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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生态环境问题也逐渐引起广泛关注并呈现全球

化特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敏锐察觉生态问题，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直接揭示资本主义与生态整体

对立，彻底批驳资本主义式生态危机解决方案，最终提出将彻底的生态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的

生态社会革命路径。详细研究其批判思想，真正反思当今生态危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启发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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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beings have created huge material wealth in the process of conquering and transforming 
nature, and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ve gradually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show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ization. John Bellamy Foster was keenly aware of ecological 
problems, deeply criticized capitalism, directly revealed the overall opposition between capital-
ism and ecology, thoroughly criticized the capitalist ecological crisis solution, and finally proposed 
an eco-social revolution path that combines the thorough ecological revolution with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Studying its critical ideas in detail and truly reflecting on the current ecological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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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of certain inspirational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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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美国左派批判学者、《每日评论》杂志主编、《组织与环境》杂志合作编

辑、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更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中坚定支持马克思立场的代表性学者，拥有《马

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等诸多

代表性著作。其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思想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与生态之间的矛盾，细致分析资本主义式

危机解决方案的不可行性，最终提出可持续的社会主义解决路径。 

2. 资本主义与生态整体对立 

自工业革命爆发以来，资本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疯狂扩张，人类逐渐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

程中创造并享受丰厚的工业文明成果，但是无限扩张的资本同样给环境带来了不可逆的伤害，一系列的

生态环境问题相继产生并逐渐蔓延全球。福斯特认为，“生态和资本主义是相互对立的两个领域，这种

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1]。”换言之，资本

主义与生态之间的矛盾是持续存在且不可调和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投资短期性对

抗生态环境可持续性。资本主义绞尽脑汁投资并渴望短期获得尽可能多的丰厚利润，这就意味着“静止”

的资本主义是不现实的，资本主义根本无法耐心等待自然完全恢复，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方式相悖。

另一方面，资本扩张无限性对抗生态环境有限性。生态环境自身的承载力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同样不是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持续向生态环境索取能源资源，超过生态环境的有限性，

资本主义最终只会自食其果，人类也将失去共同生存的美好家园。总而言之，资本主义与生态之间存在

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二者是对立的、矛盾的。 

2.1. 资本投资短期性对抗生态环境可持续性 

“资本主义注重毫无节制的经济扩张，同时它投资的短期行为也值得关注，资本的拥有者在评估投

资前景时，总是计算在预计的时间内(通常是短时间内)得以回收投资以及今后长久的利润回报[1]。”资

本主义无限扩张并追求私人占有利润，加之资本家妄图在投资后的短期内收回成本并获得利润，这也就

决定了资本投资从一开始就不会循序渐进，必然急功近利。 
资本投资具有短期性，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全然不顾及生态环境的恢复速度，必定以破坏生态环境

为代价来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自然环境源源不断地提供生产与生活资料，但是也无法持续性满足资本

投资短期内追求经济效益的需求，它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但是这种可持续性不支持资

本短期性的投资行为。短期性资本投资疯狂追求经济效益，无止境消耗生态环境，资本投资短期性对抗

生态环境可持续性，二者无法达到和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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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资本扩张无限性对抗生态环境有限性 

资本主义片面追求短期内经济效益的行为与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发展方式相互对立，无限扩张的资本

与有限的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同样不可调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机器的广泛使用极大提高社会生产力。

为尽可能满足自身利益需求，资本主义生产经营规模逐渐扩大，福斯特巧妙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喻为

“踏轮磨房式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这种生产方式的驱动下形成一个完整、畸形的循环。

这个循环主要表现为资本家为获取利润、积累财富，压榨、剥削工人，工人迫于生计只得被迫服从，工

人紧跟资本家“踏轮”节奏，创造更多资本主义物质财富。上述情况恰恰印证了一个事实，资本主义是

一种无法“静止”的制度，它始终追求的首要目标是货币增值。 
福斯特赞同资本主义是一种无法“静止”的制度，“资本主义是一个过程，静止的资本主义本身就

是自相矛盾[1]。”无法静止的资本主义努力实现货币增值目标，换言之，资本主义扩张必然是无限的。

资本主义若无法顺利扩张，利益需求得不到及时满足，资本流通将会中断，这可能造成资本主义的经济

危机。因此，资本扩张必然是无限的，直接索取、消耗自然环境中的能源资源，导致资本扩张的无限性

与生态环境的有限性相对抗，多种生态环境问题相应出现，最终爆发生态危机。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与疯狂扩张，生态整体逐渐与资本主

义相互对立、相互矛盾。资本投资的短期性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生态环境的有

限性相互冲突、对抗，生态环境问题多发，爆发生态危机。面对这些矛盾，资本主义无法置身事外、独

善其身，应当努力探寻解决生态危机的合理方案。 

3. 资本主义式危机解决方案 

如今，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地荒漠化程度增加、淡水资源缺乏等等已经成为摆在全

球各国面前的共同难题，人类可能正在无限接近生态系统转换阈值。美国气象学家保罗·克鲁岑在参加

地球系统科学家会议上提出“人类世”一词，人类活动已然呈现出全球性特点，甚至使得地球生态进程

偏离正常发展轨道。人类在与自然对抗过程中占据主导甚至是取得霸主地位，但是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

题呈现全球化特征。换言之，现有生态环境问题亟需关注与妥善解决，否则生态危机将足以威胁人类生

存与发展。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资本主义无法完全视而不见，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满足自身需求，自然

资本化以及科学技术改良便是资本主义认可的生态危机解决方案。 

3.1. 自然资本化 

自然整体本不属于市场上的商品，先在的自然界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舒适的生存环境与丰富的能

源资源。资本主义却将先在自然随意纳入资本领域，试图将自然简化为资本逐利的商品仓库。环境经济

学家将经济简化论应用到自然上，即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视作商品，对自然中的一切事物设置相应的市

场价值。由此，资本主义与先在自然建立了正常的市场关系，所以资本主义自然有理由向自然界索要商

品，一切看似有理有据，实际上却是资本无止境索取自然所寻的合理化借口。 
自然资本化实质上只是资本主义披上的一层合理化外衣。在这种看似合理化外衣的遮盖下，人与自

然之间的依存关系转变为自然与人之间的奴仆关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原本依赖自然、敬畏自

然，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类为实现利润最大化无止境索取、破坏自然，

完全不给自然任何喘息机会，人类尝试占据主导地位，二者之间的关系相应转变为奴仆关系。 
总而言之，自然资本化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金钱关系或者利益关系，将自然资本化视作生

态危机的解决路径带有强烈的资本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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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技术万能论 

自然资本化的借口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资本主义尝试宣扬技术万能论，运用先进科学

技术解决当前生态危机。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资本主义在科技洪流中持续积累资本，

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资本扩张，满足自身无尽的利润需求。资本主义从始至终并未理性认识与看待科学

技术，甚至妄图通过科学技术改良解决已有生态危机，这一危机解决路径同样具有十分强烈的资本主义

色彩。 
针对资本主义技术改良的解决路径，福斯特引用“杰文斯悖论”进行反驳与批判。英国经济学家威

廉·斯坦利·杰文斯在其著作《煤炭问题》中提出这一理论，大致可以概括为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

并不会降低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反而会使得需求量增加。也就是说，改良科学技术本身并不能解决生态

环境问题，彻底缓解生态危机。就如杰文斯所列举的煤炭资源消费，煤炭的使用效率增加，但是煤炭消

费总量却呈现增长趋势。运用资本主义技术万能论根本无法解释煤炭消费总量增长趋势，资本主义将技

术改良被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之一，推理下去，煤炭资源使用效率提高所带来的应该是相应生态环

境问题的改善。然而，事实却是截然相反的，煤炭消费总量并未减少，甚至呈现增长趋势，煤炭燃烧等

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只会愈发严重。 
总而言之，我们应当认清事实：科学技术改良服务于资本主义扩张，资本主义主张技术万能论，企

图通过技术改良消解生态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编造的华丽谎言。科学技术改良并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

不谈根本，避重就轻，不可能彻底解决已有的生态危机。通过改良科学技术消解生态危机，甚至可能加

剧生态危机，引发一系列更多、更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 
资本主义妄图通过自然资本化、改良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式方案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自然资本论

将自然从神坛拉入市场，科学技术万能论将科技从凡间捧入神坛，但是这二者本质上都是为资本主义服

务的，加之资本主义与生态整体对立，根本无法对解决生态危机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4. 消解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 

资本主义式的危机解决方案具有强烈的形式主义色彩，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状

况恶化等已经成为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人类亟需探寻消解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提供解决

生态危机的合理路径。针对当前生态危机以及解决路径，福斯特明确指出“总体而言表现为两个极端：

人类最终将圆满解决或生态危机的规模已经超出了人类所能掌控的范围[2]”。尽管存在着两种极端，但

是一个共识不会轻易改变，那就是放任生态危机的发展，最终将会对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极大威

胁。福斯特认为生态危机与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的生态社会革命才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解决之道。

面对当前生态危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4.1. 变革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及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要想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需要变革资本主义制度。面

对各种生态危机，资本主义主张将自然资本化，将自然纳入市场体系，企图通过科学技术解决生态危机，

鼓吹“技术万能论”或者主张技术改良，但是实质上二者都是资本积累与无限扩张的合理化借口，不可

能从根本上消解生态危机，具有较强虚伪性与浓厚资本主义色彩。 
资本主义将资本增值作为最要紧的任务与目标，这种增值往往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资本主

义制度下，主张自然资本化与科学技术改良都未触及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选择性忽略生态环境

问题，却始终有生态环境保护之责。然而有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刻意将污染转移至第三世界国家，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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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耳盗铃式的自私策略严重消耗他国的自然资源，破坏他国自然环境，最终欠下大量生态债务。异于资

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能够真正满足人类需求，考虑生态可持续发展要求，进而科学处理好人类与生态

环境之间的关系。福斯特也认为解决生态危机问题需要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进行，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

关系，实现双方的和谐发展。 

4.2. 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矛盾加剧，生态污染现象加剧，生态形势日渐严峻，人类原本的生产

与生活受到极大影响。随着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资本积累规模日渐扩大，能源资源需求增加，资本主义

“踏轮磨房”生产方式在追求利润与资本扩张的过程中，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将自然环境纳入市场体系

中服务资本主义。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是不会静止的，需要用科学的、可持续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 
第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追求适度发展、更加关注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在

追求利润和资本扩张的过程中投入大量能源资源，但是这种生产方式却造成了能源资源的过度浪费。社

会主义生产方式不盲目追求利润，它追求的是一种适度发展，这也就决定了它不会带来如同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下的严重生态环境问题。除了追求适度发展以外，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更加关注人，共同关注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 
第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恢复并趋向稳定。福斯特认为，人与自然需要相互

尊重，人与自然不应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奴役关系，而应当是一种可持续的稳定关系。在这种关系

基础上，还需要正确看待资本主义大力吹捧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可以作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手段，但

是过度依赖科技，甚至将其神化是不正确的。 

5. 福斯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的多重分析 

福斯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是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揭示资本投资短期性与生态

环境可持续性、资本扩张无限性与生态环境有限性的相互对立、相互对抗，认真分析资本主义式危机解

决方案，对自然资本化、技术决定论等资本主义幻想进行现实性的批判，最终提出消解生态危机的彻底

生态社会革命出路。详细分析福斯特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有利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促

进生态学深入研究与稳定发展，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也有一定启发意义，但是其批判思想同样缺乏一定

实践性，需要理性、辩证地看待。 

5.1. 现实启示 

首先，福斯特运用生态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福

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符合时代特征的生态范式重新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和

现代生态学之间的有机联系[3]。”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中坚定支持马克思立场的代表性学者，福

斯特运用生态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将生态学运用到人与自然等新领域，始终坚持人与自然辩证关系

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对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福斯特提出生态社会革命的危机解决路径，对生态学的深入研究与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针对生态危机的解决出路，福斯特在揭示资本主义式危机解决方案的不可靠性后，提出超越资本主义制

度与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社会革命这一解决路径，对我们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和把握当代资本

主义的走向提供了有益借鉴，同时对生态学的深入研究与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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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福斯特坚定支持马克思唯物主义立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具有启发

意义。福斯特“以马克思主义主义理论为基础，从社会生产方式入手来审视全球生态问题，对资本主义

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生态批判[4]”。我国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带来水土流失、大气污染等等一系列的

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是我们共同面对的一道时代难题。面对生态环境难题，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同样需要从经典著作中寻找解决路径，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走一条适合本国具体

实际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5.2. 不足之处 

福斯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一思想缺乏一定实践性，针对如何进行生态革

命、如何进行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实施方案，并未提出可行性的实际措施。福斯特虽然

将生态危机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但是却将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寄托于道德

革命，根本无力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当问题域转向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时，福斯特重新又回

到了个人道德的层面，主张通过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革命来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找到一种共同基础”[5]。 
综上所述，福斯特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详细分析资本主义与生态整体对立，批判带有浓厚形式

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式危机解决方案，提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社会革命路径，

即使存在些许不足，理顺其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仍然能够为我们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提供思想和理论上

的指引，进而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 耿建新, 等, 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06: 前言, 3, 69. 

[2]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生态革命: 与地球和平相处[M]. 刘仁胜, 李晶, 董慧,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49. 

[3] 赵卯生. 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评析[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2, 13(3): 18-26. 

[4] 杜秀娟.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J]. 理论界, 2015(5): 76-80. 

[5] 唐正东. 基于生态维度的社会改造理论——利比兹、奥康纳、福斯特的比较研究[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9(1): 
116-122+160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7245

	浅析福斯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
	摘  要
	关键词
	An Analysis of Foust’s Capitalist Ecocriticism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资本主义与生态整体对立
	2.1. 资本投资短期性对抗生态环境可持续性
	2.2. 资本扩张无限性对抗生态环境有限性

	3. 资本主义式危机解决方案
	3.1. 自然资本化
	3.2. 技术万能论

	4. 消解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
	4.1. 变革资本主义制度
	4.2. 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5. 福斯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的多重分析
	5.1. 现实启示
	5.2. 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