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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而学习和实践马克

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对于当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揭示了

自然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并强调了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能动性与其局限性。马克思主义自

然观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揭示了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影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

然观，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并结合中国国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该思想

不仅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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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ly severe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
tion has become a widely discussed topic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tudying and implement-
ing Marxist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holds significant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Marxist natural views reveal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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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is the foundation for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emphasizing both the proactive role 
and limitations of human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ialecti-
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ist natural views point out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s continuously generated and developed through practice, highlight-
ing the profound impact of changes in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on this relation-
ship.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nherits and develops Marxist natural views, pro-
posing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offering practical 
pathways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is thought 
not onl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but also con-
tributes Chinese wisdom and experience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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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1]。指明

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的重要价值，它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始终，占据重要的地位，

是当代我国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本文意在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来

丰富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认识。 

2. 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首次较为全面的阐述，见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他基于当时以三

大自然发现为主的自然科学材料，对整个世界进行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解读。恩格斯指出，能量守恒及

转换定律找到了物质现象背后统一的运动规律，“自然界中一切运动的统一，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哲学

的论断，而是一个自然科学的事实了。”[2]细胞学说和进化论则揭示了从无机物到有机物到生命，从低

等动物到高等动物的内在联系和自然演变过程。从此，生命也找到了它的物质性依据和发展的规律。“从

前不可理解的奇迹，现在已被归结为某种遵循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本质上共有的同一规律所发生的过程。”

[2]“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3]于是，马

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自然观的革命性转变，超越了传统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完成了对自然界的物质

统一性和系统性的整体性阐述。马克思主义描绘了这样一个自然界，包括人类在内的万千事物统一于物

质性，一切现象和物质都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处在永恒的运动和发展过程中。 

2.1. 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首先基于自然及人的客观物质性。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

所有的活动都依托于自然提供的物质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就它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

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3]同样，恩格斯也强调：“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

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3]这表明，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方面，人类依

靠自然来满足自身存在和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并创造出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事物。另一方面，自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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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人意识的物质基础。 
自然对于人类具有先在性和客观性，这意味着自然的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志，从而决定了人类的

自然属性和对自然的依赖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然先于人类存在，并且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这一点首先体现在自然的历史先在性上，即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

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强调的：“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

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而现代科学提出了从人猿发展到智人的自然历史过程，尽管在细节上仍存

在争议，但足以推翻诸如上帝造人等以超自然力量来解释人类起源的神话历史观，人类的产生是自然演

化的一部分，而非超自然力量的结果。 
其次，从逻辑先在性的角度来看，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劳动是人的类本质，是劳动创造了人类，

但他们同时也强调了自然作为物质基础的前提性。人类只有通过劳动与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才

能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

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

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3]这表明，自然对于人类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2.2. 人类的能动性和对自然的改造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革命性就在于，它虽然肯定自然的客观性以及人对自然的依赖，但同时，它并

未将人类简单地等同于动物。这一视角超越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开辟了一种全新的

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马克思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3]他强调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类独有的主观能动性。并且，马克思区分了人与动物对自然界的影

响：“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

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3]这一论述肯定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在认识实践

和改造实践过程中的作用。人类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力和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

能够通过实践活动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但是这种能动性并非无限制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明确地认识到，在改

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人类确实能够运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自然物进行形态和结构上的改变，以适

应和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然而，这种能力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无视或超越自然的客观规律。自然界的

内在规律性始终如一地自发作用。马克思指出：“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

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

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3]。这意味着人类的欲望和目标必须与外部世界的实际条件相协调，

人的能动性是在自然规律的框架内发挥作用，只有在目的和实践活动符合客观规律的情况下，才能够获

得预期的结果。 
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能够指导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而错误的认

识只能适得其反，或许暂时能够获得利益，但是长久来看必然会得不偿失，对人类社会造成损害。恩格

斯通过实例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观点。他提到某地居民毁林造田，虽然暂时获得了利益，但最终导致生态

环境破坏，耕地干涸，变成了不毛之地，因为他们所毁坏的森林在当地生态环境中起着积蓄水源的重要

作用。这一案例说明了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时忽视生态系统环环相扣的客观规律的后果。它警示我们，错

误的自然观和实践可能会带来短期内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却会对人类社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因此，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指导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实践至关重要。人类想要改造自然，就

必须在认识并接受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正确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

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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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统一于实践的人与自然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然界的先在性只有其在实践活动中成为人化自然时，才是有意义的，那种

不进入人们实践活动视野，和人无关的自在自然就是抽象的“无”。他们基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去

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与人并非无关的对立，而是主客体相互影响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

既要从自然的角度去认识人，又从人的角度来把握自然。人对自然的认识并不是直观的反应，而是一种

创造性的改造。“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

然界本身”[3]。他们把实践作为人的类本质，作为连接人与自然的中介，人的实践活动改变着自然，而

自然也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向人显现着，人造自然也在这种活动中不断生成，自然被不断赋予新的含义。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3]。实践既是自然对人的生成过程，又是人对自然的生成过程。

人在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按其目的来促使自然发生改变，同时也将自然规律内化于自身，不断实现着

双向对象化的辩证发展。 
马克思认为，人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在人与自然的双向对象化过程中，得以确证自身的

存在。人只有通过实践改造自然，通过与自然的物质和能源交换，才能实现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他的

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

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3]换言之，人类通过改变自然来改变自身。这样的过

程既是人类的历史，又是自然的历史，所以历史就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划分为自然史和

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3]而这也把人

类从动物中提升出来了，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类则生产整个自然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此阐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依赖着自然界，但是因为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

自然界并不能直接满足人的需要，于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改造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在社会实践中

不断生成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实践就是人类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对自然

进行改造的结果，并且这个结果又成为了未来实践活动的前提。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人类与自然之间

主体与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3. 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体现为人对自然的屈从、臣服，等到进入资本主义开启工业文明

时代，又变成了人对自然的一味征服和支配。对应的就是自在自然和异化自然。前者是人类主观能动性

得不到发挥，像牲畜一样服从于自然。后者却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过度地发挥，让人站在自然的对立面去

肆意妄为的征服自然。这两种都不是人和自然正确的相处模式，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3.1. 原始社会：依赖自然、臣服于自然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无法有效改变或控制自然环境，所以生产活动主要依赖于

直接利用自然资源，如狩猎和采集。这种对自然的直接依赖使得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动物相似，被动地适

应自然条件，既依赖于自然又对其力量感到畏惧。 
在这一阶段，人类对自然充满了敬畏之心，常常将自然现象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视自然为一种

超乎理解之外的神秘力量。这种对自然的敬畏不仅影响了人类的精神世界，还深刻地塑造了他们的生活

方式和社会结构，人们的生活节奏和模式与季节变化、动植物的生长周期一致。社会结构往往围绕着共

同的生存需求而形成，所以部落通常基于血缘关系或地理位置而组织起来，共同抵御外界威胁并分享资

源。此外，由于生产力的局限性，劳动分工并不发达，人们普遍参与集体的狩猎和采集活动，这种共同

劳动促进了群体内部的平等和互助精神。例如，在非洲的某些地区，至今仍有靠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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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这些部落成员对自然充满敬畏之心，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俗紧密地与自然环境相联系。他们会在特

定的季节进行迁徙以追踪食物来源，或是举行仪式以祈求自然神灵的保佑。这种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

方式体现了人类在这一阶段对自然的依赖。总之，在原始社会中，人类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纯粹的依赖关

系，这种关系不仅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还影响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和价值观念。 

3.2. 农业社会：初步改造自然 

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人类社会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生产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人们开始定居下来，

学会了利用自然资源进行耕作和畜牧业，从而迈出了初步改造自然的第一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

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3]农业社会的生产

方式标志着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转变：人类开始有意识地利用自然资源，尽管仍然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 
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有力证据。在中国的仰韶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农具和灌

溉系统，这表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改造自然。通过修建灌溉渠，古人能够有效地控制水流，

保障农作物的生长，从而提高了生产力。这种初步的自然改造不仅增加了粮食产量，还促进了人口的增

长和社会结构的转变。这种初步改造自然的行为，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人类开始从被

动适应自然转向主动改造自然。 
在农业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得人类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但这种利用仍然是有限的。人类

的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农业和畜牧业上，生产关系也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马克思认为，

这种生产方式虽然开启了对自然的改造，但仍极大的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依然存

在，自然条件仍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3.3. 工业社会：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生产力实现巨大飞跃，科技水平迅速提高。人类开始大规模地改造自然，进

入了一个以工业生产为主导的新阶段。这一转变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从依赖转向征服和控制。在《资

本论》中，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破坏，揭示了资本主义如何将自然界转变为人

的对象和有用物。他写道：“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

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

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

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

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3] 
在工业社会中，资本的无限扩张趋势与自然界的有限性及其维持自身平衡的能力之间形成了尖锐的

冲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无止境掠夺，这种掠夺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

还威胁到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资本家在追求生产和交换的最大效益时，无节制地雇佣工人、

消耗自然资源，只为实现资本的增殖。这种生产模式将自然简化为效用工具，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

境的严重破坏，从而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和对立。 
这一矛盾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尤为显著。煤炭开采和蒸汽机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工业化进程，但也引

发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当时英国的工业城市的工厂烟囱排放大量烟尘和有害气体，导致空气质量急剧恶

化，终于酿成了伦敦烟雾事件这个悲剧。这一事件不仅导致成千成万居民的死亡，也对城市环境造成了

深远的破坏。建筑物表面遭到腐蚀，植物生长受阻，整个城市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冲击。这一事件突显

了工业化对环境的忽视，并成为反思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契机。 
在工业社会，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得到了充分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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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过程以及劳动对象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异化，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失去了对劳动产品的控制，劳动变成了

压迫工人的异己力量。这种异化不仅体现在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上，也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

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自然变成了被掠夺和利用的对象。综上所述，

工业社会中的生产力进步虽然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但也引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性变化。这种

变化不仅涉及科学技术层面，更深刻地反映了哲学上的思考，揭示出人类社会如何理解和处理与自然的

关系。 

4. 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时代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创新和发展，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的深

刻阐释。这一思想不仅辩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还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战略

方针和实施路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内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可

持续发展，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 
在全球环境变化和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

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

年大计。”[4]这一理论创新突破了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提出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生态环

境保护的新策略。在 2018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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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一理念不仅回应了

全球环境危机，还结合中国国情，为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异化，主张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然资源应由

全人类共同拥有，生产活动应以全人类的福祉为目标。恩格斯曾指出：“需要对我们的生产方式及其社

会制度实行根本变革”[3]，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实践应以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消除人与自

然的异化关系，实现和谐共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生产力发展的框架，强调人类

是自然的一部分，生态环境保护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和进步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清楚的认识到人类

是自然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不仅要满足人的物质需求，还要满足对优

美自然环境的需求。他提出的“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目标的当代诠释，旨在

通过改善生态环境提升社会整体福祉。 
“生态优先”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将生态环境保护置

于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6]这一理念体现了

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认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已从对立转变为相互促进的协调发展。例如，

自 1978 年启动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旨在应对土地退化和沙漠化问题。经过多年努力，该工程显

著遏制了沙漠化扩展，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通过植树造林，三北工程恢复了生态，增加了植被

覆盖，提高了生物多样性，同时促进了林业经济和生态旅游的发展。这一项目体现了自然资源的公共财

富属性，还提升了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对“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理念的完美诠释。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还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提出系统治理的思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环境治理是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运用行政、市场、法治、科技等多种手段。”[6]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

义系统论在新时代的具体应用，强调生态环境各要素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保护自然不仅要关注

单一环境问题的解决，更要从生态系统整体出发，采取综合措施来处理环境问题。例如，通过建立和完

善生态补偿机制、推行绿色金融政策等措施，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展现了中国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深刻关切，还强调了国际合作在应对这些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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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中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指出：“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

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7]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的继承，他呼吁各国超越国界，团结合作，共同应对全球环

境挑战，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取得了一系列实际成果。例如，中国通过节能减排政策和推动清洁能源发

展，显著降低了单位 GDP 的碳排放强度。此外，中国还实施了大规模的生态保护工程，如三北防护林体

系和长江保护工程，这些项目有效恢复了生态环境，提升了生物多样性。中国承诺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

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并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行动计划等国际合作机制，积极推动全球生态

保护。这些举措不仅展示了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也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

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战略思路。 

5. 小结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认为人类的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密不可分。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生态文明的认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内涵。这一思

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而且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指导。从实践角度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方针，为解决资源与环

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方向。在未来，这一思想将继续指导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

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助力实现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并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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