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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学( Ecology) 是研究生物体与周围环境之间以及生物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

创造生态学( Ecologie)概念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单个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生

态学已经从古典生态学发展到现代生态学,从生物个体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系统生态学一直发展到人类生态学。人

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 这个概念首先由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在《社会学导论》一书中提出。1924 —1926 年,美国

社会生态学家麦- 肯齐开始尝试着把植物生态学和动物生态学的基本概念运用于人类群落的研究,这一新兴的学科即

被学术界命名为人类生态学。人类生态学先后被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

所关注,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定义和研究。19 世纪70 年代之后,人类生态学逐步形成了以现代生态学理论为基础,以

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以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之间相互关系为目标的现代人类生态学。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1798 年) 、李比希的《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1840 年) 和达尔文的《物

种起源》(1859 年) 都发表于生态学概念出现以前,但是,现代生态学家都不否认马尔萨斯、李比希和达尔文属于生

态学家,并且,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李比希的现代农业思想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甚至构成了现代生态学的理论基础。

那么,在其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多次提到海克尔、马尔萨斯、李比希和达尔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底属不属于生态学家

呢? 或者,马克思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涉及人口、人与自然关系和剩余价值理论等诸如此类问题的唯物主义论述到

底属不属于生态学思想呢? 遗憾的是,直到21 世纪初期,国内外主流学者几乎都对此问题有意或者无意地作出了否定

的回答。 

在近代学术史上,第一次将马克思和恩格斯与生态学联系在一起的学派应当属于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但是,早

期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同样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生态学思想,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需要与

生态学相结合才能够解决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北美的莱易斯和阿格尔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

他们在20 世纪70 年代发现,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资本主义虽然已经克服了经济危机,但是,资本主义通过异化消费

而维持的经济繁荣却遭遇到自然环境的制约,资本主义必然发生生态危机。奥康纳经历了20 世纪80 年代资本主义的

经济滞胀期和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萌发期,因此,20 世纪90 年代之后,奥康纳提出了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的资本主

义危机理论。21 世纪前后,福斯特和伯克特开始认真思考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解决之策,他们把目光再一次投向曾经对

资本主义作出彻底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始系统地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我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20 年

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21 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开始面临来自人口和自然环境的制约。在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

 

【内容摘要】生态马克思主义首次将马克思和恩格斯与生态学联系在一起,其间经历了从以生态学思想补充马克思主
义到主动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这一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本身包含着丰富的生态学思想,生产力决定生产
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不仅决定了发展生产力是解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的主要方式,也决定了“人类同自然的
和解”必须以“人类本身的和解”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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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始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其中就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的生态学思想。 

 

一、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关系的阐述 

 

  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致力于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按照时间顺序大致产生了以下三种理论形式。 

第一,莱易斯和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莱易斯在1972 年和1976 年出版的《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以

及阿格尔于1975 年和1979 出版的《论幸福的生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详细地介绍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

生态危机理论。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

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

状态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随着资本积累和再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发展,激化到一定程度就必然爆发经济危

机。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加强经济干预以及通过信贷工具等具体的经济手段刺激无产阶级

的消费,既纠正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地位。但是,无产阶级此时的消费已经

不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维持其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而是一种对奢侈品的病态消费,是一种异化消费。正是无产阶级对

奢侈品的异化消费才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使资本主义生产与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

盾,“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①最终促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被生态危机所代替。由于异化

消费是无产阶级摆脱痛苦寻求所谓自由的唯一方式,也是资产阶级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唯一动力,异化消费

因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唯一理由。但是,在异化消费的过程中,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

限性发生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就转化为商品供应危机,引起无产阶级消费期望的破碎,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制

度的合法性危机和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在重新审视消费预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能够自

发地调整自己的需求观念和价值观念,消除异化消费,建立革命性的需求理论,并逐渐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管理模式进

行改革,使之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 

第二,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奥康纳经历了20 世纪80 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滞胀期,也经历了90 年代之后资本

主义全球化所导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因此,在1997 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中,奥康纳提出了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并存的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理论。“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方面属于一流的理论

家,但他们两人确实没有把生态破坏置于资本积累和社会经济转型理论的中心位置。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

赖资源枯竭和自然退化的程度。他们不仅没有准确预见资本在‘自然的稀缺性’面前重构自身的能力,也没有预见资

本所具有的保护资源和防止或消除污染的能力。”②奥康纳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态关系之间的矛盾称

为第一类矛盾, 而把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称为第二类矛盾,这两类矛盾决定了

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共存于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奥康纳进而通过资本积累以及资本积累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

开发,解释了在全球性二元对立结构中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和能源剥削,揭示了全球性生态危

机存在的内在原因。因为,为了获取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和提高本国的经济水平,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得不承受与发

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交易，向发达国家出售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能源等自然资源；而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能源则

降低了资本积累的成本,使资本积累加快。资本积累的加快又反过来加快了对生产资料和能源等自然资源的开采速

度,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生态环境灾难。最终,资本主义消费市场“引导着单个资本尽力越来

越快地销售消费品,降低资本的周转时间,以此来维持利润。如此一来,消费主义社会和生态破坏与浪费的普遍化就与

资本主义消费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③。 

第三,福斯特和伯克特初步发掘了马克思的生态学。在1998 年出版的《马克思与自然》一书中,美国的伯克特博

士重点阐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共产主义思想中蕴涵的生态学原则,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生态学在本质内容

上的一致性。马克思把劳动作为财富生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劳动不是人类物质财富和使用价值的

唯一来源,劳动和自然共同构成了人类财富和使用价值的基础。因而,伯克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将自然、劳动

和生产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考察,正是对现代生态学关于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具体阐述。不仅如此,伯克特最后总结道:

不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包含着生态学思想,而且,马克思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具有的生态意义远远超出以往

公认的评价”④。他指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虽然完全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基础之上,但是,共

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强调使用价值和自然的内在价值、生产和消费方式、民主和平等的社会结构等内

容,都是与生态价值观念相一致的。 

美国的福斯特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的生态学(Marx’s Ecology) ”



概念,在马克思与生态学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他首先将马克思与李比希、达尔文、马尔萨斯等历史上的生态学家

联系在一起,并在马克思的“新陈代谢”观念中发现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马克思关于城乡之间、人类和自然之

间的新陈代谢关系断裂的概念??使他提出了对环境恶化的批判,而这一批判预见了很多当今的生态学思想。”⑤在批

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人口相对于谷物过剩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的肥力受到人口

的剥夺而无法恢复,同时,资本主义大工业迫使人口向工业城市流动,把农村土地上的肥力以谷物的方式带走,而以排

泄物的形式留在城市的排泄系统中,两种因素一起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口与土地物质代谢的中断。福斯特认为,

马克思最终从李比希对农业的分析中获得启发,将新陈代谢概念创造性地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意义上同时使用,

通过新陈代谢这个自然科学概念将人和人类社会加入了生态系统。福斯特考察了马克思运用新陈代谢的四个方面：

其一,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需要与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自然是人体的器官的延伸；其二,劳动是人类与自

然进行新陈代谢的中介；其三,社会性的劳动使新陈代谢与整个人类社会发生联系；其四,马克思提出了要对整个新

陈代谢加以控制的观点。最后,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分析自然与社会的代谢过程中已经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这个现

代生态学概念。 

 

            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口、自然和社会的生态学论述 

 

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就存在“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

的基础之上才正确地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当中，“人与自然

之间”的关系体现为生产力,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体现为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决定了现代生态学的基本原则,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解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的主要方式,

他们也明确指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要以“人类本身的和解”为前提。在此基本指导原则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比

较详细而系统地论证了现代生态学所主要研究的人口、自然和社会这三个基本范畴。 

第一,关于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口问题的关注始于对马尔斯萨人口论的批判。马

尔萨斯抽象的唯心主义“人口决定论”认为,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数量与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谷物数量之间始终存在

着矛盾,这个矛盾构成并决定了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认为科学技术的发

展可以使人口与谷物同时按照几何级数增长。恩格斯在1844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为了证明对人口

过剩的普遍存在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让我们再回到生产力和人口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来。??科学发展的速度至少也是

和人口增长的速度一样的;人口的增长同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而科学的发展则同前一代人遗留下的知识量成比例,

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 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⑥恩格斯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

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⑦ ,因而,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的基础公式

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上每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

人口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地阐明了人口规律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他指出：“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

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

⑧“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⑨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消灭私有制是解决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唯

一途径,但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当中,也要考虑人口的控制问题。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初步指出消

灭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途径：“只要目前处于对立状态的各个方面的利益能够融合起来,人口过剩和财富过剩的对立

就会消失, ??那种认为土地不能养活人们的荒谬见解也就会不攻自破。”⑩恩格斯也从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

料生产相适应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对人口增长进行控制的设想。在1881 年2 月1 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他明确指

出：“人类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

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末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

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 …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

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 

第二,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学论述。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包括两部分内容,其一为自在自然,其二为人化自

然。自在自然包括人类历史之前的自然,也包括存在于人类认识或者实践之外的自然。人化自然则是指与人类的认识

和实践活动紧密相连的自然,也就是作为人类认识和实践对象的自然。马克思关注的是“现实的自然”,也就是“人

化的自然”,因为,离开了以人类劳动为中介的人类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任何自然的存在也就失去了以人类生活为判断

尺度的存在意义。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人化自然当中,人类属于主体,而自然属于客体。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

及保护自然的目的就是使自然界更好地并且更有效地为人类服务,他在评价“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时候写道：



“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 …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 还

是作为生产资料) 服从于人的需要。” 

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因此而克服了人类早期对自然的神化和崇拜思想,恢复了人类对自然的主体地位,也就恢复

了自然对人类的有用性和价值。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因为资本使自然服从于人的需求而支持资本对自然的征服和掠

夺,相反,马克思明确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在《资本论》第一卷当中,马克思发现：

“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

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

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以资本主义农业为例,进一步批判了资本主义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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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

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马克思虽然强调人类对自然的主体性和自然对人类的有用

性,但是,他的人化自然观既不支持对自然的征服也不赞同对自然的破坏,而是追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一方

面,人类自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自身的一切都具有自然属性；另一方面,自然又是人类的无机身体,人类依赖自

然而生存。因此,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统一性,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就是毁灭

人类自身。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时,清楚地表达了上述观点：“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

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陈代谢受阻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新陈代谢最初是一个生物学概念,

是指生物体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化学物质的合成和降解而不断进行物质更新和能量交换的过程。中文版《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的“物质变换”和“新陈代谢”,其实就是“新陈代谢”一词在不同语境下的两种不同翻译。马克

思无论在英文还是德文中都准确地使用了“新陈代谢”这个生物学概念,并创造性地将其从资本主义农业等自然科学

领域运用到人类社会科学领域,使新陈代谢概念成为贯穿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理论支柱之一。首先,马克思将

新陈代谢理论运用在劳动价值论中,不仅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关系,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和资本积

累过程。“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

程。… …劳动过程… …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劳动作为

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

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马克思进一步将商品作为社会物质变换的媒介：“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

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就这一点说,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接着,马克思阐明了这种以商品为媒介

的社会物质变换不仅发展了“劳动的物质变换”,而且使整个人类社会的联系不断发展起来,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

基本矛盾奠定了基础：“一方面,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

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又有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 

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资本主

义生产的不断扩大和无产阶级的购买力不断缩小,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价值、货币和商品等新陈代谢活动产生

停滞或终止,最终使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的新陈代谢产生断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因而全面爆发。因为,“资

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规律,并

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其次,马克思通过新陈代谢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

的分析,不仅揭示了生态环境危机得以产生的自然和社会机制,而且清楚地预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从经济危机向生态危

机转化的可能性。因为,资产阶级为了克服经济危机以获取更大的利润,他们一方面通过生态文明建设马克思和恩格

斯与生态学发展科学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这些科学技术也加大了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于是,就要探索

整个自然界, … …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 …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 

… …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而且,马克思

曾明确指出：“劳动并不是它所产生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

地是财富之母。”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冲动下,从剥削劳动财富转到掠夺自然财富是资产阶级的必然选择,

而从经济危机转向生态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不仅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生态学思想,而且,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本身就在通过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来解决人类与自然所组成的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各种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强调发展生产力

是解决人类与自然之间矛盾的主要手段,他们也同时强调生产关系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因为,马克

思和恩格斯把劳动者联合起来并消灭了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解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的最高理想：“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

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注释: 

①Agger Ben :Western Marxism: An Introduction ,California :Goodyear ,1979 ,p. 273. 

②James O’Connor : Natural Causes , The Guildford Press ,1998 ,p. 124. 

③Ibid. ,p. 206. 

④Paul Burkett : Marx and Nature , St. Martin’s Press ,1999 ,p. 14. 

⑤John Bellamy Foster : Marxps Ecology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p. 141 - 142.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版第1 卷第621 页。 

⑦同上书,第616 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版第23 卷第692 页。 

⑨同上。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版第1 卷第620 页。 

�(作者: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 博士)（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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