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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林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72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的内容结构 

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述          15％ 

2、生态危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透析    30％ 

3、生态社会主义思想                   20% 

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15% 

5、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生态问题     20% 

四、试卷的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题          25％ 

简答                                   35% 

论述题               40％ 

 

 

第二部分  考察的知识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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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的知识及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述 

 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文明与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内在关系；生态运

动与绿色政治；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生态学、系统论及未来学的理

论成果；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理论。 

    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生

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完善。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成因的剖析 

    1、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 

科学技术的性质及其社会功能；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关系 

    2、控制自然的观念与生态危机 

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根源和演变；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最深

层根源 

    3、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 

异化消费与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生态殖民主义

与生态危机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 

    1、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 



 3

实现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非暴力革命；生态重建。 

    2、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 

生态社会主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内在联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解决生态危

机的根本途径 

    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 

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阐释不同；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阐释不同 

    五、中国的生态问题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解读 

    1、生态理性的缺失和我们面临的生态问题 

    我国面临的主要生态问题；我国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社会发展的绿色目标 

    3、“红”与“绿”的结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解读 

社会主义是绿色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启示；发展才是

硬道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