然会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性。 

2.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及发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欧洲

许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思，

由此而掀起了一股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后来逐渐发展成西方马克思主义。随着卢卡奇、科

尔施、葛兰西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当时的思想潮流。 
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组成部分，其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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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伴着经济法的快速发展，西方社会中的生态运动也得到了蓬勃发展，最

早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点是法兰克服学派的霍克海默尔以及阿多诺合两人于 20 世纪 40 年代共同著

作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当中，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合在这一著作在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严厉

批评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统治和支配知识的形式，展示了资本主义统治下对于田园牧歌式社会生活的无

比向往和追求，由此而开创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先河[1]。20 世纪 60~70 年代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

兴起时期，在这一阶段，其逐渐开始形成一种理论体系，成为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具影响力的社

会理论学派之一，但这一时期它在整个西方的生态运动中并没有带来很大的影响作用，其理论主张主要

集中于讨论马克思的“人化自然”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等社会自然问题上。进入到了 20 世纪七八十

年代，随着思想理论的不断成熟以及实践的丰富发展，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突破了以往的理论局限性，开

始对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批判，他们留下了一系

列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著作，由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思想理论也逐渐成熟起来，

这一时期也成为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时期，占据着整个西方生态运动的重要地位。20 世纪 90 年

代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了寒冬期，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等大事件对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

极大的打击，但是在这一时期生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就此停滞不前，而是得到了十足的发展，在理论以

及实践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建构和深化，其发展势头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猛烈，成为了西方马克思主

义最有影响力的派别之一。 
进入 21 世纪以后，尤以 21 世纪初最为明显，欧洲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出现了又一个活跃期，

主要表现出现许多宣传和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例如詹姆斯·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

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保罗·柏克特的《马克思和自然：一种红绿观点》、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马

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和乔尔·科威尔的《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

等著作[2]，由此可见在经历社会主义发展低潮之后，生态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很大的影响，反

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进步；如今发展到现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仍然焕发出理论的光芒，在

最近的十年里，对生态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和传播主要集中为以下学者的相关学术著作，例如杰夫·尚

茨的《绿色工联主义：一种替代性红绿视点》、斋藤幸平的《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资本、自

然与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乌尔里希·布兰德与马尔库斯·威森的《资本主义自然的限度：帝国式

生活方式的理论阐释及其超越》以及维克多·沃里斯的《红绿革命：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与技术》等一

系列与现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状态相结合，体现新环境新背景下的新理论及新思想。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丰富发展是在实践之中不断提升的，其由 20 世纪 40 年代一开始的理论提

出最后到 20 世纪 90 年代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体系一共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在这半个世纪的漫

长时间里，高兹、本·阿格尔、威廉莱易斯、佩伯、科威尔、格伦德曼、奥康纳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生

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发展与成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3.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旨 

生态马克思主义从开始提出到最后发展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学派之一，其思想主

张也在实践之中不断的得到提升和发展，思想理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也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虽然在生

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这半个多世纪里涌现了一大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所提出的主张与

思想也不完全是一致的，但这些思想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通之处，这就构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旨。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有高兹、本·阿格尔、威廉莱易斯、佩伯、科威尔、格伦德曼、奥

康纳等，他们的理论主张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性，将他们几人的思想主张放到一起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

以从这一行为中更加了解他们之间的共性与不同之处，进而能够得到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旨。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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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马克思主义者之中，从生态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最严厉的抨击为数高兹，与其他生态马克思主义

者相比，高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明显带着一个十分显著不同的特征，那就是高兹把对社会生产力以及科

学技术的批判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高度结合起来，此外高兹也尤为强调利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

机的批判去论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十分必要的，与其他学者的理论主张不同之处还

有一点就是高兹对生态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图景做出了具体且生动的描述，这是与其他生态马克思主义者

最大的不同之处，虽然高兹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树充满着理想化的乌托邦色彩，但却使当时资产

阶级统治下的人们对生态社会主义充满了无极的向往。高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主要是通过它的

著作《劳动分工的批判》、《生态学和政治》、《经济理性批判》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

等来论述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资本社会所出现的各种生态危机以及对人类面临日趋严重的生态问题进行批

评与反思。 
除了高兹以外，威廉莱易斯也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莱易斯师从法兰克服学派的马尔

库塞，其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主张可以说是深受马尔库塞的影响，在他的思想主张里，我们

可以从中看到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等一系列关于生态革命、生态思想的缩影，俞吾金、陈学明公

开表示莱易斯是马尔库塞关于生态革命、生态理论方面的主要继承者，强调莱易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

理论与生态马克思主的思想相结合起来，发挥着沟通两者的桥梁纽带作用。莱易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相

关思想主要是集中体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所出版的《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两本著作，这是莱

易斯最早对生态马克思主义做出相关理论阐述的著作，随后，20 世纪末期，他又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具有

影响力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著作，如《自由主义的困境和社会主义》、《受技术的影响》等，但是莱易斯

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主张最核心的内容高度集中在前面两本著作当中。在《自然的统治》中，莱易斯

主要是对“控制自然”做出了十分全面的论述，全文都是在围绕着“控制自然”这一核心要点展开探讨，

论述的要点主要是从“控制自然”这一理论的历史、哲学以及社会意义展开，将控制自然解释为对人与

自然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控制；《满足的极限》着重探讨人的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之间的差别，阐述人们

真正意义上的满足进而对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们所追求的满足对社会以及自然造成极大的危害行为做出批

判。除此之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还有佩伯、本·阿格尔、科威尔、格伦德曼等人，他们结合

资本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状态，将生态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对资本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

会民生等各领域做出批判，共同形成和丰富了生态马克思主义。 
综合高兹、本·阿格尔、威廉莱易斯、佩伯、科威尔、格伦德曼、奥康纳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思

想理论主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旨，找到他们思想的相通之处，其核心内容主

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点。 
第一，主张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和生活的不合理性是引发全球环境危机的根源所在，强调要废除掉

资本主义下的生产方式。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要想扩大再生产从而在劳动者身上获得更多的

剩余价值，这就必然加大原材料等自然资源的开采力度，再加上由于资本家的欲望无限性，这必然会导

致整个社会有限的自然资源消耗殆尽，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下的大生产大肆掠夺导致出现环境问题、

气候恶劣等生态问题，这是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单方面而言的。此外，由于经济

发展、综合国力差异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及政治影响力将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

转移到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此外再加上发展中国家原材料等资源被大量掠夺，因此致使单发展

成为全球性的生态环境灾难。基于这一现状，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倡导人类对物质的追求应设立一个合理

的限度，避免将进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破坏生态平衡相等同起来，人类应科学、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促进社

会经济发展，达到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共生共存的状态。总而言之，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从人与自然之间的

矛盾冲突扩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反对生态中心主义，强调要从根本上废除掉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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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制度。 
第二，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价值理念。生态马克思

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为理论基础，坚持“以人为本”思想，

主张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和谐统一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指出人类在向自然界索取资源

的时候应当首先站在人的尺度上去进行考量，要以全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尺度来反思人类自身对待自然的

态度[3]。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人类既是能动的存在物，同

时也是受动的存在物，既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自然，感受自然界”，又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使

自然界受自己支配。”[4]但是人类必须要在承认自然规律的存在这一前提下去充分地发挥自身的能动性，

如果人类只是一味向自然界索取生产生活所需要的自然资源，而不去尊重自然规律，那么必然会导致生

态失衡，进而恶化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总之，生态马克思主义突破了以外的理论局限性，形成了关于

生态文明价值观的独特见解，提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观，主张人类要极力实现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与

自然的和谐关系。 
第三，“异化消费”是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异化消费”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

物莱易斯和本·阿格尔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劳动所提出来的新理论，“异化消费”的核心可以简单的

理解为过度消费。本·阿格尔对“异化消费”是这么界定的，“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

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5]他们主张资本主义社

会的“异化消费”诱使人们把盲目消费当作为生活的真正需要，随之刺激生产者的过度生产，进而引起

资源的大量浪费，随之不可避免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6]。 
综上所述，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为基础，结合新环境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

的新状况、新情况所提出来的新理论，其主张的核心要点离不开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正确理解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旨是我们进一步探讨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现代化阐释，探析生态马克思主

义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相通之处。 

4.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强调注重生态建设的思想主张，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

之后，人们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与重视有所忽视，没有能够很好地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之间

的关系，一度出现为了经济发展而舍弃自然，拿生态环境换取 GDP 的错误现象。随着科技的发展、产业

的更迭以及环境问题的频繁的发生，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自然生态，不断在实践中找到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道路。 
进入了 21 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就是回答中国

要实现怎样的发展以及如何去发展的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作为新时势下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的一大理论产物，从宏观上分析科学发展观，可以看出其充满着生态学的理论光芒[7]。科

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与我们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力、推进经济建设并没有背道而驰，但相比于

之前的发展，我们所强调的发展是科学的发展。此外，全面协调可持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

建设资源节约型及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生态文明建设主张都无不充斥着生态学的理论。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新的发展条件及全球形势，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以前所未有的举措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大力推进美丽中国的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都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在理论层面上，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的重要论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理念、新发展理念、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等科学理论的提出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极大的思想指导作用，为推进具体的实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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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思想引领。在实践上，新时代十年我国森林面积增长了 7.1%，达到 2.27 亿公顷、淘汰落后和化解过剩

产能钢铁达到了 3 亿吨，淘汰老旧和高排放机动车辆超过 3000 万辆、全国优良水体比例提高了 23.3 个

百分点，达到 84.9%，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碳达峰碳中和的提出、蓝天保卫战、碧水保卫战、净土保卫

战“三大保卫战”等一系列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 
新时代十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

导思想，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作出了中国贡献，也开辟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新道路，推动和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和完善。在取得成就的同时，迈进新征程，前进路上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和难题。 

5.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流派之一，虽然生态马克思主义确实存在着一些理论局限

性，但并不是说其相关的一些思想主张完全是错误以及不值得人类借鉴的。在全球气候变暖、各地区生

态问题频放、环境形势严峻的大背景下，生态马克思主义有大部分的理论主张是具有合理性的、是正确

的，是当下社会发展状况下我们值得去运用于具体的经济生产、解决环境问题、缓解生态危机等具体实

践中去。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不断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党的领导人提出了一系

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这些思想理论指导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一系列的历史性成

就。而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重要流派，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没有从中汲取了相

当的理论养分，答案应当是必然的[8]。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背后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中

国共产党人的努力，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其中也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较为丰沃的理论沃土，对新征

程上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着十分丰厚的价值启示。 
第一，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生命共同体。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以人

为本等生态思想以我们所主张的“天人和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以及新

时代下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着

极大的相通之处，两者都极为强调人类要与自然生态达到一种合理、科学的状态，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机

融合。没有人类的文明不是文明，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现当下全球气候生态严峻的形势下，全

球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必须要做出回应的一大难题[9]。生态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提醒对人与自然当前紧张的关系做出深刻反思，为我们树立正确的自然观提供了指导。 
第二，加强绿色发展，促进传统消费模式转型升级。以高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基于马克思的

劳动异化理论提出了“异化消费”学说[10]，他们从消费异化的角度阐释了消费主义和生态危机两者之间

内在的逻辑联系，这表明健康、科学、合理的消费观是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人类对生活

的满足感可以通过良好的生态环境来营造因此，人类需要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念，形成节约资源、保

护环境的经济发展新常态。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归于追求速度，忽视了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以

粗放型、资源消耗性为主要方式，但随着资源的有限性矛盾不断凸显，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

面对全球发展新形势，提出了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强调要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实现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两者是存在着一定的相通之处。 
第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并没有强调人

类在处理全球生态问题时要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但其极力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殖民主义和

霸权主义，从某一层面来说就是要加强国际合作，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及技术优势对不发

达国家进行生态殖民主义，但在如今的全球发展下处理生态自然问题，全球每一个都国家和地球都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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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独善其身，这启示我国在处理气候变化、生态危机等全球性问题上应加强国际的合作与交流，推进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生态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理论基点，结合资本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状况、

新问题再度思索人与自然的关系，着力为人们找到一条有效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路径。中国作为世界上

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

代表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

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理论，而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

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具有着极大的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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