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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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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政治环境和中国自然环境的双重约束之下，我国的现代化之路已经无法复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的工业化之路，必须探索新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模式。因此、结合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从科学和哲

学的高度研究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对于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很早开始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面对资本主义国家中

普遍发生的生态环境灾难，西方左翼学者开始整理和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以期从社会制度层面解决

资本主义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生态环境危机，并逐渐形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产生了一系列代表作。它们充

分发掘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经济危机理论和异化劳动理论中的生态思想和生态价值， 

  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学思想的重建和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也具有非常明显

的缺陷和不足：第一，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旨是用生态思想补充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恩主义的创始人

莱易斯在20世纪70年代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需要用生态危机理论补充和修正。第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没有完成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学的构建。《马克思的生态学》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中第一个

尝试构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学的著作，但是，该书主要以马克思和达尔文的生平为线索，介绍了两者之间以及

其与生态学之间可能存在的学术关联，缺少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学的具体论述。第三，生态马克思主义无法从

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也无法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占主导地

位的条件下，生态马克思主义只能局限于学院式研究，缺乏实践经验和实践检验。同时，生态马克思主义基本

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反思，而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因此，当今中国的生态文

明建设无法照搬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和主张。 

  我国学者的初步探索 

  我国学者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基础之上，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实践经验，主要从哲学的角度初步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 

  虽然我国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做过大量而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

但是，这些探索和研究还存在以下三点不足之处：第一，翻译介绍性文章较多。生态马克思主义经历了70多年

的发展，而我国学者王谨教授在1986年才将生态马克思主义介绍到学术界。过去20多年，我国学者主要是翻译

介绍生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研究成果。第二，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研究缺少科学性

和系统性。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曾经发生在资本主义工业

化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才在我国陆续出现。因而，我国学者还没有来得及结合现代生态学基本原理对马克思

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第三。缺少对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生态学总结。在目前20多部有关生态文明

建设的专著中，很少有作者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学思想的高度总结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经验，真正体现马克思



恩格斯生态学思想的论述较少。 

  主要研究线索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学思想研究的主要线索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产生的历史和理论背景。马克思恩格斯与生态学的创立者海克尔以及其他生

态学家都生活于同一个时代，他们不仅在自己的著作当中多次提到海克尔，而且还根据海克尔的理论对杜林等

人的观点进行了多次批判。比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海克尔是完全正确的，在他看来，遗

传在本质上是过程中保守的、肯定的方面，适应是过程中革命的、否定的方面。” 

  第二，生态学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生态学与进化论、细胞学说和物质

能量守恒定律都成熟于同一时代，后三者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自然科学基础，而生态学对马克思恩格

斯的影响则远远超出哲学领域，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也都得到充分体现。据不完全统

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当中至少有几百处内容直接涉及“新陈代谢”或“物质变换”（两词是同一个外文

词汇翻译而来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运用“新陈代谢”概念，而且在土地、人口、劳动、资

本、阶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内容中都运用了“新陈代谢”这一基本概念和原理。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生杰学思想的基本内容。（1 )唯物主义生态学。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生态学”和

“新陈代谢”概念，将人类与自然看做一个生态系统，将劳动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进行“新陈代谢”的中介，

对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唯物主义分析。（2 )新陈代谢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性地将新陈代谢原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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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整个思想

体系的重要理论支柱之一。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微观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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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态人口论。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与谷物必须保持

平衡的基本观点，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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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马尔

萨斯的人口决定论，并认为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只是相对资本的过剩，而不是相对谷物的过剩。（4 )生态经济

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价值论构成了生态经济理论的基础。马克思首先提出了工农业生产中“生产排泄

物”和“消费排泄物”再利用的“循环”经济思想，并提出了实现循环经济的四个前提条件，即社会化大规模

生产、机器的改良、科学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思想。 

  面对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种重读《资本论》的潮流。其实。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

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之间的本质关系，并将其总结为：生态危机是经济危机的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