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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经济增长与生态可持续性之间的内在矛盾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展现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它既摒

弃了“深绿”思潮中提出的完全放弃经济增长、回归后现代的理想化方案，也批判了“浅绿”思潮中单

纯依赖技术化手段、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点的现代化策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

论高度，深入探讨了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虽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理论在实际操作层

面仍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和困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理论价值的减弱。相反，它对于我们深化理解生产

方式与生态自然环境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它促使我们反思当代社会生态价值观、

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人们生存方式的生态缺陷，从而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这些方面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

响。通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审视和评估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

发现其中存在的生态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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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ddressing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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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Marxism presents a unique perspective. It rejects the “deep green” ideology’s idealized 
proposal of completely abandoning economic growth and returning to a post-modern state, and also 
criticizes the “light green” ideology’s modernization strategy that relies solely on technological 
means and is based on anthropocentrism. Ecological Marxism, grounded in the theoretical heigh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elves into the pathways for achieving ecologically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Although the theories proposed by ecological Marxists still fac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and di-
lemmas in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this does not diminish their theoretical value. On the contrary, 
it provid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deepe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and natural environmental issues. It 
prompts us to reflect on the ecological deficienci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al ecological values, 
mod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ways of human existence, thereby more clearly recognizing the neg-
ative impact these aspects have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lens of Ecological Marx-
ism, we are able to more comprehensively examine and assess existing social system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identify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within them, and seek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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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对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日益恶化的严峻形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深入分析并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生态缺陷的基础上，结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提出了具有深刻见解的生态发展观。与西方其他绿色思

潮单纯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生态价值观的不足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根

源是多方面的，既包含了生态价值观的问题，也涉及到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两者共同作用，其中社会

生产方式起着决定性作用。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被置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绿色发展的理念日益深

入人心。我国强调，要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关键在于加强对资本逻辑负面效应的伦理约束，将人与自然

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我们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致力于转变过去

的经济主义发展方式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这一思路不仅为我国

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宝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通过深化对

生态危机的认识，我们认识到单纯的价值观变革不足以解决问题，还需要从社会生产方式入手，实现经

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这种全面、系统、深入的解决方案，对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 

2. 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发展观 

在 20 世纪 60 年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崛起并行不悖，生态问题逐渐

凸显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在这一时期，在经济的迅猛发展与急剧恶化的生态环境形成的鲜明对比下，经

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之间的相互作用已成为当代社会的显著特征。这种背景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深感

责任重大，他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致力于探索现代社会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

他们试图揭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矛盾，并寻求一种既能保障经济增长，又能维护生态平衡

的绿色发展道路。这一努力不仅对于西方社会，而且对于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治理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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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其核心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

有制。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决定了其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

更为严重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和环境的无节制破坏，加速了生态危机的到

来。这些现象都是对资本追逐利润本性的深刻揭露，即资本是一种“无法控制的社会新陈代谢的方式”

[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新陈代谢关系，即人类通过劳动和

技术手段从自然界中获取资源，并将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物排放回自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追

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往往忽视了生态平衡的维护，从而导致了经济与环境双重危机的产生。这种结构性

危机不仅威胁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持续发展，也对全球生态环境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资本对利润无休止

的追求，不可避免地招致了两方面严重的负面后果。首先，它导致了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环境的严重

破坏。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资本家会不断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力度，而忽视了资源的可持续性和环

境的承载能力。这种过度开采不仅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枯竭，还引发了诸如土地沙漠化、水源污染、生物

多样性丧失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其次，资本的无限制追求利润也加剧了社会不平

等和贫困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利润是资本家追求的目标，而工人则成为了被剥削的对象。随

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和扩张，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同时，由于资本家追求利润

的最大化，他们往往会压缩生产成本，包括降低工人工资和福利待遇，这进一步加剧了工人的贫困程度。

这两个方面的危害后果不仅影响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威

胁。在奥康纳的视角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如同一把双刃剑，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

了触目惊心的环境破坏。在这一过程中，大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被资本的无情之手砍伐殆尽，全球气候持

续变暖，广阔富饶的土壤日益沙化，生态灾难频发，不断上演着自然的悲剧。这些现象使得奥康纳指出，

资本主义当前面临着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困境：“资本与自然(以及其他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成

本型’利润的缩减，另外，还有环保运动以及其他一些社会运动对资本所造成的负面经济效应”[2]。奥

康纳以此对“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利润最

大化和经济扩张的本性与保护环境的需要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今资本

主义社会无法回避的焦点，它不仅是现实紧迫的挑战，更是历史积累问题的集中体现。这些问题交织在

一起，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交汇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峻考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如今社

会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最根本原因，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通过这一分析，生态学马克思

主义者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破坏性影响，进而呼吁对资本主义的生

产方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以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忽视了人们对生态环

境需要的合理要求，并不择手段地破坏环境来达到其目标。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往往

被置于次要甚至被忽略的地位，从而加剧了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利润最大

化是其核心驱动力。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度扩张追求着更高的产量和更大的市场份额。资本家

通过科学管理、技术创新和持续扩大生产规模，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然而，这种无限制的生产扩张远远

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打破了生态平衡，对自然资源进行了过度开采和消耗。另一方面，资本主

义生产的集中化进一步加剧了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资本家不断

寻求占有更多的生产资料，推动生产活动的集中化。这种集中化不仅加剧了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还使得

某些地区成为生态环境问题的重灾区，承受着巨大的环境压力。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日益膨胀和集中

化发展趋势，必然导致对生态环境运行内在规律的违反，引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威胁

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资源和财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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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极不均衡，呈现出鲜明的层级差异。具体来说，大多数人仅拥有极少部分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他

们往往处于社会底层，通过劳动获取有限的报酬；而相对较少的个体或集团，却掌控着社会绝大部分的

生产资料和财富，他们位于金字塔的顶端，享受着资本扩张带来的巨大利益。这种结构加剧了社会的不

平等和贫富差距，对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其次，技术在资本主义下的应用也是原

因之一。技术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技术的应用往往被资本

的增值逻辑所绑架。以农业领域为例，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转基因技术和大型农业机械的应用在提高

农业生产效率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果。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下，这些技术被片面地用于

追求农产品产量的最大化，而忽视了生态平衡。这种片面追求产量的行为导致了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垦，

以及化肥和农药的滥用。大量的化肥和农药通过地表径流等方式流入水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严重破

坏了水生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进而影响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此外，许多技术在带来经济效益的

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生态负外部性。例如，化工技术的发展虽然使人们能够生产出各种功能多样的塑

料制品，但塑料制品由于其化学结构的稳定性，难以在自然环境中降解，大量废弃塑料在陆地、水体等

自然环境中堆积，形成了广为人知的 “白色污染”现象。而且，化工生产过程本身会排放大量的有害化

学物质，如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这些物质会在土壤、水体和大气中富集，对生态环境造成长期且难

以逆转的损害。最后，消费主义价值观的主导也是引发生态危机原因之一。消费主义文化作为一种在现

代社会广泛传播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将消费行为与个人价值、幸福体验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

一种鼓励过度消费的社会氛围。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广告、媒体等传播手段成为了刺激人们消费欲望

的有力工具。例如，在电子产品领域，广告商通过不断强调产品的新功能、新外观等，诱导消费者频繁

更换手机、电脑等设备。这种过度消费行为不仅导致了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使得废弃物的产生量呈几

何级数增长。此外，一次性消费产品在现代生活中的广泛使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次性餐具、

一次性塑料袋等产品因其使用方便而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但这些产品的大量使用却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

费和环境污染。由于一次性产品在设计和材质上的特点，它们在使用后很难进行有效的回收和再利用，

这就大大增加了垃圾处理的难度和成本，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进一步加剧了生态危机。 

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发展观的当代价值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发展观是对当代西方社会生态环境问题深刻反思的产物，尽管在探索落地实

施的过程中面临重重困境，但其理论价值不可忽视。此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多方

面紧密的内在联系。在理论基础与价值导向上，二者具有契合之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重视生态可持续

发展理念，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追求生态理性，这与中国式现代化秉持的可持续

发展理念相呼应，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协调共进，在实践中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推

进节能减排。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批判以及对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呼吁，

与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重视人的现代化这一价值取向一致，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致力于提高人

民生活质量，保障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的权利。在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践方面，二者存在

一定关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中国式现代化在实

践中也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面临过资源和环境问题，而后采取了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等生态治理措施，这和生态学马

克思主义寻求解决生态危机之道的思路相通。而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解决生态问题需要技术的生

态化转型，中国式现代化高度重视绿色技术创新，积极发展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节能技术

和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等，这些绿色技术应用推动了经济高质量转型，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念相

符。从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层面来看，二者的内在联系较为明显。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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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下推进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问题难以根本解决，而社会主义制度更有利

于生态保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生态保护领域统一规划和大规模

投资，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制定国家战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此外，中国式现代化走新型

工业化道路，这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生态现代化提供的理论启示相关，中国在产业升级中注重产业生

态化，对传统产业进行绿色改造，发展新兴生态友好型产业，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生态改善的双赢。 
通过这一视角，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我国的绿色发展观，并为其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同时，生

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发展观对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也具有积极意义，展示了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实现

生态与社会双赢的可能路径。 
第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对资本逻辑的伦理约束。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

峻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资本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运行机制，它的主要目

的就是价值增值，即资本通过一系列的运动过程，实现自身价值的不断增长。这就好像资本是一个具有

生命的有机体，它的“生命本能”就是不断地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有价值。在这种背景下，任何旨在化

解生态环境危机的策略往往被资本逻辑所绑架，其实际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自然条件，从

而达到资本追逐利润的需求。然而，这种生产方式并为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并漠视了普通人的需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区别以往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保护环境、改善生态的单一

行动，更是关乎人民福祉、关乎国家未来的重要战略。 
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是我们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核心要求。我们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努力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环境。同时，我们将共同富裕作

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价值取向，致力于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通过这样的绿色发

展道路，我们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全体人民共享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只有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

现代化观”[4]。我们应当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通过绿色发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追求。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要求的体现，也是我们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承诺。 
第二，在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树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的生态自然观。当代社

会中盛行的两种主要自然观念——“深绿”理念和“浅绿”理念，尽管它们各自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

同时也各自存在着理论上的不足。因此，我们需要超越这两种思潮的局限，树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

想的生态自然观。这种观念不仅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还要求人们在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通过树立这种生态自然观，我们可以更加科学地

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

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3]。在人类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

系是一种复杂而多维度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关系。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我们需要从多个

角度出发，采取综合性的措施来保护自然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三，我们应当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致力于妥善平衡经济效益与生态环

境效益之间的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生态发展观，既超越了“深绿”派别中那种反对发展的

极端观点，也超越了“浅绿”派别中单纯追求发展的局限。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

部分，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依存关系。在面临生存困境时，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人类可

能不得不采取一些对生态环境有所影响的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任破坏，而是要在尊重自然、

保护生态的基础上，寻求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摒弃“深绿”思潮中的极端观念，以更

加全面、辩证的视角看待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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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我们可以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第四，转换经济主义发展方式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强调，传统上以增长为首

要目标的经济主义发展方式，以及由此衍生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为了实现真正的生态发展，其实质在

于，“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5]。经济主义发展方式往往以追求无限制的

经济增长为核心，忽视了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和生态系统的平衡。这种发展方式不仅导致了资源的过度

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还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因此，我们需要转变发展观念，从追求经

济增长转向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同时，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过度追求物质

享受和奢华生活，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因此，我们需要倡导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生活方

式，减少资源的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发展观深刻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不可避免

地在生态价值观、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上产生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为了解决这一危

机，我们必须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我们需要站在全人类的价值高度上，

重新审视和定位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具体而言，我们应当摒弃经济主义的发展方式，不再单纯追求经

济增长的数量和速度，而是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同时，我们也要摒弃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

减少不必要的物质消费和浪费，追求简约、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最终，我们的目标是真正满足人们

的基本生活需求，而不是无止境地追求物质享受和财富积累。只有在这样的价值指导下，我们才能实现

现代化的真正意义，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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