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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被马克思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

态思想。恩格斯揭示了自然力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其是生产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同时，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异化作了政治经济学分析，揭示了私有制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制度根源；

并以此为武器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反人道本质；指出了只有消灭资产阶级私

有制，发展科学技术才能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深入研究《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有助于系统理

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和完善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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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els’ Critical Outline of National Economics is called “Genius Outline of Critical Economics” by 
Marx, which contains rich ecological thoughts. Engels reveal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natural forces 
i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ought that they were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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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vity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Engels made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alie-
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revealing that private ownership is the insti-
tutional root of the alie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ook this as a 
weapon to criticize Malthus’s population theory and the anti-humanity essence of bourgeois eco-
nomic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only by eliminating bourgeois private ownership and develop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 the alien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e solved. In-depth study of 
Critical Outline of National Economics is helpful to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and grasp Marxist 
ecological thought, and has very important practical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of 
new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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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恩格斯大约写于 1843 年 9 月底或 10 月初~1844 年 1 月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篇之作，被马克思在 1859 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称为“批判

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但是对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解读，学者们大多侧重于唯物史观和政

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对于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对生态的描述则有所忽略。本文将根据该著作中恩格斯对

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描述，对《大纲》进行生态挖掘和系统梳理发现，找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人与自然异

化的原因，从而总结经验教训，为我国解决当前复杂的生态问题提供一些思考。 

2.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生态思想的探究缘由 

1842 年 11 月底，恩格斯来到英国考察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看到了这里的工业十分发

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在取得突飞猛进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尖锐的阶级矛盾，英国无产阶级与资产

阶级的阶级斗争已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他深入研究了英国的历史和英国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

看到了资产阶级在利益的驱使下，为了获取利益最大化，大肆开发、过度利用自然资源，充满对燃料、

原料、资源的渴望，更大程度地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破坏工人赖以生存的家园，使人与自然和人与社

会的关系越来越恶劣，带来社会政治问题，造成社会竞争和对立。1843 年春夏，恩格斯仔细研读了约·瓦

茨、托·卡莱尔、约·韦德、沙·傅立叶、亚·斯密等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为其撰写《国民经济学批

判大纲》奠定了坚实基础。《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同马克思合作以前独立研究撰写的第一篇

经济学著作，标志着恩格斯思想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在恩格斯

思想的发展史中具有独特意义。 
然而，《大纲》以及《大纲》之前的恩格斯著作，都不是专门研究生态问题的著作，而是在对社会

问题进行分析时零星地透露出了一些生态思想。但是，这说明了在恩格斯一生的思想写作中，人与自然

的关系是其理论的一部分，并且这个部分和他对人类社会的研究是融为一体的。从恩格斯的文本我们发

现，其生态思想既有现实原因又有历史根源。在《乌培河谷来信》中，恩格斯就已经观察出资本主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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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方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他在与谢林论战的 3 篇著作中，透漏出他对德国古典自然哲学的吸取和扬弃，

并且开始从感性层面去分析社会现实。因此，在《英国状况》的第一部曲中，他对卡莱尔的宗教论自然

观做出的批判，显示出他已经从社会历史中去探讨人与自然关系。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已

经完全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分析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缺陷，并表示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

产资料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必然决定了人与自然相对立，即劳动者与劳动

对象中的自然资源相对立，资本家与所有自然资源相对立。事实上，《大纲》中存在的关于生态思想的

文本表述以及其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都证明了，《大纲》是研究恩格斯生态思想不可忽视

的一部重要文本。 

3.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生态思想的内容体现 

在《大纲》中，恩格斯分析并批判了以私有制为合理性前提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基本范畴，进而指出

资本主义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最终消除资本主义的一切反

人道性。生态思想在《大纲》中得到初步阐述，恩格斯意识到自然力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批判了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反人道本质，揭示了私有制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制度根源；

指出了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和提高科学技术是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的和解之路。 

3.1. 指出了自然力在社会生产中的巨大作用 

恩格斯在《大纲》中指出了自然力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即“资本日益增加，劳动力随着人

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

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1]。显然，这里的“自然力”主要是指自然界

本身的自然力，包括与经济生产交织在一起的资源环境的再生产能力以及它产生生命的力量。对于这种

自然力马克思后来称之为“单纯的自然力”或“纯粹的自然力”，他明确指出：“自然力，即风、水、

蒸汽、电”[2]以及山川、河流、矿产土地等。因此，这种自然力与人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相区

别、广泛的存在于自然界的人类已知的资源以及由这些自然资源组合而成的自然力量。它是自然界本身

就包含的一种力量，例如土地、高山、河流、森林、湖泊等等。自然界自身的自然力在资本主义生产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

动生产率”[3]，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巨大的自然力一般是人类熟知的自然力，并且时刻与人类的物质生

产和生活相互联系着。 
自然界的自然力为人的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提供了场所和物质材料，同时也是人的有待加工的精神

食粮。自然界的自然力形成的是“劳动的自然生产力”，这是“劳动在无机界发现的生产力”[4]，它的

生产的再循环是经济生产再循环的物质基础。正如《大纲》所揭示的土地生产力反映了许多劳动者共同

的活动方式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劳动生产力，即“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

的。资本、劳动和科学的应用，可以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地提高”[5]。但是，如果没有土地本身自然

力的周期性生产，经济的生产就会陷入自然设置的极限，“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即科学技术等就会失去

自然根基，进而破坏自己生产的自然条件，这里表明了土地即自然界本身的自然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自然界的自然力以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两种方式参与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文明越发达，劳动

资料的自然力就越占主导地位，它在生产力的发展中所占的比重也就越大。此外，这种自然力的存在和

再生产能力直接影响经济生产的活力和持续发展。没有了自然资源的丰足供给，人的劳动资料和劳动条

件也会受到自然的约束，使得“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受阻，正如《大纲》指出，“要是土地

的生产力不经常提高，耕种土地就会无利可获”[6]。因此，要发挥感性自然界的自然力量，积极保证人

类的生产的正常运行，从而提高自然界的经济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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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批判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人口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一个焦点问题，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第一次对它进行了全面

系统地研究。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主要观点进行了论述。结合《人口原

理》，马尔萨斯人口论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个公理”、“两个增长”和“两种抑制”。“两个公理”即

人类生存所必需的食欲和两性关系所必需的情欲，并一直保持人类所需。这两条原理，在他那里可以理

解为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并且二者相互交织、相互渗透，都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

基础条件和决定因素。同时，通过对这二者的深入理解，他提出了人口将按照几何模型增长，而人类的

物质生活资料则按照算术模型增长的“两个增长”[7]。所以，人口过剩和物质生活资料匮乏几乎是必然

的，当生活资料的生产难以满足人类基本的生存需求时，贫困、不幸、愚昧和不道德就必然产生。针对

这种情况，马尔萨斯提出了“两种抑制”，并提倡将两种方法结合。一种是积极性抑制，即通过降低人

口存活率来减少“多余人口”，以硝烟战争、瘟疫疾病等方法达到目的。另一种是通过预防性婚姻抑制

来降低人口出生率。这两种方法的结合，最终使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的数量相适应。 
针对这种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仇视广大劳动人民的伪科学，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持明确

否定态度。“这种理论是迄今存在过的体系中最粗陋最野蛮的体系，是一种彻底否定关于仁爱和世界公

民的一切美好言词的绝望体系”[8]。首先，恩格斯批判马尔萨斯把“两个增长”当成自然过程的铁律而

存在，把人口问题作为了一种纯自然的抽象，把人口过剩看作纯客观绝对过剩。要知道，恩格斯不是孤

立抽象地看待“过剩人口”，而是把人纳入到社会历史之中，来生动地分析具体情境下的人口问题，把

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人口过剩看作相对过剩。其次，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最大的问题，

即人口的绝对过剩和绝对贫困，并认为人口增长自然界限是人类抽象的产物，具有抽象性[9]。要想解决

这个问题，只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处理“人口增长”和“人口过剩”等问

题。最后，恩格斯在《大纲》中并不否定存在一个人口的自然界限，但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这个

自然界限也随之发生变更。因为人口增长虽然遵从几何模型规律的增长，但也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

并且社会环境的影响对这个人口的自然界限具有主导性地位。恩格斯批判马尔萨斯孤立地考虑自然因素

所产生的自然极限，未看到在人口和自然之间还存在第三个变量即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社会历史性，更未

看到科学技术在社会历史性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批判这种对未来生态思想的悲观论调。 

3.3. 揭露了私有制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制度根源 

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指出“私有制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商业”[10]。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本质上是生产剩余价值，攫取超额利润，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带来人与自然异化的同时也

不会对劳动者的劳动对象怜悯。这样的社会制度建立在不公平基础之上，很难平衡这个社会的矛盾和问

题，使得工人阶级处于奴役、被剥削的状态，使广大劳动群众同土地分离，他们像丧家犬一样被人从土

地上随意驱逐。在这种情况下的工人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求得生存与发展，被迫沦为资

本家追逐财富的工具。此外，资本家品尝到自然资源为他们获取高额利润甜头，使他们的野心逐渐膨胀，

愈加疯狂地向大自然索取原材料，不断压榨工人进行劳动，生产出大量的产品。18 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业

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大机器不断加入生产，机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数以千计的商品，人类“就无限地

增加了生产，现在一个小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 100 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11]。由于资本主义

制度下人类“控制、支配”自然的方式，商品生产的背后是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森林成片倒地，垃圾

污染随地可见，自然物种数量剧减，即商品生产的背后是无节制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必然决定了人与自然相对立，即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中的自然资源相对立，资

本家与所有自然资源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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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制度根源，“最直接的结果是生产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方面：

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12]，导致国民经济学家口中的生产三要素土地、资本、劳动互相对立，资本主

义私有制造成了土地、资本和劳动三种生产要素的分裂，对应产生了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

三大阶级分别凭借其所掌握的生产要素参与财富的创造和分配，为人与自然关系异化滋生条件。资本主

义社会的财富分配，是以一个偶然的尺度即竞争或强者狡诈的权利来确定的，地主阶级凭借稀缺的土地

资源获取较大比重的地租，资本家阶级凭借资本获取利润，只有劳动阶级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劳动

得到的仅仅是最必需的东西，仅仅是一点点生活资料”[13]。而且，劳动在私有制条件下再度发生分裂，

工人的劳动、劳动产品和劳动资料不仅不属于他们，还与他们疏远对立。因而，《大纲》批判资本主义

社会的财富分配，指出它是一种极为不合理的现象。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劳动者与自然的关系是对象化

活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出现、货币产生、贸易体系的建立无一不构成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助推器。

随着人们把更多的杜卡特当作诱鸟放出去，以贸易差额论为要点的重商主义体系的建立，资本逻辑主导

下的生产方式便开始将人与自然的对象化活动推向异化状态，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

制度根源。 

3.4. 指出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利用科学技术是人与自然的和解之路 

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首次明确提到“人与自然和解”这一提法，“经济学家自己也

不知道他在为什么服务……他不知道，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

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14]在批判国民经济学家“假自由”的同时，指出人类

与自然和解的前提是瓦解私人利益，在将私人利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向极致之时便是人与自然实现

和解之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大工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使人与自然显露出贫困和匮

乏的面貌，从而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同时，社会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它把所有的对立、

混乱和剥削整合起来，成为人们解放的桎梏。工人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寻求自我生存和发展，在资

本家的强制剥削、奴役支配下工作，使劳动成为了“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15]。弱肉强食成为

丛林法则，工人阶级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处于受剥削压迫的境地，他们的生活结构在以利益关系为纽带

的竞争性社会中支离破碎，沦为非人地位。工人阶级要想改变这种非人地位和生存环境，获得生存和发

展的权利，必须改变资产阶级的政治环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扬弃异化劳动，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

对人与人之间关系进行合理地改善，实现共产主义，从而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裂缝”，实现人与自然

的“和解”。 
恩格斯在驳斥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时，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并将其视为生产的

第三要素。在《大纲》中，恩格斯强调，在人和土地自身的生产力之外，还有科学技术的辅助。人类所

支配的生产力，尤其是科学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力的运用，可以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提高；“而生活

资料，只要生产力稍有提高，就立刻增加”[16]。科学的发展并不是按照普通的算数级增长，而是与人类

知识量的累积成比例发展，这意味着科学在最普通的情况下也是呈几何级数发展。将同样按几何级数增

长的科学技术应用于耕地上，完全可以使土地的产能提高数倍甚至数十倍。在科学的帮助下，土地的产

出完全可以满足甚至多出人类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可见，资本主义生产不但能够完全满足人类生存所

需的物质资料，而且还会有较大剩余。为此，科学是一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科学的运用使得自

然力受人类支配和控制，人的生产能力和土地的生产能力得以提高，创造出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来满足

人类生存需求。在机器发明以前，人类主要依靠人力、畜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且逐渐应用于生产，

越来越使自然力为人所用，大幅度提升人的生产能力。这充分表明，人可以利用科学技术来提升自身的

能动性，对自然加以改造，对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进行自觉地调解，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解”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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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不可避免地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阻碍我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明显短板，亦成为人民追求美好生活路上的尖锐绊脚石，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17]。《大纲》中的生态思想为我国解

决生态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均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4.1. 应用科学技术，加大科技创新 

《大纲》中自然力思想要求我们要加大科技创新，应用生态科技。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前

行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依靠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从而推动自然力的有效供给、合理开发、可持续

利用。可以说，自然力利用的效果和发挥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科技的进步和创新，对此，马克思在后来的

文章中指出，依靠科技的进步“可以从外延方面和内涵方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18]。从外延

方面，主要是指借助科技的创新力量，发现产品或使用价值新的属性，进而持续扩大自然力可利用的范

围，为人的发展创造新的空间；从内涵方面，主要是通过科技的进步和革新提高自然力利用的效率，从

而实现资源的节约和自然力的更深层次的开发。创新科学技术，推进绿色生态科技的应用，协调人及自

然界间关系的同时，平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抵牾，促进经济的良性绿色发展，全面推进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建设。  

4.2. 协调资本与生态文明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在《大纲》中揭示了资本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土地与人的紧张关系。我国自改革开放

以来，充分利用资本使得经济迅速发展，但也招致了生态环境问题频发，因此必须处理好资本与生态文

明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要以辩证的眼光对“资本”加以审视，既要利用资本，又要克服其带来的生

态负效应。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要利用资本来发展，但是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必须对资本加以规制，

国家应当对其进行严格的宏观监管，并且明晰排污权、碳排放权等，对其逐利性驱动的生态外部负效用

进行限制或消除。其次，要利用资本为生态文明建设“添砖加瓦”。可以利用资本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

转变，建构起绿色生产体系，政府加大对零污染或是污染较小的扶持，推进传统产业生态化、特色产业

规模化、新兴产业高端化，实现循环发展、绿色发展。 

4.3. 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 

恩格斯在与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中，指出了人口数量是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之一，而人口数量

则受到自然规律和社会形态的影响。我国人口众多，面临着能源资源约束性强，人多地少、资源紧张的

问题。一方面，应当注意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与环境承载力相适应，建立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监测与预警

机制，一旦出现环境容量、资源容量超载的问题，应当及时介入，进行限制。另一方面，应当提升人口

素质，使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普及环境保护相关理论知识，加强对绿色发展急需人才

的培养。以此突破“经济报喜，人口报忧”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4.4.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来应对生态问题 

在恩格斯看来，制度问题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当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首先，以人为本，协调利益关系。

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多方的利益，但是必须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就要求

人民的生态利益得以顺畅完整的反应和发声，同时还要建立完备的利益协调机制，能够有效地协调好各

方利益。其次，重视对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颁布相关政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既要平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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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和经济发展，还要求增强各级政府的政策执行能力。最后，政府履行好监督职能。明确生态环境保

护的责任主体，对于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员，要将责任追究到位，要让责任跟着职位走，追究到底。 
恩格斯与马克思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能够较早地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关注工业革

命下的人与自然关系。但是《大纲》作为恩格斯青年时期的代表作，其中蕴含的生态思想却很少被提及。

通过对文本的考证和解读，可以发现《大纲》中的生态思想呈现出与资本理论、科学技术思想以及人口

问题穿插交织的特点。这种呈现方式并不能说明恩格斯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不够，反而证明了恩格斯在对

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对生态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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