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4, 13(5), 916-922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5137    

文章引用: 卢石磊. 探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生态文明思想及当代启示[J]. 哲学进展, 2024, 13(5): 916-922.  
DOI: 10.12677/acpp.2024.135137 

 
 

探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生态文明思想及当代
启示 

卢石磊 

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4年4月26日；录用日期：2024年5月16日；发布日期：2024年5月24日 

 
 

 
摘  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对资本主义对环境破坏的批判，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本文首

先从生产方式的批判、生产关系与环境关系的重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构想、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以

及全球视野下的生态文明等方面探析了马克思主义中的生态文明思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生态

文明思想进行探析，阐述了其源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并提出了建

设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的路径和方向。同时，结合当代社会面临的环境挑战，分析生态文明思想在当代的

重要意义和启示。随后，结合当代环境问题，论述生态文明思想对当代社会的启示，包括强调可持续发

展、反思消费主义、倡导社会公平等。最后，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在指导当代社会应对环境

挑战中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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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Marxist philosophy is a critique of capitalism’s destru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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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vironment, emphasizing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This paper firstly 
explores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n Marxism from the critique of the mode of produc-
t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 and environment, the concep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
zation, and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global perspective. By exploring the ecological civili-
zation thought in Marxist philosophy, it elaborates that it originates from the criticism of the capi-
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emphasizes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and puts 
forward the path and direction of building a societ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and inspir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n contemporary 
times in light of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fac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Subsequently, it dis-
cusses the revelations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to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the 
light of the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cluding the emphasis on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rethinking of consumerism, and advocating social equity. Finally, the significance of 
Marx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n guid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to deal with environmen-
tal challenges is co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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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资源枯竭等问题给人类社

会带来了严重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生态文明思想备受关注，其提出的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理念，为当代社会应对环境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本文旨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生态文明思想的探析，深入理解其内涵与当代启示。 

1.2. 研究目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关注社会变革和人类解放的思想体系，旨在寻求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和

谐的社会秩序。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代谢的关系[1]。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中，

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生态文明思想，试图解决人类与自然关系日益恶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

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全球视野。它超越了国界，强调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共同责任。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

这一思想提供了构建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理论基础，呼吁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

球性环境挑战。自人类历史产生以来，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就紧密联系、不可分割[2]。结合当代社会面

临的严峻环境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可持续发

展，呼吁人们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第二，生态文明思想促

使人们反思过度消费和资源浪费的问题，倡导建立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第三，

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社会公平与环境保护的密切关系，提出推动社会公正与环境保护并重的发展模式。本

文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生态文明思想出发，探析其核心内容及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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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生态文明思想起源与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是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源泉。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

义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破坏，进而引发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生态文明

思想强调，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转变生产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1. 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源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生态文明思想源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运用马克思实践观科学解释、

全面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生态破坏性质，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当代生态危机的实质和根源[3]。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剥削了工人阶级，也破坏了自然环境。

这一观点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原则和分析范式，主张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式关键在于实现文化价值观

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双重转变[4]。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提出

了转变生产方式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点。以下是对这一观点的进一步阐述： 
1.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核心，

忽视了对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通常采取过度开

发和剥削自然资源的方式，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系统崩溃和资源枯竭等问题。 
2. 环境问题的根源。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追逐利润的逻辑导致了对环境的过

度压榨。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特质的维度看，在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既坚持人与自然

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5]。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和利润导向使得企业不顾环境

成本，只关注生产成本的降低和利润的最大化，这进一步加剧了对环境的破坏。 
3. 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强调，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转变生产方式，建立起一种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主张通过合理利用和保

护自然资源，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 转变生产方式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必须转变生产方式，从

以利润为中心转向以人民的福祉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模式。这包括改变生产关系、优化资源配

置、推动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改革。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为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方向。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将其融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体系中，能为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工作的开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启发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向着更加科学、长效的方向延伸[6]。
通过深刻剖析资本主义对环境造成的破坏，马克思主义强调了转变生产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紧迫性和必要性，为当代社会应对环境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 

2.2.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的重要内涵 

自然是人从事一切活动的基础，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来源，还是人的精神的来源，人的精神就是从

无机世界中发展出来的[7]。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和剥削是导致环境问题的根源，因此提出了建立一

种新的生产关系的构想，即基于合作、共享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文

明思想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与自然环境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

应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意味着必须转变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从无限制的剥削转向可

持续发展，保护自然环境，保障生态平衡。 
在生态文明思想中，生产关系是一个重要而核心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和剥削是导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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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问题的根源，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下是对这一概念的进

一步阐述： 
1. 私有制与剥削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有制和剥削是导致环境问题的根源

之一。私有制使得生产资料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广大劳动者则失去了对自然资源的控制权。这种私有

制和剥削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破坏，加剧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的崩溃。 
2. 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

构想。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基于合作、共享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旨在实现资源的公平利用和环境的可持

续管理。这种生产关系的建立需要摒弃私有制和剥削的逻辑，强调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共同管理和保护。 
3. 合作与共享的重要性。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了合作与共享的重要性。只有通过合作和共享，人类才

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合作和共享可以促进资源的合理分配，避免了资源的过度消耗

和浪费，有助于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更加和谐的关系。 
4. 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基于合作、共享和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关系构想旨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通过建立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人类可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

长，同时保护和改善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更为美好的生存环境。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产关系概念强调了私有制和剥削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提出了建立合

作、共享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生产关系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重要观点。这一理念为当代社会构建

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  

2.3. 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强调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也警示科技进步可能带来的环境破坏。因此，

生态文明思想主张科技创新应当服务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避免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

境成本。 
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科技进步可能带来的环境破坏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并提出了科技创新应当服务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这一观点在生态文明思想中得到了重要的

强调和延伸，具体体现如下： 
1. 科技创新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科技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科技的进步

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生活条件，推动经济增长。然而，马克思主义也意识到，科技进步可能伴随着

环境破坏和资源耗竭，因此必须审慎对待。 
2.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思想主张，科技创新应当服务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这意味着科技发展应该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为前提，注重资源的节约利用和循环利用，同时确保人类社

会的发展不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3. 避免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马克思主义强调，科技创新不能仅仅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成本。

盲目的经济增长往往会导致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生态系统崩溃等问题，最终损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科技创新必须与环境保护相结合，避免短期利益和长期发展之间的矛盾。 
4. 可持续技术发展的推动。生态文明思想倡导推动可持续技术的发展，即那些能够满足人类需求，

同时不会对环境造成持续性损害的技术。这包括清洁能源技术、循环利用技术、生态建筑技术等，这些

技术的应用有助于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对科技创新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提出了科技创新应当以环

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观点。这一观点在生态文明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和延伸，为促进人

类社会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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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代社会面临的环境挑战与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启示 

在当代社会，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资源枯竭等问

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共同应对。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的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3.1. 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需要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以满足当前需求同时不损害后代的利益。

这为当代社会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只

有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才能保障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必须制定并实施

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统一。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一理

念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得到了深入的思考和阐述。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需要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自

然资源，以满足当前需求同时不损害后代的利益。以下是对这一观点的进一步阐述： 
1. 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的可持续性。马克思主义强调了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地球上的

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环境的恢复和修复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人类需要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自

然资源，避免过度开发和破坏，以确保资源能够满足当前和未来世代的需求。 
2. 满足当前需求和保障未来利益。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应当不断满足当前的经济、社

会和文化需求，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对未来世代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就是要在满足当前需求的基

础上，确保不损害后代的利益，保障未来世代的生存和发展权利。 
3. 理论指导与实践探索。生态文明思想为当代社会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在

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意识到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经济、社

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这包括推动清洁能源、促进循环经济、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和实践措施。 
4. 全球合作与共同责任。面对全球性的环境挑战，马克思主义强调了全球合作与共同责任的重要性。

只有通过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资源枯竭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因

此，推动全球合作，共同制定并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当代社会应对环境挑战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必然要求将生态质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从而将财富与增长纳入生

态文明之内[8]。马克思主义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思考为当代社会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

指导，强调了满足当前需求与保障未来利益的平衡，强调了全球合作与共同责任的重要性。这一思想观

点在推动人类社会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2. 生态文明思想呼吁人们反思消费主义 

过度消费和资源浪费是导致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需要建立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减少对

环境的负面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生态文明思想为建设绿色环保型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

通过转变生产方式、优化资源配置、加强环境保护等举措，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推动社会向

着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生态文明思想呼吁人们反思消费主义，这一观点在当代社会面临环境挑战的

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以下是对这一观点的进一步阐述： 
1. 消费主义对环境的影响。消费主义倡导追求物质享受和经济增长，导致了过度消费和资源浪费。

大量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加速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对地球的

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 
2. 建立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生态文明思想主张建立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强调了对物质财富的节制和克制，追求精神富足和心灵满足，而不是盲目追求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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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和消费享受。 
3. 减少资源浪费。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有助于减少资源的浪费。人们可以通过节约用水、节能减排、

减少塑料使用等方式，降低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4. 倡导可持续消费。生态文明思想倡导可持续消费模式，即在满足生活需求的同时，尽量减少对环

境的破坏。这包括选择环保、低碳、循环利用的产品和服务，支持环保产业的发展，以及倡导绿色生活

方式。 
5. 推动社会转型。反思消费主义不仅是个人行为的转变，更是社会结构的转型。政府、企业、社会

组织等各方应共同努力，推动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向以人民福祉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

发展模式转变，实现经济社会的双赢。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思想呼吁人们反思消费主义，建立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

响。这不仅有助于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3.3. 生态文明思想倡导社会公平与环境保护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公正与环境保护的密切关系，指出环境问题往往与社会不平等密切相关。因此，

推动社会公正与环境保护并重的发展模式是当代社会可借鉴的重要思想。全球合作与共同责任：面对全

球性环境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合作、共同努力。马克思主义强调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共同责任，呼吁各

国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挑战，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生态文明思想倡导社会公平与

环境保护相结合，这一观点在当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下是对这一观点的

进一步阐述： 
1. 会公平与环境保护的密切关系。马克思主义强调了社会公正与环境保护的密切关系。环境问题往

往与社会不平等密切相关，贫困人口往往更容易受到环境污染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而富裕阶层则更容易

享受环境资源的优势。因此，实现社会公平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是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 促进社会包容与环境公正。生态文明思想倡导促进社会包容与环境公正的发展模式。这意味着在

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注重减少社会不平等，保障所有人民的环境权益，让每个人都能享受清洁的

环境和健康的生活。 
3. 推动社会转型。实现社会公平与环境保护相结合需要推动社会转型，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经济

结构。这包括制定和实施更加公平和包容的政策，加强环境监管和治理，推动绿色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以及促进社会各界的参与和共享。 
4. 全球合作与共同发展。社会公平与环境保护相结合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合作。各国应加强

沟通与协调，共同制定应对全球环境挑战的政策和措施，促进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 
5. 可持续发展的实现。社会公平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只有在实现社会公平

的基础上，才能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为人类和地球提供一个

更加美好的未来。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思想倡导社会公平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这不仅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

展，也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类福祉的提升。这一思想观点在推动当代社会走向更加公正与绿

色的发展方向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3.4.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生态文明思想的启示 

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倡导转变生产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建立可持续

发展的社会，并结合社会公平与环境保护，建设绿色环保型社会指明了方向。在全球范围内共同面对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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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挑战的背景下，生态文明思想为人类社会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和方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因此，

深入理解和积极践行生态文明思想，对于建设美丽地球家园，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生态文明思想对当代社会应对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这一

思想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倡导转变生产方式、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并将社会公平与环境保

护相结合。在全球范围内共同面对环境挑战的背景下，生态文明思想为人类社会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和方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以下是对其重要理论启示的进一步阐述： 
1. 和谐共生的理念。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意味着人类应当尊重自然、保护生

态环境，并在生产、生活中与自然保持平衡，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一理念提醒我们，人

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的支持，必须意识到人类与自然的紧密联系，摒弃对自然的过度剥削和

破坏。 
2. 转变生产方式。生态文明思想倡导转变生产方式，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循环利用。这包括推

动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减少能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等措施。通过转变生产方式，可以

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态文明思想提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即在满足当前需求的同时，

不损害后代的利益。这需要从政策、制度和文化等多个方面来实现，包括制定环保法律法规、推动环保

产业发展、培育绿色消费观念等。只有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4. 社会公平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社会公平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这意味

着在推动环境保护的同时，也要关注社会的公正与公平，确保所有人民都能享受到环境资源的公平分配

和环境权益的保障。只有在社会公平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全面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思想为当代社会应对环境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深入理解和积极践行生

态文明思想，对于建设美丽地球家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共同努力，

才能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未来。 

4. 结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对环境破坏的批判，更是对构建可持续发展社

会的探索与构想。在当代社会面临严峻的环境挑战时，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包括强调可持

续发展、反思消费主义、倡导社会公平等。因此，深入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努

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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