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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石，生态文明的建设关系人民的福祉和民族的未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

观是马恩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社会现状的研究基础上，以唯物辩证法为基本指导思想，批判继承了

自然科学等领域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成果和论述而构建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同时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本质要求。

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产生过程，探究其内在含义与精神实质，对其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发展和不断推

进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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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ural environment is the cornerstone of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related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and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Marx-
ist ecological view 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social status quo of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big industry, with materialist dialectics as the basic guiding ideology, and critically inheriting the 
achievements and discussions of thinkers and scientists in natural science and other fields. In his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October 2022, General 
Secretary Jinping Xi proposed tha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also a modernization in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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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and nature live in harmony, highlighting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the Marxist ecological 
outlook. It is of great value to analyze the emergence process of Marxist ecological view and explore 
its inner meaning and spiritual essence for its specific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 promo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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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马恩在当时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社会现状的研究基础上，以唯物辩证法为基

本指导思想，批判继承了自然科学等领域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成果和论述而构建起来的[1]，其诞生背景主

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现实基础，资本主义的生态环境问题使马恩开始思考人类生态问题。正如国内相关领域学者

在研究马恩生态观历史时所提出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并非空想产生，相反，正是因为当时社

会存在的现实基础，才使马克斯和恩格斯开始将生态环境问题也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中进行考察。

在 19 世纪的欧洲，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社会劳动逐渐分化，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存在也

让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显得更加明目张胆和“有理有据”，阶级差距与阶级矛盾也随之扩大。与此同时，

人类从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变为了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开始显露。这种生态环境危机为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批判对象，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也就构成了马恩思考人

类未来生态文明转向的历史逻辑起点[2]。 

第二，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支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统

摄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为其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换言之，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领域的理论为基点并延伸而来的；另一方

面，则是立足当代环境问题。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解答，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继承和创新。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提出系统的生态理论，但他们创造的基于唯物史观视角的辩证法

却可以使后继者在处理生态环境问题、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上得到科学的指引。 
第三，认知基础，自然科学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更具有科学性。生态文明依赖于人们认识自

然界水平的发展，而这直接取决于科学的发展。近代以来的两次产业革命为人类文明从农业文明演进为

工业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改变了人们的自然观念。16 世纪开始的蒸汽革命诞生了经典力学，

机械自然观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的主要方式从人力劳作转变为机械生产。19 世纪涌现了一大批卓

越的自然科学家，自然科学蓬勃发展，产生了许多成果。正是在最新发展的自然科学成果的启发下，马

克思和恩格斯形成了运动的、联系的、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形成了具有前瞻性的生态思想。 
第四，观点启示，生态学的理论成果使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得到不断完善。马恩的生态文明思想在同

当时关心生态环境问题的思想家如达尔文、摩尔根等学者的共振中不断被完善。就如达尔文在生物学邻

域所产生的理论成果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样，这些同样优秀的思想家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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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的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充分且丰富的理论借鉴。 
马克思与恩格斯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制度现状，在经过细致的考察与严谨的分析后，形成了关于

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过程及其解决方式等相关理论，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也使资本主义

的制度弊病和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展现在了人们面前。 

2.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在其基本理论的支撑下同样也具备了辩证的、唯物的方法论，带着鲜明的历史

唯物主义立场和整体思维。 

2.1.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结构层次 

具体的看，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主要包含六个不同层面。 
第一，生态文明主体论。在马恩的理论系统中，人、社会、自然三者是有机统一的，他们认为，正

因为有人类的存在，才有“史”的存在，任何理论都应该从自然基础和人类活动出发[3]。因而，人、自

然、社会，三者共同构成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主体。 
第二，生态文明物质基础论。马恩在同时代的思想伟人的思想碰撞中，借用自然科学的概念把人与

自然的关系视作物质与物质之间相交换的过程。马克思用这些理论为基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环境问

题的产生过程做了严谨的考察与分析。 
第三，生态问题的制度批判论。马克思认为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同现代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密切相关

的。资本把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但同时也破坏了自然资源和劳动者，而这正是一切价值的再

生产者。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以追求利益为唯一驱动力的推动下，劳动是异化的，而异化

的劳动又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的异化和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重要因素。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否

改变的根本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得以消除。 
第四，生态文明价值论。马恩坚持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的价值占据主体地位。而同时他

们也强调，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人与自然是能动与被动的辩证统一。也因此，人类应自觉遵循以人

类为主体、以自然为优先的理念。 
第五，生态文明目的论。马恩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必将使人、社会、自然都得到解放，并由此提出了

一些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思路。 
第六，尊重和爱护自然的认识论。马恩强调，自然界是人类存在的前提，人类必须像爱护身体一样

爱护自然环境。 

2.2.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具体论述 

马克思在其《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称《手稿》）中对其生态观作出了初步论述。他在《手

稿》中提出了人、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理论。 
第一，自然界同属于人类身体，是人类身体的一部分，二者密不可分。没有了自然环境基础，人类

就无法继续生产与生活。自然界作为人的躯体的一部分，同样需要被人类与自身生理躯体一样平等地对

待。人作为一种存在，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将人与自然的

发展进行有机的协调，方能实现双赢，使人与自然和谐统一。 
第二，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是社会的本质。社会关系的产生是“现实的人”之间的实践产生的，“现

实的人”的实践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一方面，没有人的劳动实践，社会也将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人存

在于社会之中，社会使人得以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都是在社会中交互，从而实现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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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自然、社会三者密不可分，人与自然的统一要在社会中实现。社会关系包含了人与自然

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人无法脱离二者单独存在。而三者联系的中介，便是实践。实现对自然的改造，

也是人类的实践。故而，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离不开实践。而人与自然和解的过程同时也是废除

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 
需要关注的是，马克思提出的自然包括“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两种。马克思把对自然的认识

融入到对人类实践的考察中，把自然和人类社会统一到实践中，从而构建了“现实的人”与“人化自然”

之间的关系。人类在“人化自然”中处于主体地位，因为外部竞争的需要和内部利益的驱动，人类在生

产与消费中，为了自身利益，会在一定程度上改造和重建生态系统，这有可能会破坏自然生态的内部稳

定状态。这种干预一旦超出自然界生态系统的限度，就会导致生态危机的产生。因此，为了实现人与自

然的和谐和共同发展，人类在能动地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构建人类发展需要

和自然规律的动态平衡[4]。 

3.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发展与时代价值 

在以上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其内涵的产生与发展历史的解读中，不难看出，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

的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也为全球的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引

与科学的实践指南。因此，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几百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者的继承与创新中被传承至今，

并得到了具体化、多元化的发展，也为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时代价值。 

3.1.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与发展。2022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同时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生

态观的本质要求。 
事实上，中国的生态思想探索历程已有近百年之久，中国的生态环境在 20 世纪初期尚且没有成为亟

待解决的问题，但最初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先进知识分子，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并没有遗漏

掉其生态文明思想理论，并在中国的实践发展中将生态问题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对此十分重视。

然而当时的生态文明建设受到时代条件的制约，仍然处于萌芽和起步状态。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国家尚

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战后生态环境问题严重，经济上也十分窘迫。但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接踵而来的问

题并没有轻言退缩，在探索国民经济发展道路时，也积极地对生态环境如何恢复的问题进言献策，中国

人民开始正视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自 1978 年改革开放后 20 多年里，依靠资源消耗型的国民经济发

展战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这也使得生态环境问题被彻底激发，中共领导集体也逐渐认识到了生态环

境污染的严重后果，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呈现对立的局面。国际上，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的人

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得以凸显，中共党人立足当时的社会经济现实，果断确立在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这一政策的成功实施也使中国从生态环境困境中得到喘息之机。中共领导集体也接着提出了“科学

发展观”，使生态文明的发展逐渐完善和深入。党的十八大以后，为了应对国际局势变化和时代发展的

实践需要，生态文明被囊括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被更多的人关注到，其

理论发展更加深入，其改革的实践也更加有力。 

3.2.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时代价值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视野来看，国际共产主义发展尚处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

理论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将仍是指引人类未来发展的明灯。而在以全人类解放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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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下的生态观，在后继者的创新发展中，也不断证明着它的时代价值。 
第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使人类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从人、自然、社会三

个角度，从哲学、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自然环境六个方面，揭示了自然环境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中国在成立初期也曾在经济发展中走了捷径，生态环境污染与能

源资源浪费的问题一度十分严峻。对此，中共中央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并以此为基本原则，

积极地探索在经济生产的同时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发展道路。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科学指引

下，我国转变了资源消耗型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立足于社会经济现实，果断确立在中国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这一政策的实施也成功地使中国的生态环境得到喘息，使生态文明的发展逐渐完善和深入。 
第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石，故而具有鲜明的唯物史观立场和科学性、整体性、

全局性的思维逻辑。中国的生态文明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础上，与中国现实的实际需要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特征相结合而诞生的；中国生态文明的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

理论逻辑下构建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始终将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奋斗目标。他在对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预测中提出，

共产主义社会必将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而这一远大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积累极大的物质

财富，还要人们具备足够的精神财富，这也意味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但放眼全球，生

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国家与地区越来越多，全球生态问题严峻。为此，中国适时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倡导全球共同应对生态环境危机，为全球生态良性循环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只有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把握其科学内涵与精神实质，在继承

中不断创新，才能让生态文明建设永葆活力。 

4. 结论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具有丰富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它不仅使人类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还可以为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并为其未来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故充分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

生态观的具体内涵和精神实质，并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对全球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具有深刻的时代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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