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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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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尾声，英国广播电视公司发起了一场对全球所有思想家的评价活动，马克思被评为
一人”。最近，英国广播电视公司四台又一次评选了古今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又一次在全球十大哲
名列榜首。这两个结果向我们清晰表明：马克思不仅活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他必将长存于未
理在当代仍有蓬勃发展的活力，它不仅影响了当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必将影响未来人类文明的
文明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一位英国人曾在大英博物馆的旅游者手册上这样写道：卡尔.马克思，
步永远的伟大设计师，你的思想将长存。多么精彩的评价！马克思主义原理能一直保持活力的原因就在于
思主义是基于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创新发展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并拥有与时俱进的品质，
的根本属性和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在过去一百五十年时刻保持活力与旺盛生命力的关键。
想和生态经济学理论有很强的科学性，时代感和现实意义，并正在充分显示出其极高的现代科
生命力。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重要表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
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一项神圣的使命。  

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的新发展，是历史自然发
形成的理论其内容都与社会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现代生态学和马克思主
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进入到现代生态文明，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马克思主义生
来越大，这也表明了现代文明相交之际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召唤。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之间关系的认识，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生
生态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的生态学。美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著名学者Foster改革了
学理论，这标志着马克思的生态学理论已经进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体系内，马克思主义生态
期，拥有了完整的形式。这一理论成果重塑了整个马克思理论体系内的生态学理论框架，同
是一个生态学家。同时这一理论成果最终建立了马克思在解决现代文明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时
而提供了一种思想渊源和理论框架来振兴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生态经济
学，等等。然而，在马克思生态学的理论中还存在明显的缺陷，尤其在发达国家存在许多马
派，他们彼此的观点甚至截然不同。因此，关键应将这些观点进行科学的甄别。 

一般来说，由西方学者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主要以其哲学形式出现，为的是促进西方
其是北美马克思主义学者创建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同时，这也成为了当今马克思主义

独创的研究成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马克思生态哲学的一些
有人涉及到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尤其是没有人研究其哲学体系的改革，更不用说具有中国特色的
态学的哲学体系这个新课题了。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意义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领域。即使一些国外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曾有所涉

那州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Paul Burkett 在他名为《马克思和自然》的书中确有探讨过一些马克思主
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但是这些还是停留在哲学领域中，并没有建立基于经济模式改革基础上的
经济学体系。不得不说，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理论研究缺憾颇多。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以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徐迪心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生
立中国生态经济学的过程中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的一些内容的探索。作为中国生



人，徐迪心在纪念马克思主义诞辰一百周年的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经济学中说过：
多著作，尤其是在其关于资本的不朽著作中，都多次提到过生态平衡，人与自然间的新陈代
问题”；“马克思所说的在劳动过程中人类与自然环境件所 发生的代谢作用毫无疑问包含了生
义。组成社会的人类与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至关重要”，“其中所涉及的
经济学所研究的。”这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研究的最初背景。  

在徐迪心先生之后，中国生态经济学研究的早期学者程富路先生以及我共同就马克思主
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写入我关于生态经济学理论问题研究的论文中，已于

表，并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院首届研究成果评比的二等奖。同时，程先生的环境经济学的文章也于
表。在上述著作中，我们主要研究的是一些基本原理和重要内容。 

自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后，我国的一些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下进
思理论体系中的一些结论正是对可持续发展的最深刻的诠释，其中蕴含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可以得出结论：在人类应该遵循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讨论中，马克思是一位理论先驱。因此，
义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来说不仅是一项战略使命同时还需要他
期研究中有关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生态经济学，生态哲学，生态社会学
论，在经济学体系改革的基础上划分出基本理论范畴，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的理论
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 

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中，应该避免两类“一边倒”的情况：一类是只强调那些关于
成部分的研究，忽略对于马克思理论整体的研究；另一种正相反，只强调后者而忽略前者。
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繁荣。马克思主义原理本身就是一个极精致的结合体，正如马克思本人所
论在我的著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至少有一个优点：各部分结合的艺术性。”（马克思恩格斯

信集，1976年版本，人民出版社）。由此可见，对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整体研究，整体把握和整体
升。然而，整体研究不应该代替乃至否定对马克思主义各部分的研究，尤其是对三大部分各自的
说，在整体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发
点上，我非常同意高峰教授的观点：“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并不意味着削弱对其三部分的
相反，这意味着对于三大部分单独研究的综合与补充。”当前，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生态
一步加强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整体研究，尤其是应该加强马克思主
经济学之间交叉与共同点的研究，这样才能最终建立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
济学。 

创建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加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整体研究。这里所说的整体研究有三重含
指当我们回顾并且确实领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精髓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二者有大量
和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和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第二要以
历史的观点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原理中，人，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在不断发展的，
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和灵魂。实际上，在创建马克思原理时他就提出了三大核心要素：自然，人
和社会以及它们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在人类思想发展的长河中，马克思是第一个探讨了人
放和自然解放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论家。在这一点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和自然界解放的原理，
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的最大价值和最高原则。这一价值和原则为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
学基础。同样从这一意义出发，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即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
有机整体运行发展法则和机制的科学。第三，从部分研究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的思想
也即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的各部分整合出更高层次的理论基础，进而为马克思主
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提供一个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长久以来传统的经济学家，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将自然生态学和社会经济明显
主义经济学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理论上说并没有包括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理论框架。所以，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将马克思经济理论和其生态学思想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没有从生态
然生态环境对于现代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实际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
主义工业文明乃至社会主义文明进程中所带来的人们关系疏离的现状。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
对于现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基础作用，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此
而，伴随着当今全球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出现，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无法解
了话语权和指导作用。所以，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入马克思主
马克思有关自然生态环境的理论纳入整个理论体系之中，以此来满足现代文明和发展的客观
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另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就是创建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创建新的
济体系。从马克思生态学和经济学的内在统一性来看，现代生态经济体系发展和运动的客观规
绕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展开。因此，我们应该在自然生态学和社
上重新恢复马克思的生态经济学理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无法解决或者不能充分解
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问题，而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可以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这个
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在处理当代人类生存和现代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危机中重塑马克思和马
用。这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质的飞跃。 

在建立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过程中，有两点重要的原则必须遵守：（1）



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不能动摇，尤其是马克思生态学和经济学中有关生态经济

和整个理论都应该全部包含其中；（2）必须体现当前的时代背景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曾指出：“在新时代形成的所有体系内容都是适应那个时代的要求而形成的，而这些体系都是建立在

的全部发展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集，544页）在满足以上两个条件的基础上，我
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还需要包含以下五个层次上的内容： 

首先，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是理论体系必须是合理有效的，这就意味着必须来自于马克思原理本身。所
究的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经济学思想，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生态学
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理论基础。第二，必须有一个科学的逻辑起点，也即马克思的二元性原
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是一个内在统一体这一原则应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的出
明晰的主线，即应包括马克思生态经济关系理论中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作用，我认为这一点
济理论的本质。这一本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结合了社会经济发展观和自然生态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