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2, 11(1), 11-17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1003    

文章引用: 周才骄.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及其新时代中国化成果[J]. 哲学进展, 2022, 11(1): 11-17.  
DOI: 10.12677/acpp.2022.111003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及其新时代 
中国化成果 

周才骄 

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1年12月28日；录用日期：2022年1月13日；发布日期：2022年1月28日 

 
 

 
摘  要 

“人与自然如何相处”成为当今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不仅揭示了人与自然
的共生关系，而且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与自然关系产生异化的根源。马克思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提出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解”

的最终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汲取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

系理论的思想精华，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

展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促进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的养成，同时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为世界生态环境的建设

贡献了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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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get along with nature”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today’s social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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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pment. Marx’s theor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does not only reveal the sym-
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reveal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is the root causes of alienation, 
Marx through to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the realization of communism is the only to achieve the final path of man and nature “reconcilia-
tion”.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Xi Jinping’s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lif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as absorbed the essence of Marx’s theory on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adhered to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at “clear waters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gold and silver mountains”, thus 
further 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Marx’s thou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Xi 
Jinping’s vision of a community of lif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at respects, complies with and protects nature. It has also provided 
Chinese wisdom and solutions for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contributed China’s strength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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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推进，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与之带来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副作用相

伴相生，中国乃至全球都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的今天，全世界

人民仍深受疫情反弹、本土病例增加的迫害。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洪涝灾害、粮食危机等一系列危机的

发生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人与自然如何相处，如何解决人

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之问。 
面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和人与自然矛盾爆发的现实状况，国内外学者们纷纷将研究视角重新聚焦于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以期寻求解决当前生态问题的对策。实事求是地说，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

现代工业还没有大规模的建立，生态环境问题并不像今天这样严峻，因而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马

克思不可能就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专门的系统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论不

重要。贯穿于他作品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明白清晰，自成体系，它们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性。这些具有

前瞻性的理论对新时代建设生态文明、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因

此，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入手，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分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

具体内容，从而能够更深入地考察和理解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对马克思生态观的继

承与创新关系，既把好“脉”又凸显“进”。 

2.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哲学之维 

马克思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其中尤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为突出。《1844 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以关于人的本质理论为基础，蕴含着以哲学、经济和社会为主题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

形成了一系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这其中，马克思突破性地揭示了自然进化与社会发

展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自然的历史的过程”，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社会历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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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人化自然的观点。[1]所谓“人化自然”就是人通过劳动实践对自然界进行改造，使得“非人世界”

转化为“属人世界”的过程，“人化自然”说明人的本质在于生产劳动这一根本性观点。马克思认为“人

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他反对将人看作简单纯粹的“自然人”，把人的自然属性说成是人

的唯一的或根本的属性，而忽略社会属性在人的本质问题中的决定地位。然而，马克思并不否认人具有

自然属性以及人的自然因素在人类生命活动中的作用，在他看来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既是一种受动

的存在物，又是一种具有能动性的自然存在物。 
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同属于自然中的一部分，人

对自然有依赖性，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自然界提供的物质资料得以进行。他指出“人在肉体上

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

现出来。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其次，马

克思强调人对自然具有能动性作用，即人类通过“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实践对自然加以改造，使

自然界表现为人的作品和现实，表现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从而作为有用的资源为人类所利用。

但是在发挥人类对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时，应做到尊重客观规律，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以牺

牲自然环境为代价而满足人类自身利益，这也与马克思“人类必须善待自然，才能实现有序发展”的

生态思想不谋而合。 

3. 以资本批判为逻辑内核揭示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发生机理 

19 世纪 40 年代，青年马克思开始将研究视角关注到社会现实层面，他意识到之所以人与自然的关

系出现矛盾，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私有制的产生。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由此引发的工业文明犹

如一把“双刃剑”，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同时，其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生态危机日益严重。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统一的高度出发，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放置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和社会大系统的运作过程中加以审视，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为逻辑内核，阐释了资本主义语境下所

产生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从而指出共产主义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途径和价值归宿。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继承了黑格尔的异化哲学思想，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

的变化，即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的逐步提高，资本主义私有制之下人的活动的终极目的

在于无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由此则会导致人类的劳动本身、人作用自然的工具、自然本身乃至人本身

皆发生异化，从而迫使人与自然之间原本的和谐关系走向破裂，发生了疏离和异化。 

3.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下的人与自然关系 

17、18 世纪，在推翻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进程中，欧美各国相继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和私有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

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

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2]。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和资本利用的最优化，不断

增强对自然资源的攫取能力和攫取力度，因此加快了自然资源的枯竭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马克思认为，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人和自然的关系从人对自然的全盘崇拜和自然对人类的征服转向人对自然的征服

和利用，自然界成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成为为人类所征服、改造和利用的客体。另一方面，资本主

义社会化大生产也损害了人自身的自然力。如前文所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本身属于自然界。然而

在以雇佣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生产对人自身自然力的占有主要是通过剩余价值

的生产形式表现的，即资本家通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方式无限度的剥削和压迫工人，迫使

他们在极其恶劣的劳动环境中以超过自身承载能力的强度进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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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马克思资本主义私有制批判下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积累就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

聚，只要听任资本的自然趋向，积累一般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资本的这种自然使命恰恰是通过竞

争来为自己开辟自由的道路的。[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

会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私有制是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根源，使得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

有制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并造成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在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层次上，人的本质表现为劳动。劳动是人类作用自然界的最初方式，是促进人

进化、使人的身心得到发展的方式。[3]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时代的到来，劳动用机器替代了手工

劳动，工人被固定在机器流水线上重复着简单的劳动，这就使得劳动发生了异化，进而使得工人同劳动

产品、劳动同生产关系、人同人以及人自身产生异化。在此背景下，工人的劳动变成外在的东西，不再

属于人自我满足和自我需要的范畴，而是属于资本家。工人没有购买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的能力，且他

生产的越多，则自己的消费能力就越少。因而这就使得工人与其劳动、与所生产的劳动产品产生异化；

同时，异化劳动还造成人与人的本质的异化，“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

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一种手段”。[1] 
人类为了获得自身生存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通过实践与自然界进行着物质交换，以促进人类社

会的发展和进步，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利润刺激之下，资本家毫无止境的盘剥工人的剩余价值以取得

更大限度的价值利益，所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攫取的利益与工人的异化程度成反比。资

本家为了维护资本所有权，保证资本的积累和增殖，必定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压榨和剥削，最大限度地占

有感性自然界，使整个自然界被“祛魅”变成破碎的物质资料的汇集。所以在异化劳动条件下，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关系破裂。 

3.3. 共产主义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途径和价值归宿 

马克思通过深刻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两个必然”的重要论断，即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和

社会主义必将胜利。资本的不断积累推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并最终否定资本主义自身，加之，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资产阶级由生产力的解放者变成阻碍者，资本主义在造就了社会化大生

产的同时，也产生了推动和运用这一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必将彻底

推翻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使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人与自然

关系理论的价值旨归，他指出共产主义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最终途径。马克思正是在批判资本主

义大工业生产的生态破坏性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在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的社会发展必须与自然环

境的发展相统一、相协调，人类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时，应尊重自然，善待自然，以期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达到有序发展的目的。资本家的交换和支配权在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共产主义社会中

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是人人享有的，每个人都拥有自然资源的平等分配权和使用权。因而只有在人可

以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和解”才能够真正得以实现。 

4.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新时代中国化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时代共

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

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论断，并进一步强调，人类必须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这是无法违逆的重要规

律。[3]这一理念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生命共同体，这是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在当代社会的最

新诠释，一方面，生命共同体理念从生命维度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人不仅依赖于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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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受制于自然界，因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资料。另一方面，生命共同体理

念从价值维度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利益互补关系。生命共同体理念也是利益共同体，人类生命与所有非人

类生命之间存在紧密的物质交换和循环关系，其生存和发展利益相互依存，从而构成一个整体。 

4.1. 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思想依据 

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对自然环境的滥用和破坏，提倡合理利用节约利用以达到发展的可

持续性，是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重要理念。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表现为物质

变换关系，人类可以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人对自然征服，人与自然

的关系发生恶化，人类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有所发生。生命共同体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命共同体理念回应世界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正义的强烈期盼，积极投身全球生态治理

的大潮当中。习近平强调: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坚持和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和人类的全面发展，这些主张都承接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永续性发展的理念之脉。 
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在继承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同时，也与时俱进的实现了自身的创新性

发展。从马克思“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依靠自然”到新时代习近平提出的“人和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从生命的动态角度对人和自然的关系重新进行了审视。人和自然共存共荣，二者不是孤立存在的

客体，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像保护眼睛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像

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自然界之于人类而言，是生命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就是人的生命本身，

因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在保护人类自身的发展。坚持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在目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

转变的局势下，不仅要创造更多的物质、精神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也要提供更优

质的生态环境资源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提出“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等重要论断，这些

都是在继承和发扬马克思关于人和自然关系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智慧的基础之上，赋予了人与自

然关系以新的时代内容。 

4.2. 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内在意蕴 

第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坚持人与自然生

命共同体理念，在牢牢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之上，树立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观。步入新时

代的历史方位后，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关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着力推动形成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3]人
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人类永续发展的前

提。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关系到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关系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以天地自然为生存之源、发展之本，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创造和发展了人类

文明。在这个历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从依附自然到利用自然、再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历

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正日益形成这样的普遍共识：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

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会伤及人类自身，这个客观规律谁也无法抗拒。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

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我们在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保护自然生态系统，

维护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生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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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5 年 3 月，《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把“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进中央文件，成为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深刻阐述了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关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打破了简单把发

展和保护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为我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与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两山理论”进行全面阐述：“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

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5]其中，“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体现了经济与生态的辩证统一关系，旨在强调协同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二者绝不能厚此薄彼；“宁

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这一论断将环境保护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位置，辨

析了一旦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产生矛盾和冲突，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发展生产力，不能走“先

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实现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彰显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

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理念。努力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变为生态农业、生态产业、

生态旅游等领域的经济优势，从而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该理论深刻阐述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生产力

的属性，确立了绿色生产力新理念，揭示出财富绿色生产和绿色财富生产关系，提出要在更高层次上实

现人与自然的和谐。[6] 

4.3. 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时代价值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和频发的自然灾害，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在这场危机中应运而

生，积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路径，彰显出鲜明的时代价值。 
第一，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必须敬畏

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7]作
为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而，为了人类自身和社会的长远发展，我们必

须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2019 年末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究其根本就是人类过度

利用自然资源、肆意破坏生态平衡的后果。在灾疫面前，人类应该彻底清醒并认真反思，如果人类继续

漠视灾疫和危机的警告，一味只顾自己的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则会招致大自然的惩罚。马克思认为人

因自然而生，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其中包含着不计其数的生命要素构成一个统一的生态系统。

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实践活动必须以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为前提，只有合理地利用自然规律，才

能最大限度的将自然资源转换为生产力，将自然界的能力转换为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从而实现人与自

然的互惠双赢。因而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生态治理方案，树立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共同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 
第二，为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治理思路。“生命共同体”理念无疑是马克

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在新时代中国化的表述和成果，同时也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

方案。人与自然关系范围内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问题需要每一个国家都要为此而贡献力量，只有所有国

家携手共治，最终美丽和谐的优美生态环境才能由所有国家携手共享。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向深层次推

进，二十一世纪的时代潮流催生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时代需求，恰好契合了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

价值理念。近年来，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主动承担环境治理的责任，积极

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多个项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习近平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从生命维度进一步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遵循，为全球

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全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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