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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种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本·阿格尔，作为这一领域内

的著名人物，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推进和拓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面对全球范围内自然环境的不

断恶化，本·阿格尔系统地阐述了生态危机与异化消费理论，并设想了解决路径。通过对本·阿格尔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科学梳理，对其理论内容的合理成分进行充分吸收，把握其中蕴含的当代价

值，能够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带来有益的启示与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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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Marxism is one of the Marxist trends of thought abroad in the 1970s. A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ecological Marxism, Ben Agger played a vit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Marxism. In the face of the global deteriora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Ben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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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d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crisis and alienated consumption, and envi-
sioned the solution. Through scientific analysis of Ben Agger’s ecological Marxism, we can fully 
absorb the reasonable components of its theoretical content and grasp the contemporary value 
contained in it, which can bring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and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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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迅猛发展伴随着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利用，这种行为严

重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平衡，加剧了生态危机，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在此背景下，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兴起，并迅速在学术界

产生了广泛影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深入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了

资本主义追求无限增长和利润最大化的本质是导致生态失衡的根源。本·阿格尔在其著作《西方马克思

主义概论》中，系统地阐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消费现象，

并提出了应对生态危机的具体策略。阿格尔的理论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影

响，还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提供了构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思路。本·阿格尔的思想对于

中国当前面临的生态环境挑战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能够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向着和谐、

健康的方向的稳步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2. 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生成的时代环境 

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的不断改进，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升，资本家们对自然资源

的开采和利用愈发加剧，这凸显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资本追求利润的无止境之间的根本矛盾。西方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在世界上的强大地位，对全球范围内有限的自然资源进行强行控制并贪婪掠夺，这

一行径无疑会加速自然能源的消耗，最终不可避免地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苏联的解体给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世界各国的学者都在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及其应用的现实性进行着深入

的探讨与反思。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后，绿色

政治运动也就随之在西方兴起，人们开始对生态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反思[1]。“绿色政治运动”

是以绿党为核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的一场广泛的政治运动，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2]。绿色政治

运动的目的是保护自然生态和重构社会生态，是一个既包括“生态运动”“环保运动”，又涉及“女权

运动”“和平运动”的庞杂体系[3]。绿色政治运动围绕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的危机展开了深刻的

讨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植根于西方绿色政治生态运动与新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一种左翼思潮[4]。绿

色政治运动的不断发展，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使得人们不

得不对生态危机根源进行深入的反思，在此过程中，本·阿格尔提出了生态危机理论和异化消费理论与

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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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3.1. 生态危机理论 

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状况，阿格尔指出，现今的劳动表现为异化劳动，劳动者在劳动的过

程中没有幸福感的获得，只有在闲暇的时候才可以感受到幸福。“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

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5], p. 494)劳动者为

了逃避异化劳动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就想要通过消费这一行为来寻求幸福。在这一错误消费观念的影响

下，劳动者逐渐丧失了自身精神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虽然这一畸形的社会现象使得资本主义市场展现出

了一派繁荣的幻象，但也导致了环境污染问题的恶化，原有的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生态危机也在这

一过程中进一步的加剧。 
“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5], p. 486)阿格尔认为，

当下，经济危机已被生态危机所替代。“对理解社会变革运动背后的、在解决严重制度危机过程中产生

的基本原理来说，需求理论是必不可少的”。([5], p. 487)要想理解社会变革运动，需求理论是不可或缺

的。新的危机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变革，走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阿格尔指出，“需求理

论将阐明人们在危机情况下从事自我解放行动的能力。我们的基本设想是，人们将从创造性的、非异化

的劳动而不是从以广告为媒介的商品的无止境的消费中得到满足。”（[5], p. 488)“克服这种异化消费的

关键是改造生产使其不再异化。这样，我们就可以使人们缩减其消费需求，打破对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

全面依赖。”([5], p. 497)解决异化消费的关键要着眼于生产。阿格尔指出，“这一过程一般具有以下三

个相互关联的步骤”。([5], p. 497)第一，“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从而将需要缩减旨在为人的消

费提供源源不断商品的工业生产。”([5], p. 497)生态系统不能够负担起消费的无限增长，商品的生产必

须进行相应的缩减。第二，“这种情况将需要人们首先缩减自己的需求，最终重新思考自己的需求方式，

从而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观念。”([5], p. 497)工业生产的减少，使得人们必

须首先缩减自己的需要，并改变自己的消费观念。第三，“对需求方式的……人们可以在社会有用的生

产活动中实现自己本身的基本愿望和价值。”([5], p. 497)这意味着，当人们对消费的追求不再局限于物

质积累，而是在休闲中寻找创造价值和自我实现的机会，以及在劳动过程中追求个人兴趣和创新，那么

一种更加积极、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将逐渐形成。这种转变鼓励个体在非工作时间参与有益于个人成长和

社会福祉的活动，同时也让劳动不再是单纯的谋生手段，而是融合了个人热爱与贡献社会的创造性过程。

因此，对需求方式进行深入反思，不仅是对消费文化的解构，更是向更加充实、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迈进

的重要一步。人们按照自己的需求去参加劳动，满足自己的需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缓解生态危

机。 

3.2. 异化消费理论 

在 20 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呈现出猛烈的发展劲头，资本家们不断地寻求新的市场，以扩大他们

的商品销售范围，这一过程伴随着全球贸易网络的扩展和深化。随着商品的大量生产和流通，广告业蓬

勃发展，成为塑造消费者欲望的强大工具，广告无处不在，渗透进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20 世

纪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与消费文化的演变紧密相关，其中商品和广告扮演了关键角色，而消费

行为的异化则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和心理变化。 
阿格尔对之前学者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立足于对其批判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对“异化消

费”这一概念进行了明晰的阐述——“正如我们所说的，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

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5], pp. 494-495)在阿格尔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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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当媒介之一的广告使得需求和商品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复杂；人们把消费看作是用于满足自身需要的

唯一源泉。“人的需要无穷无尽而无穷无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可能实现”。

([6], p. 20)“过度生产这些商品的目的显然是要对人们在异化劳动中所花费的时间进行补偿。”([5], p. 488)
“异化消费是对人们所从事的日益令人讨厌的不能自我实现的劳动的一种补偿。”([5], p. 499)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为了能够解决经济危机，便通过广告传媒等手段，诱导人们进行不必要的消费行为。人们陷入

到了一种虚假的需求中，并把这种异化了的消费行为看作是实现人生幸福的方式。消费者购买商品的目

的不再是单纯地满足对商品实际功能的需求，而是更多地为了满足由外部刺激引发的、心理上的欲求所

造成的虚幻需要。消费已经不再指向具体而实体性的物的消耗，而是演变成甚至抽象成了一种符号[7]。
异化消费不会使人获得真正的幸福，它只是一个会将人的真实需求给蒙蔽起来的虚幻套子。人们如果沉

浸于中而不愿到套子外面去窥探真实的世界，那么人的异化只会进一步加深，人们掉入商品的桎梏中而

无法挣脱，最终丧失对实现人生价值的追求。与此同时，这种无限制的消费行为会使自然环境遭到更为

严重的破坏，生态危机进一步加深。 

3.3. 本·阿格尔设想的解决路径 

3.3.1. “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 
阿格尔在对异化消费和资本主义生产与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的矛盾进行深入探讨后，提出了“期望破

灭了的辩证法”这一独创性的观点。“这种辩证法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

的时期，本以为真的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情况发生了危机，而这不管愿意与否无疑将引起人们对满

足方式从根本上重新进行评价。人们对发达工业社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能力的期望破灭，最终会

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即对人们在一个基本上不完全丰裕的世界上的满足前景进行正确的评价，尽管公认

要进行这种评价是很难的。”([5], pp. 490-491)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资本家受利润最大化欲望的驱策，不

断扩张生产规模，在这一进程中，自然资源遭受了无情的开采与剥削，且此趋势日益加剧。一旦自然界

的资源枯竭到难以维系商品生产的地步，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将不得不面临收缩乃至停滞的困境。同时，

当资本主义体系无力持续满足人们日益深化的异化消费需求时，人们将不得不从这种过度消费的模式中

抽离出来。人们开始意识到，长久以来追逐的物质财富和幸福感，实际上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

对环境的破坏之上的。随着这种认识的深化，公众将逐渐摆脱被消费主义所束缚的生活方式，开始探索

更为可持续、更有意义的消费模式。这一觉醒过程揭示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脆弱平衡，以及资

本主义生产模式对生态系统的长期负面影响。人们开始理解，正是他们自身被扭曲的消费观念和行为，

间接助长了资本主义的无度扩张，进而加剧了生态失衡，加速了整个社会的生态危机。面对这一严峻现

实，大众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开始寻求那些能够体现个人价值和创造力的

劳动，而非仅仅为了消费而工作。因此，生态危机的紧迫性不仅促使了人们消费习惯的革新，也推动了

资本主义劳动领域的变革。人们逐渐认识到，真正的满足和幸福源自于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创造性劳动，

而非无休止的物质积累。这一转变标志着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以及对更加和谐、可持续

生活方式的追求。人们不会把劳动仅仅当成是能够获得报酬的手段，而是在进行一种对社会有贡献的、

可以实现个人价值的对象性活动[8]。 
阿格尔认为，“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会使人们重新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愿望。虽然我们没有对匮乏

本身作出评估，但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即物质丰裕的缩减感会触发重新评价满足手段的过程。因此，

社会变革就可能由人们为征服生态危机的真正威胁所作的努力而引起，从而使我们能以新的弹性和灵活

性摆脱危机，并以这种弹性和灵活性从劳动中获得意义和满足。”([5], pp. 497-498)因而，我们可以称“期

望破灭了的辩证法”是引导人们重塑消费观和价值观的动态过程。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正身处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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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完全富裕的蒙蔽状态内，并逐渐从消费主义的虚假承诺、物欲享受的幻象中醒悟过来，对自身需求

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的审视[9]。人们想要从劳动中实现满足，劳动成为了创造的过程，从而获得

自己在未来生活中的意义和幸福，意识到了“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5], p. 475)。
阿格尔强调了人们的消费价值观和幸福观的转变对于当代西方社会变革产生的重要意义[10]。“正是在我

们称为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的动态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有力的动力。”([5], p. 496) 

3.3.2. “分散化”与“非官僚化”的稳态经济模式 
E.F.舒马赫在其著作《小的是美好的》中提出了的小规模技术的思想，阿格尔通过批判继承其思想内

容，设想了“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经济模式。“过度生产将通过分散工业生产和降低工业生产的

规模来克服；过度消费将用向人类提供有意义的、非异化劳动(这种劳动是小规模的、民主管理的生产者

联合体的劳动)的办法来克服。”([5], pp. 420-421)通过“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经济模式，异化劳动

不复存在，这就在根源上对异化消费的问题进行了解决，最终使得人们“不再从以广告为媒介的消费中

而是从小规模的生产和工艺式的消费中得到快乐。”([5], p. 491)需要注意的是，阿格尔不是完全反对集

权。“我们主张分散化，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必定会反对任何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概念；我们并不提倡返

回到虚构的自由经营的纯资本主义市场那里去，如果所谓的供应能满足需求的话。相反，在全面的计划

性与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之间也许会存在一种中间的组织形式，它能使生产和消费得到合理的确定。”([5], 
p. 493) 

3.3.3. 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产生于 19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民粹主义，对于北美地区的民主政治活动具有着一定的影响。美国民

粹主义支持基层民主制政治，对高度集权的政府与分工集中的企业管理模式持反对态度[11]。阿格尔在对

北美社会的现实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后，提出了“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也许是创造一种北美马克

思主义的较适宜的基础。”([5], p. 510)的观点。 
“美国政治生活的由来已久的民粹主义非常有助于以分散化、非官僚化和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三项基

本要求为基础的生态激进主义。”([5], p. 510)阿格尔认为，生态激进主义的发展有望从美国民粹主义中

获益。“以传统的美国人对实行高压统治的政府和对广泛存在的官僚主义的不信任态度为基础把马克思

主义传统美国化。”([5], p. 516)“美国民粹主义的特点(至少从历史上看)表现为对集中的、官僚化的组织

极端不信任。”([5], p. 517)“意味着民粹主义可以容纳对官僚主义和技术所持的激进观点”([5], p. 517)。
阿格尔认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美国社会的具体情境之中能够有效削弱资本主义对个人的控制力和

支配关系，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资本主义催生的异化消费现象。 
“民粹主义(破灭了的消费者期待)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可以通过正确评价企图解

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努力所开辟的社会主义前景而结合在一起。”([5], p. 519)通过整合美国的民粹主

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元素，并以其各自的合理元素来共同评估，可以为应对资本主义引发的生态危机提供

一个新颖的视角，并为通往生态社会主义的路径奠定稳固的基础。这种结合旨在汇集广泛民众的力量与

深刻的社会分析，共同致力于构建一个既能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又能促进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未来。通过

这种方式，两种思潮的互补优势得以发挥，不仅批判了现有体系的不足，还探寻出实现生态可持续性和

社会进步相统一的可行之道，从而为实现一个更加绿色、公平的社会主义愿景铺平道路。美国民粹主义

的思想内核与坚持工人民主管理和生产的方式十分契合。若是仅仅宣扬马克思主义有可能会招致美国民

众的反对，但如果使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进行结合，就可以更好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宣传并使得

美国民众对其接纳与认可，因而必须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结合，助推社会变革的运作[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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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当代启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3], p. 39)，党的二

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4]。人类与自然的命运休戚与共，自然

环境的恶化、生态危机的加剧势必会威胁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因此我们要在意识上尊重自然，用行动

保护自然。阿格尔，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领域的杰出代表，深入且系统地探讨了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

的生态危机问题。阿格尔的理论内容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乌托邦色彩，但他以全新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生

态危机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具有高度的学术研究性和理论性。对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

想进行总结和思考，有助于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4.1. 为塑造理性消费观念提供正确引导 

阿格尔指出，异化消费是致使生态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这一思想对于生产力水平快速发展的国家

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改革开放以来，物质资源的丰富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给予了极大保障，但与此

同时，错误的消费理念也在不断滋生。人们通过消费这一行为来使自己的价值得到彰显，用高昂的商品

来摆明自己的社会地位。商品的实用性被人们忽略，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遭到浪费，环境的污染问题越

来越突出。因此，异化消费的现象不只会在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会产生，

因此，对于异化消费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必须要足够重视。 
价值观念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若想让错误的消费行为向健康的方向变化，就必须要形成一种理

性的消费观念，引导人们做出正确的消费行为，从而对生态环境形成保护。生态系统的承载限度是一定

的，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掠夺会给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每个人都责无旁贷。

我们应该立即行动起来，以身作则，从身边小事着手，坚持绿色消费；坚持理性消费，注重商品的使用

价值；注重精神性消费，树立正确的幸福观，找到幸福的真正含义。人们消费观念和行为的改变也会使

商品生产者改变生产模式，生产和消费之间形成绿色良性循环的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

生。面对当今我国存在的消费问题和生态问题，我们要进行深刻的反思，要大力推行绿色消费的宣传教

育，出台相关的法律政策，从而逐步缓解自然环境的压力，逐步解除生态危机，继而推动可持续发展。 

4.2. 为践行绿色发展模式提供认知方法 

阿格尔指出，“不是要提倡重新培育清教徒式的简朴精神，而是要调整人们对好生活的性质和质量

的看法。”“我们认为人们会对这一新的简朴生活感兴趣”“我们并不认为人类像经济常识所说的那样

是贪得无厌的动物，人们会知道多少就‘足够了’”。([5], p. 491)阿格尔强调，不是要求人们重新过上

清教徒式的简朴生活，而是需要调整人们对生活的性质与质量的认知，构建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知道

多少就“足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异化消费现象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对我们仍然具有高度的理论参考意义。绿色发展指的是在生态环境容量与资

源承载能力的制约下，通过保护自然环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科学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和生态发展理念，

内在的核心要素是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维系生态平衡，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政治社会、人文社

会和生态环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15]。因此，必须要积极践行绿色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当下

的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并且呈现出愈发严重的态势，人类的生活质量受到了严重影响。马克

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6], p. 519)有生命的个

人必须要依靠自然环境才能生存和发展，也只有在良好的生态环境里，才会有幸福生活的发生。习近平

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17], p. 40)。“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己。”([17], p. 246)在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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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格外注重对绿水青山的大力保护，不能以牺牲自然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增长。必

须要“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14]。要时刻认识到绿色发展模式与人类的未来命运紧密关联。

“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民生存环境和生活水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18]“让人民

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17], p. 225)。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自然保护之

间的良性互动，从而切实提升中国人民的生活幸福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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