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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自然环境危机问题紧密结合，形成了其独特的生态马克思

主义思想：一是通过“生态唯物主义”的视角，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揭示

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二是提出了“新陈代谢断裂”的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质变换的

断裂对全球生态平衡的威胁；三是深刻阐释了“生态帝国主义”的特征及本质，揭示了发达国家通过生

态剥削和侵略，对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仅丰富了马克

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也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指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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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ohn Bellamy Foster has closely integrated Marxist theory with the contemporary natural envi-
ronmental crisis, forming his unique ecological Marxism thought: firstly,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materialism”, he has deeply analyze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y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revealing the imbala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
ture; secondly, he has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metabolic rupture”, pointing out the threat to the 
global ecological balance posed by the rupture of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capitalist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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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roduction; thirdl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nature of “Eco-imperialism” have been profoundly 
explained, revealing the serious damage done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developing coun-
tries by developed countries through Eco-exploitation and aggression. Foster’s eco-Marxism thought 
not only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treasury of Marxism, but also provides valuable ideological re-
sour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Keywords 
Foster, Ecological Marxism, Ecological Materialism, Metabolic Rupture, Eco-Imperialism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环境公害问题蔓延全球，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演化为全球性生态灾难。西方马

克思主义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生态危机根源，创立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为探索生态文明

思想和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在当前西方世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众多生态马

克思主义理论家中脱颖而出，其思想比较系统、具有深远影响。作为该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福斯特采

用思想史研究方法，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生态学元素，通过其独特的视角，进一步丰富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福斯特主张回归马克思，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在解决生态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应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

论基础进行生态批判，通过实质性的生态革命或社会变革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总的来看，福斯特的

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生

态唯物主义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新诠释；二是在马克思“物质变化裂缝”的理论基础上进

一步阐述了“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生态理论的新构建；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生态观的

基础上指出了其“生态帝国主义”的实质，并提出生态革命才是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 

2. 福斯特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对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新诠释 

福斯特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深深植根于对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关于生态思想的深入剖析和揭示之中，

这主要体现在其著作《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中。正是在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历史

观和生态学的基础上，福斯特对马克思著作中的生态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梳理论证和细致解读，从唯物主

义哲学和近代科学的发展进程中来阐释马克思生态世界观的特质和内涵，进而成功构建并展现了自己的

生态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为理解和解决当今世界的生态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2.1. 生态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起源 

福斯特在追溯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渊源时，将视线投向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

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他指出，一方面，德谟克利特认为世界是由原子和虚空构成的，原

子是物质的基本单位，具有不同的形状和大小，并且在虚空中自由运动，为唯物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另一方面，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哲学强调万物皆源于地球的进化，而非虚无的神力所创，摒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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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观中的宗教神学成分，坚持从自然本身去说明自然，从而捍卫了唯物主义的进化论，反对用“神学”

等超自然的原因和力量去证明自然现象及其发展过程，标志着古希腊在自然观领域的一次重大转变。 
福斯特强调，德谟克利特更多的是根据机械论来强调唯物主义，伊壁鸠鲁则更关注自然间有机的相

互作用。这种以物质自然为出发点的哲学思想，也对福斯特理解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生态

危机的根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和思想渊源。福斯特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正是在对近代唯物主义学说

进行深入研究和反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通过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哲学思想的比较和分析，进

一步深化了对唯物主义的理解，并将其应用于对生态问题的思考。 

2.2. 生态唯物主义思想的具体展现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生态唯物主义，“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

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且这种生态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1]: p. viii)。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

学是建立在“实践”这一坚实基石之上，就是从实践出发去深入探究以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物质

变换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着大量值得注意的生态思想”([1]: p. 11)，
福斯特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也在他对一系列马克思著作的深入剖析中得到了具体展现：例如，在《1844
年经济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入探讨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并由此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

他特别强调自然的社会历史性特征，因此只有在深刻理解和客观认识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相互关系的基

础之上，才能对自然进行更好地改造和利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唯

物主义缺乏实践的动力和变革现实的能力。唯物主义不应仅仅停留在对自然界的直观描述上，更应关注

主体实践的能动性，将关注点从单纯的自然转向人类历史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忽视了外在的

自然界，相反，他强调应重点研究那些与人类实践活动紧密相关的“自然”并着重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相

互作用的物质交换过程。 

2.3. 生态唯物主义思想的现代内涵 

在剖析完马克思著作中的生态思想之后，福斯特用“生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来表达对马克思哲学

唯物主义的重构，并借用巴里·康芒纳的生态学四条“非正式规则”从总体上阐述了生态唯物主义的内

涵——“第一，万物皆相互联系；第二，万物皆有归属之地；第三，自然知晓最多；第四，‘无’无以

产生‘有’”([1]: p. 17)。一方面，福斯特将自然史和人类史有机地联系起来，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应该是

和谐共生的关系，反对将自然视为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而是主张人类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

与自然和谐相处。另一方面，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人类应该在深刻理解和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同

时承认自然作为物质实体的先在性，进而在这样的前提下，审慎而负责任地运用自身的自由意志。 
综上所述，福斯特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受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的自然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结合到一起，从生态学的维度重新构建了马克思生态学唯物主义。这一

思想既关注人与自然的实践互动，又深入探究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对生态

环境的破坏，为我们正确把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3. 福斯特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对马克思生态理论的新构建 

福斯特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主要文本依据，运用马克思劳动实践中的物质变换概念，梳理了马

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思想，进而建构了他自身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

的“新陈代谢断裂”的表现，即各种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及其

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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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新陈代谢断裂”的基本内涵 

“新陈代谢”本意是指有机体与外界环境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以及自身物质和能量的转换，涵盖物质

代谢和能量代谢两个方面。马克思将这个词语用于解释劳动过程，将其定义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

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 
在福斯特的视角下，人类与自然之间并非孤立存在或单向索取，而是呈现为一种相互依存、相互渗

透的辩证关系，也就是“新陈代谢”关系。在良性的新陈代谢过程中，人类积极地改造自然，自然则为

人类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张，资本逻辑逐渐忽视自然生态的承受极

限，产生物质变换危机，导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逐渐疏离，随后发展为断裂，最终呈

现出异化的状态。 

3.2. “新陈代谢断裂”的原因及表现 

福斯特指出，“新陈代谢断裂”是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直接原因，而导致“新陈代谢断裂”的

罪魁祸首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大量自然资源被转化为商

品，导致生态系统的平衡被破坏，新陈代谢过程出现断裂。这种断裂体现在土壤肥力的丧失、自然资源

的过度消耗以及环境污染等方面，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相冲突。从生态学的层面

来看，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新陈代谢过程的干扰和破坏，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和全球范

围内的新陈代谢断裂。 
一是城乡对立下的新陈代谢断裂。对于乡村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割

裂了土地与人之间的传统纽带，导致物质变换出现裂痕，从而导致乡村土壤肥力逐渐衰竭，生态环境遭

到破坏，这对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二是农民纷纷涌入城市，加速了农村人口的流失以及

农业社会文化的衰败，导致乡村社会结构失衡。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和工业化进程的迅猛加速，城乡之

间的贫富差距日益凸显，城乡矛盾也随之加深。这种矛盾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收入的巨大差异上，更深刻

地反映在工业生产对土地的肆意破坏以及对劳动力资源的过度消耗上。 
二是全球范围内的新陈代谢断裂。正如福斯特所言，“在社会层面上与城乡对立分工相联系的新陈

代谢断裂，也是全球层面新陈代谢断裂的一个证据：所有的殖民地国家眼看着他们的领土、资源和土壤

被掠夺，用于支持殖民国家的工业化”([1]: p. 182)。一方面，资本的本性驱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环境

污染的转移，同时毫不留情地掠夺其他国家的自然资源。这不仅加剧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更

使得生态问题如野火燎原般不断蔓延，给全球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资本的这种地域性污染转移

策略，实际上是在转嫁环境风险，让弱势国家和地区承受环境恶化的后果，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生态不平

衡。另一方面，资本将其触角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社会矛盾也因此扩大到全球范围，形成了两极的

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一极是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原始积累和现代资本积累，剥夺了欠发达地区和

国家的生存空间，攫取了巨额利润；另一极是一些不发达地区和国家陷入全球代谢差距，被迫依赖发达

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受到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剥削，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3.3. “新陈代谢断裂”的解决路径 

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在于追求资本的不断增殖，无论是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还是在

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掠夺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破坏了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而引发了新

陈代谢的断裂。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资本主义更是通过殖民掠夺和资源攫取，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

不仅导致了新陈代谢的断裂，更使得人类社会陷入一种短视和自私的发展模式。 
因此，要消除新陈代谢断裂、弥合物质变换裂缝、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跳出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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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寻找一种更加可持续、更加公正的发展道路——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

更是一种对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求。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异化将彻底消

除，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将得到真正的和谐统一，物质变换的裂缝将得到弥合，生态

系统将恢复其原本的平衡和稳定。 

4. 福斯特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新批判 

福斯特在其著作《脆弱的星球：环境经济学简史》一书中梳理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历史，

分阶段论述了生态破坏的演变，并总结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生态影响，继而提出了“生态帝国主义”

的重要概念。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等级秩序导致外围国家的生态系统成为中心国家发展的牺

牲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自身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破坏生态环境，通过资源掠夺、污染输出和生态战争

等形式，加剧了全球生态危机。 

4.1. 生态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 

福斯特指出，生态帝国主义作为帝国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新变种”，是资本累积与扩张的必然

结果，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生态帝国主义并非仅仅局限于生态领域，它更是一个涉及经

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复杂范畴，主要有以下五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通过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从而破坏和改变各个国家原本依赖的生态系统，造成生态失衡。

第二，资源的掠夺与转移伴随着大量人口和劳动力的迁移与流动，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现象。

第三，巧妙地利用欠发达社会的生态脆弱性，将其作为巩固自身控制的手段。第四，将生态垃圾和其他

废料倾倒至外围国家，造成这些国家环境的严重污染。第五，自然环境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

不仅破坏了生态平衡，更制约了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潜力[3]。 
福斯特进一步强调，资本主义从其诞生之初便展现出生态帝国主义的鲜明特征，在历史上已经导致

了世界范围内的新陈代谢断裂，使得生态系统的平衡被严重打破，进而影响了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 

4.2. 生态帝国主义的严重后果 

福斯特进一步引入了“生态债务”的概念，用以揭示生态帝国主义对落后国家资源掠夺和过度剥削

的严重后果。所谓“生态债务”，指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对第三世界国家资源的掠夺、环境的破坏

以及温室气体等废物的排放而免费占用的生态空间，从而形成的债务关系。生态债务包含两个核心层面：

一方面，它体现在生态帝国主义影响下，许多国家遭受了社会生态的破坏与剥削；另一方面，它涉及帝

国主义对全球公共资源的占有以及对这些资源的不平等使用。事实上，发达国家在其长达数百年的发展

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已经累积了庞大的生态债务，正如福斯特所指出“发达国家每年都在向第三世界

运送数百万吨的废料，1987 年，产自费城的富含二氧杂芑的工业废渣倾倒在了几内亚和海地”[4]。而今，

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在继续掏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对生态环境的长期损害和对全球公域的不当使用，使

得生态债务还在不断累积和攀升。 

4.3. 生态帝国主义的破解途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明确指示，资本“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

增殖”[5]，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决定了资本需要不断在全球范围内搜寻资源、能源和低廉的原材

料，以此持续地为资本生产提供新的交换价值，为其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生态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全

球化的现象，正是根植于资本主义不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中，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 
那么，破解生态帝国主义危机的出路在哪里？福斯特坚信，由于生态帝国主义的存在，生态问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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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资本主义的既定框架内得到根本解决。对于全球生态关系的裂痕、帝国主义对生态的破坏以及世界

范围内的不平等关系等问题，必须超越这些矛盾，找到一种革命性的社会解决方案，即“生态革命”—

—“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的号召：由自由联合起来的生

产者，合理地组织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资本主义本身就是需要驱除的根本性灾难”[6]。换句话

说，要消灭生态帝国主义，全世界劳动者就要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联合行动，必须以社会主义的理性逻

辑代替“资本增殖与环境保护相对立”的资本主义悖论逻辑，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紧密

结合。为了挽救全球生态危机就要以生态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也只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为新

的全球灾难开辟道路，即“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状态”。 

5. 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5.1. 坚持绿色发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 

福斯特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作了新的诠释，认为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人与自然

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物质变换。基于生态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主张环境保护与人的福祉紧密相连，强调在

保护环境的同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构建以“普遍自由”为基础的人与自然关系，旨在实现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并最终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福斯特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方

面，坚持“以人为本”，既要始终关注人的需求、权益和福祉，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能够惠及广大

人民群众，又要增强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度，引导人们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最大化地

发挥群众的力量。只有秉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核，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

本理念，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共同推动生态建设，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另一方面，绿色

不仅是实现永续发展的基石，更是人民追求高品质生活的鲜明体现。必须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精心谋划发展路径，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

绿色转型。通过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加清洁美丽、生态宜居的

家园。这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保护，更是对人类未来的负责和担当。 

5.2. 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生态危机 

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进行了新建构，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建构的全球经济体系

使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在全球范围内高度融合。随着资本积累的扩张，随之而来的生态破坏、

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现象也蔓延至世界各地，导致城乡乃至全球范围内出现生态系统的功能失调和“新

陈代谢断裂”，这已成为全球各国和地区共同面临的紧迫挑战。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如同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推动着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达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环境问题已经成为连接各国和地区的全球性议题，任何国家都无

法独善其身，因此应对全球变暖、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消失等全球性生态危机，需要世界各国携手

共同努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全球生态建设事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更应该

积极投身到全球生态保护之中。一是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升发

展中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话语权，破除话语“失声”的窘境，争取更加广泛的支持。二是广泛开展

国际合作，共享绿色发展经验、推广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努力推动形成绿色发展的国际合作新格局。

三是努力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为共建清洁美丽、生态宜居、和谐美好的世界贡献中国力量。 

5.3. 发挥制度优势，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福斯特指出生态帝国主义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破坏了全球生态公域，造成了全球的新陈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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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断裂，唯有彻底颠覆资本主义制度，转变其固有的生产方式，通过社会革命与生态革命的双重推进实

现共产主义，方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确保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再次强调，实现生态革命必须

以社会主义为坚实后盾，且一个真正能够保障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必然是追求自然与人类本质和谐

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首先，必须高度重视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生

态环境的安全状况对于国家的整体安全至关重要，它是支撑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我国

正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宏大工程，这要求我们不仅要预防和抵御生态帝国主义的生态剥削与侵害，还

要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其次，必须深刻认识到西方国家“温情”面纱背后的帝国主义

实质，不被那些所谓的“中国生态环境威胁论”所迷惑，勇于拆穿反华势力为了诋毁、指责和干预我国

的制度和政治而精心编织的谎言。最后，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将生态文明建设

置于突出的战略位置，并将其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打造一个生态环境

优美、自然资源丰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以实现中华民族的长远繁荣和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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