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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思想
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系探微

#

$奚丹!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

摘! 要：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发展观，它的理论立场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许多相似

甚至相同之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它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建立提

供了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并揭示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深层动因。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也丰富

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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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唯物史观是可持续发展观的重要理

论基础

! ! 可持续发展思想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

指导原则。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就是要科学地解决人与自

然的关系问题，从而实现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地发展，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发展，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发展观，它的

许多理论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首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

关系的理论为可持续发展思想提供了坚实的本体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

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自在到自为

合乎逻辑的飞跃；人类社会是统一的物质世界中最高级、

最复杂的一种物质体系，尽管它同其他自然存在形态有着

本质的区别，但归根到底仍然是一种物质存在形态；自然

界对人类社会具有先在性，人类社会是在自然界的基础上

产生出来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以自然界的物质存

在作为基础；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的必

要的物质前提；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具有物质统一性，在本

原的意义上，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具有先在性。

但唯物史观同时认为，人与自然的统一不是像动物那

样简单地适应自然，直接生存在自然界中，而是能够认识

自然和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使自然物“ 人化”，并在这

一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从这个层面上讲，人类要实施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协调好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实践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人类

的活动必须尊重这些规律。脱离了人与自然的辨证关系，

脱离自然和社会之间整体关系的协调，就不可能有任何发

展，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三种社会形态的分

析，揭示了可持续发展观的深层动因和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上三种依次更替出现

的社会形态分别是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个

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在人的依赖性社会中，即在前资本主

义社会里，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低，人

征服自然的能力弱小，人对自然界普遍存在着敬畏甚至崇

拜之情。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生态问题并不会引起人与

自然的剧烈冲突。在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即在未来的共

产主义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大地提高，全面消除了

各种异化关系，消除了人和自然的对立，从而真正实现了

自然和人的同时解放。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第二种社会形态，即物的依赖性社

会。在这一阶段，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不断提高，实践成

果极大丰富并逐渐积累；实践手段、实践方式日益改善；生

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商品经济充

分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由前资本主义

形态下人对自然的盲从和敬畏，转化为人对自然的普遍征

服和占有，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进入了非凡的物质革命时代，

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结合，使人类在短时间内生产出大

量的物质和消费品，这极大地刺激了人口的迅速增长和人

类消费欲望的急剧膨胀。人们陶醉在这些成果之中，认为

科技是至上的，人类无所不能，人类可以无条件、无限制地

从自然界获取资源并向自然排放废物。人类与自然的关

系越来越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在经济增长和人口

增长的双重压力下，造成了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消耗，

污染物的大量排放，导致了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可见，人类在对科学技术的应用上所产生的

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矛盾日趋突出的状况迫切要求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必须保持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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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实践的历史，是人类同大自然交互

作用、共同发展和不断进化的历史。然而，发达的科学技

术和高度的物质文明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相应的和平、幸福

与和谐的生存环境。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一部分人创造了

富裕而舒适的生活，却并没有消灭贫困，世界范围内贫富

两极分化有加剧的趋势，世界面临着人口、环境、资源和经

济、社会发展失衡的严峻挑战。面对这样的现实，“ 走可持

续发展之路”是人类做出的必然性的战略选择。

再次，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这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的理论是一致的。

可持续发展是“ 自然———经济———社会———人”的共

同发展，并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马克思、恩格斯

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

他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批驳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社

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把对人的发展问题提

到了重要地位，特别是科学地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

性及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强调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认为社会发

展的最高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因为社会是由人所组成

的，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最

终是为了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指每个人在劳动、社会关

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的全面、自由而充分的发展。而唯物

史观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与当代可持续发展思想是相通

的。可持续发展既不是极端人类主义，也不是极端自然主

义，而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基础上的、以人的发展为最

终目标的社会发展观。可持续发展中坚持以实现人的全

面发展为原则，能够使人类经济活动在良好的生态环境和

社会环境中进行，从而保证经济良性循环，推动社会经济

持续发展。

最后，可持续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题中

应有之意。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它把人类社会

历史的发展建立在社会物质生活的实践活动不断发展进

步的基础之上，认为是人们的实践活动通过社会的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

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有机体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统一体。在社会大系统中，任何一

个环节的失调都可以从社会基本矛盾的不协调中找到内

在的原因。也只有通过社会基本矛盾的协调，才能推动社

会历史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可见，唯物史观本身已包含可

持续发展的思想。这里要注意的是，协调和发展不是相互

脱节的，而是有机统一的互动的过程。在发展中求协调，

在协调中促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

! ! 二、可持续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

唯物史观

! ! 唯物史观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

基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给唯物史观的发展以新的启迪。

第一，可持续发展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价

值理论的发展。

生态价值应成为唯物史观价值理论的重要内容。生

态价值狭义上也就是自然价值。诚然，人类在自然界中具

有很高的价值，但是，人类和自然界一样，同样是世界整体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人的价值并不能大于世界整

体的价值。人类在努力追求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必须意

识到自然的价值，并给予高度重视。生态价值是人类社会

多样性价值体系中一根极其重要的价值杠杆，它是自然物

所具有的满足人和社会的能力。它表现人与环境关系中

环境属性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人类要想持续地发

展就必须充分认识自然的价值，善待自然，尊重自然，合理

地开发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人的价值也好，社会

的价值也好，只有在自然———社会———人的综合统一体中

才能切实得以实现。脱离了自然价值的人的价值或社会

的价值都将无从谈起。因此人类自身要想获得长足的发

展，就必须维护和促进地球———这个人类生命共同体的长

久稳定与繁荣。

第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现代科技观强调科学技术既

包含人类的价值又包含自然的价值，是人类价值与自然价

值的统一，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

启迪意义。

可持续发展思想坚持一种全新的科技观。它一方面

承认传统科技观中的合理因素；另一方面批判那种把自然

价值和人类价值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错误的科技观，

强调科学技术既包含人类价值又包含自然价值，是人类价

值和自然价值的统一。主张建立以生态科学为中心，以生

态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导技术，最终实现人、自然与社会

高度协调统一的新的科学技术体系。这些对于马克思主

义唯物史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总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可持续发展思想具有

重大理论意义，同时，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成果对马克思主

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也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

实施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而唯物史

观也要积极吸收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才能

保持旺盛的生机和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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