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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奥康纳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有区分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之间的矛盾，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在原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进行重构，外扩自然的

维度与内延文化的维度，从而引入生产条件的概念，发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马

克思所认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矛盾是“第一重矛盾”。而奥康纳所强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生

产条件的矛盾即为“第二重矛盾”。第一重矛盾引发了以生产过剩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第二重矛盾

引发了以生产不足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在此基础之上，奥康纳指明了自然不是资本的归

宿点，而是资本的出发点。他不仅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领域，而且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反生态

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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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Connor believes that there is a distinc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Marxism and ecological Marxism. 
The starting point of traditional Marxism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while the starting point of ecological Marxism is to reconstruct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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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materialism, expand the dimensions of nature and culture, and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production conditions to discover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oductivity,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production condition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consi-
dered by Marx is the “first contradicti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oductivity, production rela-
tions, and production conditions emphasized by O’Connor is the “second contradiction”. The first 
contradiction triggered an economic crisis in the form of overproduction, while the second contra-
diction triggered an economic crisis and ecological crisis in the form of insufficient production. On 
this basis, O’Connor pointed out that nature is not the destination of capital, but the starting point 
of capital. He not only expanded the ecological field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ut also further re-
vealed the essence of capitalist anti-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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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指导着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由此，横扫全球的金融危机

出现短暂的消失，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现了平稳的发展。在这种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加持下，资本

主义的发展迎来了腾飞，但也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20 世纪 70 年代阿格尔和莱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的

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需要一种新的生态理论去引导社会变革。而在 90 年代以后，经济危机再一次出

现在了历史的舞台。由此，奥康纳主张回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的立场，并尝试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填补

“生态理论空场”，发掘经济危机以外的第二重危机，即生态危机。 

2. 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与危机的理解 

2.1. 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 

奥康纳认为，关于向社会主义转型的问题上第一重矛盾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的一个特定形式是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或被剥削)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的生产与周

转之间的矛盾中的一种”[1] (p. 257)。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是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的。因为，资本主义

在实现资本积累过程中是需要压榨工人阶级的，并且是一种强制性的过程，工人阶级不仅要完成社会必

要劳动，还要完成剩余劳动。剩余劳动会带来剩余价值，只要有剩余价值的出现就会伴随着剥削，同时

将会导致市场需求的不足。也就是说，所产生的剩余价值量越大，伴随的剥削率将会越高，那么商品在

市场上流通会存在购买能力不足的问题，使得价值和剩余价值自身的实现难度变大。显而易见，资本家

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无止境的，而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是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不断加码。剩余价值不断积

累，剥削率不断提高，资本家周而复始地实现资本积累，工人的收入并未有明显提高，甚至为了追求剩

余价值，工人的工作时间不断增加。这就出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产生的基本问题，即市场上出现过多

的剩余劳动产品，而对于这些剩余劳动产品的需求或者说购买能力又源自于何处呢？源自于不断地开拓

市场又或者新的资本投资。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过是增加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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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资本主义的第一重危机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马克思详尽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

盾导致的经济危机，马克思也作出了明确的论述。“剩余价值的生产没有任何障碍，问题在于价值和剩

余价值在市场中该如何实现，最终引发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2]。以生产过剩为表现形式的经

济危机在现实维度上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资本是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的商品生产一旦超出有

效需求，剩余价值的创造与价值自身的实现就无法达到平衡。对此，马克思也作出了清晰的判断，“资

本主义不仅充满了危机，而且还是依赖于危机而存在的”[1] (p. 262)。奥康纳对此也作出了充分的肯定，

经济危机的出现会导致经济的严重衰退，这就迫使资本主义自身化解危机。资本主义通过经济危机来对

自身进行调整，以便更有利于自身能够继续形成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剥削。资本主义一方面会通过生产

力来调整，另一方面通过生产关系来调整。例如，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资料的成本或是资本主义

内部关系的调整形成新的金融控制形式等等，这都是以增加利润为目的的，无非是以一种新的资本主义

运营模式取代旧的资本主义运营模式，不变的是这一周期性的危机始终存在。 
资本为了维持或者提高利润会将生产与再生产的成本降低。在追逐利润的同时，意想不到的是需求

在不断的下降，事实证明光靠资本家的消费或者投资是不够的，扩大市场也是为了得到普通民众的需求，

并且剥削率不断提高，那么市场的需求就会下降。所以第一重危机是从需求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冲击。 

3. 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与双重危机的理解 

3.1. 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 

奥康纳认为，关于向社会主义转型的问题上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

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奥康纳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外必须

加上生产条件这一范畴，生产条件也是贯穿第二重矛盾与危机的核心概念。关于生产条件，奥康纳在马

克思和波兰尼关于土地和劳动理论基础之上对生产条件进行了解读。奥康纳强调生产条件在资本主义的

运行逻辑之下成为了一种虚拟商品，即生产条件本身并不是为了作为商品而出现，但却成为了商品。在

此基础之上，奥康纳在马克思的基础上对生产条件的三种类型进行了丰富。 
第一种是外在的物质条件，外在的物质条件今天被放置在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大气含氧量、海岸

线稳定性、土地、水资源等问题上进行讨论。当今，自然界的很多事物被贴上了价格的标签，可问题就

在于这些事物本身并没有价格，本不应该受价值规律所支配，奥康纳将第一种外在的物质条件设为一种

虚拟商品。第二种是生产的个人条件，即劳动力。劳动力涉及劳动者本身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及社会

化程度。劳动力不能与劳动者本身相分离，劳动力的产生也并非是为了成为某种商品而被出售而产生的。

劳动力本身就具有虚拟性，在资本主义运行逻辑下，劳动者被迫出卖劳动力，使得劳动力成为一种虚拟

的商品在市场流通。第三种是社会生产的公共的、一般性条件。公共的条件指基础设施、空间和社会资

本。在奥康纳看来，社会生产的公共的、一般性条件与上面说的两种条件一样不是为了出售而被生产和

再生产的，是依赖于市场需求被迫流入市场的。 
“简而言之，生产条件包括商品化或资本化了的物质和社会行为，当然，商品的生产、分配与交换(严

格意义上的)本身除外”[1] (p. 258)。单说商品本身而言，其生产与再生产就是为了出售。而不管是自然

界、劳动力，还是空间与时间维度上的基础设施，并不是为了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但是在资本主义

的运行逻辑下，生产条件不过是商品或商品化的资本罢了。正是由于生产条件看似是为了生产和再生产

的商品，所以这些生产条件统统都被国家来管理，生产条件被政治化了。资本积累是必须要运用生产条

件的一个无休止的过程，那资本积累是否会遇到阻碍呢？答案是生产条件被政治化了，所以这首先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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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问题。 

3.2. 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 

“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引发以生产不足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3]。奥康纳

认为，第一重矛盾是具有一定理论局限的。尽管经过第一重矛盾的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矛盾所引

发的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得到了充分的阐释。但是这不能进一步解释生态危机这一核心问题，

因为第一重矛盾并未涉及自然的因素，并未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外部来进行探析，生产条件的变化所引发

的生态环境恶化并未得到重视。 
首先，资本主义受利润驱使不惜破坏生产条件，进而使得恢复生产条件的费用增加。换句话说，奥

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生产条件，导致生产条件再生产成本上升。并且，资本主义对于阻止损

害生产条件这一方面是无能的。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在从事获利的过程是

“通过损害或破坏而不是再生产其自身的条件，而具有的自我毁灭的力量问题上”[1] (p. 265)。生产条件

被资本所控制，资本为了实现增值不惜将生产条件毁坏，例如自然资源的短缺、城市生态环境恶化、沙

尘暴、水土流失、大气污染、全球变暖等等现象不断加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实现剩余价值时，剩

余价值的生产方面遭到了破坏。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上对生产条件进行自我摧残性的使用。 
其次，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扩张，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无情利用。但是生产条件本身

并不能像资本主义一样进行自我扩张，并且资本主义的自我扩张与资本积累的周期速度远远超于生产条

件的周期与规律。自然界的周期与规律决定着资源的存储量，例如森林覆盖面积、矿石燃料的存储……

自然界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当自然界被过度开发，自然界无法满足资本主义生产的需求时，

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就会接踵而至。所以资本对自然的无限攫取，使得生产条

件过度的缺失，必然引发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简而言之，第二重矛盾导致以生产不足为表现形式的生

态危机与经济危机。 

4. 双重危机理论根源的探寻 

4.1. 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 

“自然界对经济来说既是一个水龙头，又是一个污水池，不过，这个水龙头里的水是有可能被放干

的，这个污水池也是有可能被塞满的”[1] (p. 296)。奥康纳将自然界比作水龙头与污水池，显然，水龙头

表示自然资源被无节制地占用，污水池表示自然遭到严重的污染。基于双重危机理论不难发现，自然被

当作水龙头和污水池与资本积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方面，在前面说到马克思主义拥有能够剖析资本主义内部问题的经济危机理论，其中资本积累是

内部问题的关键。资本积累是指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其中包含了对劳动者的剥削以及剩余价值。剩余价

值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指绝对剩余价值，即在必要劳动时间的基础之上强迫工人继续进行超额劳动所

带来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指相对剩余价值，即革新技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

间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想要得到可观的利润，那么资本家是要追求剩余价值的，利润就像黑洞一样吸引

着资本进行疯狂的自我扩张。前文已经提到这样的情况下市场上的商品太多，而需求已经远远跟不上商

品的生产，会出现以生产过剩为表现的经济危机。 
另一方面，关于生产性资本(能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马克思将这部分资本分为两个部类，“生产资

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第一大部类’中生产材料的市场由个体资本对剩余价

值和利润的需求程度所决定，‘第二大部类’中的消费资料的市场由消费需求所决定”[3]。具体而言，

我们首先得知生产率和相对剩余价值对于资本积累尤其重要。那么资本为了实现更多的资本积累需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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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劳动生产率，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原材料的需求也会增多。经济在不断地增长，所需要的原

材料也在不断地增长，那么个体资本就需要抽出更多的利润去购买更多的原材料。结果显而易见，对原

材料需求不断地增加也会不断提高平均成本。个体资本会谋求新的出路把发展的目光聚集在提高技术以

及基础设施方面，或者寻求新的原材料以达到提高生产率的目的。这必然会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与使用，

导致资源的枯竭与环境的恶化。如果原材料价格变低，那么平均成本自然就会降低，利润就会实现提升，

结果是原材料的开发与资本积累的速度变快。但是生态的问题诞生了，便宜的原料会导致资源被快速的

消耗，可持续发展成为空谈。“一个恶性循环就这样形成了：高利润率导致了高积累率，高积累率反过

来又导致了对原材料的更大需求；对原来的更高水平的开发导致了生产成本的降低，而生产成本的降低

又会使本来就很高的利润和积累率变高”[1] (p. 291)。所以，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与下降，都不会影响资本

积累的无限扩张。这种高利润率和高积累率都将造成一个局面，自然资源被盲目地开采和消耗，生态危

机成为必然。 

4.2. 资本主义不平衡和联合的发展 

不平衡发展主要聚焦在发展地区与欠发展地区之间的二元性或对立性关系。不平衡发展可以分为两

个方面：第一方面，发展地区与欠发展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地区指垄断商品生产的地区。或者说，

第一世界、核心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欠发展地区指只能提供原材料或出卖廉价劳动力的第三世界。第

二方面，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城市与乡村、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中心地区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剥削关

系。 
不平衡发展会带来污染与资源枯竭的问题。随着不平衡发展，工业、日常生活将会趋于集中。工业

与日常所产生的废弃物在分散的情况下，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行自我消化与吸收。一定量不同类型

的废弃物集中起来将会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不平衡发展还会带来资源枯竭的问题，例如，对土壤肥力

的破坏、森林的滥砍滥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矿物燃料的快速开采。不平衡发展不但会造成欠发

展地区的土壤、植物、矿物资源的毁坏，还会造成该地区贫困人口普及化。 
“联合的发展是指发达地区和那些欠发展地区在经济、社会及政治形态领域的独特的新旧形态的结

合”[2]。简单来说，就是资本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将各种社会经济联合起来。联合的发展将会产生两种

形式：第一，欠发达国家中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同时欠发达国家人口涌向发达国家。第二，大量的具有

工业、金融相关的技术与资本投入进入拥有廉价劳动力且具有一定发展潜力的欠发达国家。在欠发达国

家中，为了谋求经济发展会吸引外资，并且非常乐意接受发达国家技术与资本的支持，同时允许发达国

家对本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在发达国家中，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成本不断提高，资源的使用与破坏

速度不断加快，各种污染接踵而至，生态环境逐渐恶化。 

4.3. 资本主义技术的不合理运用 

启蒙运动以来，主流的观点认为科学技术能够让人摆脱自然的暴力，使人能够理性地利用自然，并

得到富裕的生活。然而，奥康纳指出，一些批判理论学派“反驳说科学技术已变成了压制的工具，而不

是解放的手段”[1] (p. 320)。资本主义技术在一些人看来是一种压迫、剥削和破坏的力量，人似乎并未从

自然的枷锁中解放，反而在技术的压迫下使人类的命运危在旦夕。 
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是实现资本积累，同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先进技术也难逃这一逻辑。资本

主义技术存在三个方面的经济功能：第一，资本主义技术最重要的经济功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对

劳动者的剥削，同时提高利润率。第二，降低商品生产的成本，或者是提高原材料和燃料的利用率。第

三，开发新商品的同时，对潜在市场进行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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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纳深刻地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技术的三层经济功能，一些学派认为，人类并未因为拥有理性的技

术而解放，反而被技术压迫。但是，奥康纳认为，技术不应该受到过多的指责，“其根源在于劳动关系

的资本主义本性，而不在于技术”[1] (p. 327)。技术帮助了资本主义的财富积累，但是是在资本主义对劳

动控制为前提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将工人和技术人员组合起来完成剩余价值的生产；另一方面，资本

主义将工人与技术人员之间进行了区分，运用专门化这个手段将劳动力进行控制。或者说，对于技术的

思考不应该只存在于经济方面，更应该存在于社会和政治方面。 

5. 结论 

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给予了我们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思考的崭新视角。从整体上说，

经济危机是与过度竞争、效率迷恋以及成本削减联系在一起的，生态危机是与资本主义制度下非良性的

竞争所联系在一起的。同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原材料消耗殆尽，生产资料生产和再生产难以实现。

经济危机引发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反过来引发经济危机。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制度引发经济危机是必

然的，同时生态危机的爆发也是必然的。资本始终靠着资本积累而发展，那么这一元凶始终存在，资本

主义关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终将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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