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国共产党党史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发展史 大事记

列宁主义 邓小平理论 科学发展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 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专题参考 辞典

  您的位置：首页 - 国防大学邓研中心

 

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生态观

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2008-5-19 10:53:55    来源： <<求是>>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生态观，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
推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的思想，把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马克思认为那些“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
的人”，“本来就是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167页）恩格斯在《反杜林
论》中也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
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74—375页）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告诫：“我
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
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同上
书，第4卷第383—384页）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自然、环境对人具有的客观性和先在性，
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的集中体现。人及其意识都是自然和环境的产物。当然，人类不是被动的存
在，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们可以把握自然规律、改造客观世界。但是人们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人们
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一旦人们的主观意志膨胀，违
背自然规律，搞唯意志论，就一定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  

    就一个社会的和谐来说，当然存在多种需要协调的关系，但归根到底，无非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和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实际上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统一。社会发展不仅是人与人关系发展的过程，也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过程。自然史与人类史
相互制约，人与自然的和谐遭到破坏，人与人的和谐，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必然遭到破坏。因此，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基础性
工程。  

    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及与一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思想，深刻认识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和重要特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和
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发展变化的，它也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人类文明的
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式，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使人与自然尖锐对立的状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创
造了以往社会无法比拟的社会生产力，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又使人与自然的关
系发生了根本性颠倒，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矛盾的激化。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使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之间
的矛盾发展到了“两极对立”的程度。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尽管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尚未
充分暴露，但他们已预测到未来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矛盾，警示人们必须注意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浪费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马克思根据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深刻指出：“资
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一个
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552—553页）正是从这里，马克思进一步看到：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
然、环境、生态的矛盾，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使人类走出人类文明越发展生态破坏越严重的“二律
背反”的怪圈，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也就是说，必须用社会
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正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崭新的制度下，“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
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
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633—
634页）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虽然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矛盾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还需要人们付出长期的艰苦的
努力。过去，我们为了追求增长的高速度，长期沿用扩大外延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以资源换增长。这
样一来，在我们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我国目前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经占到整个GDP的较大比重，生态系统呈现出由结构性破坏向功能性紊乱演变的
态势，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因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
谐、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基础性工程，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思想，充分认识自然和生态环境问题的世界
性意义，树立关注全人类命运的全球整体意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历史观和环境哲学中，一个
重要的观点就是：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全球已经进入一个“人们在肉体和精神上互相创
造着”的时代。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生态问题已经超越国界的
限制。在西方发达国家，自然界早就开始报复人类：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成为资本主
义危机的显著特征。为了达到保护自己环境的目的，他们把大量污染性的工业，甚至工业垃圾转移到
不发达国家，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的环境污染。很多有识之士对这种损人暂时利己，最终必然害己
的行为提出了批判。从1972年斯德哥尔摩世界环境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到1980年联合国制定
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再到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环
境与发展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环境保护问题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置全
人类的共同利益于不顾，眼睛只盯着本地区的发展，甚至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危机的生态霸权主
义越来越遭到世界人民的谴责。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爱护地球这个我们共同的家园，越来越成为一
个超越国界、超越种族、超越信仰的人类普世价值观。  

    我国政府1993年就制定和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
发展行动计划。1997年，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科技兴国战略一起写进了党的十五大报告。党的十六大报
告，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
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努力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实现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在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回顾这一发展战略不
断深化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是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高度负责的国家，是推动世界可持
续发展的积极力量。随着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的实践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必将对人类、对世
界的和谐作出更大的贡献。  

    （执笔：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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