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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维度，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生成兼具历史必然性与理论创新性双重特

质。马克思对旧自然哲学、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然哲学、费尔巴哈形而上的思维方式的批判，勾画出人

与自然界内在辩证统一的发展图景，并通过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考察，揭示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一

般规律，实现了对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连通。当前，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变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

明建设的双重诉求下，重释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对于破解资本增殖与生态可持续性的结构性矛

盾、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本研究通过系统梳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历史生成逻辑

与核心理论范式，旨在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同时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奠定更

为坚实的学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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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dimension of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system, the formation of Marx’s 
ecological thought is both a historical necessity and a theoretical innovation. Marx’s criticism of the 
old natural philosophy, Hegel’s idealist natural philosophy, and Feuerbach’s metaphysical thinking 
mode drew up the development picture of the internal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revealed the general laws of human society and natur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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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and nature, realiz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natur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under the dual demands of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interpreting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s ecological thought has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solving the structural con-
tradiction between capital multiplication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human and natural life. By systematically sorting out the historical logic and core theoretical para-
digm of Marx’s ecological thought,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Marxist solution for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lay a more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
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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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与生态危机叠加共振的当代语境下，马克思生态思想以其深邃的哲学根基和强烈

的现实关照，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理论富矿。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生态

思想并非孤立的理论创造，而是深植于 19 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现实土壤，以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根基，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观的批判性扬弃，构建起具有革

命性意义的生态哲学体系。该思想体系既突破了旧自然哲学将自然神秘化的认知窠臼，也超越了费尔巴

哈机械唯物论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范式，更通过对资本逻辑下“新陈代谢断裂”的深刻揭示，将生态批

判纳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性批判之中。当前学界围绕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呈现出多维度拓展

态势：既有对《资本论》“物质变换”理论的深度耕犁，也有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化自然

观的当代诠释；既有从生态学维度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空间的再发现，也有结合生态马克思主义流派的

比较性研究。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梳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历史生成逻辑、核心理论范式及其在国内外的研

究动态，揭示其对全球生态治理和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价值。同时，本文将对现有研究进

行批判性考察，指出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为新时代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提供学理参照。 

2. 国内研究现状 

2.1. 马克思生态思想理论来源的多元性与动态性研究 

马克思生态思想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理论来源呈现出显著的多元性与动态性特征。

这种理论特质既根植于西方哲学传统的多重思想资源，又形成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解剖过程。

当前学界围绕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沿着三个理论维度展开：首先，古希腊自然哲学传统构成其思想发端的

理论基石。马艳、杨星通过比较马克思博士论文中对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辨析，揭示青年

马克思已初步把握了自然观的唯物主义基础[1]。其研究确证了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说所蕴含的能动性思想，

为马克思突破机械决定论、建立辩证自然观提供了重要启示。但需注意的是，此类研究多聚焦于早期文

本，未能系统呈现马克思自然观从朴素唯物主义向实践唯物主义的跃迁轨迹。其次，德国古典哲学的批

判性继承是其生态思想形成的关键环节。邵光学指出马克思通过扬弃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将自然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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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法从理念世界复归现实维度[2]；张筱则强调费尔巴哈人本学自然观对马克思的直接影响，认为其“感

性对象性活动”概念为实践自然观奠定基础[3]。这些研究虽准确把握了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维

度，但普遍忽视其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关联，未能揭示自然观变革与资本批判的逻辑同构性。最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批判构成其理论发展的动态轴线。胡建东的研究具有突破性意义，他通过分析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的范式转换，揭示了马克思生态批判从“价值异化”到“制度

批判”的深化过程[4]。这种将哲学方法论变革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有效克服了单纯文

本学研究的局限性，但对其与启蒙理性传统的内在关联尚缺乏必要阐释。 
现有研究证实，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形成既是多重理论传统辩证扬弃的结果，也是伴随历史唯物主义

方法论成熟而不断深化的动态过程。其理论来源至少包含三重维度：在哲学传统维度，表现为对伊壁鸠

鲁自然哲学、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批判性改造；在方法论维度，体现为对启蒙运动理性传

统的辩证继承；在现实批判维度，则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病理学解剖基础之上。这种多元动态

的理论生成机制，使得马克思生态思想既超越了一般生态理论的抽象性，又具备了穿透资本逻辑的批判

锋芒。但既有研究仍存在明显局限：对启蒙运动理性传统的影响机制缺乏系统考察；对《资本论》及其

手稿中的生态思想资源挖掘尚不充分；未能有效整合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视域。这些理论

盲点恰为后续研究指明了突破方向。 

2.2. 马克思生态思想核心要旨的辩证结构研究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核心要旨在于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本质及其社会历史基础，这一理论特质在

物质变换理论与人化自然概念的交互阐释中得以显影。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文本阐释、范畴建构与历史批

判三重维度展开，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理论阐释体系。 

2.2.1. 文本阐释维度：经典著作中的生态逻辑建构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构成学界研究的核心文本群。陈捷、包

庆德对《手稿》的解读具有开创性，他们指认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

自然关系的双重异化[5]，但未能充分阐释这种异化与物质变换断裂的内在关联。张乐的研究弥补了这一

缺陷，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现“人化自然”概念的双重意涵：既指涉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本质，又

隐含着自然规律对实践活动的客观制约[6]。庄忠正、陆君瑶进一步将这种辩证关系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论相勾连，确证了生态批判与社会批判的共时性特征[7]。刘晓勇对《资本论》的解读最具系统性，其研

究揭示劳动二重性理论构成生态批判的深层逻辑：具体劳动维系着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永恒必然性，抽

象劳动则通过价值增殖逻辑制造生态断裂[8]。这种分析路径将生态问题的根源锚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特殊社会形式上，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框架的理论优势。 

2.2.2. 范畴建构维：三重理论界面的辩证统一 
毕秋、王宇翔的范畴分析具有范式意义，其研究通过本体论、实践论与价值论的三维架构，系统重

构了马克思自然观的逻辑结构：(1) 在本体维度，自然作为物质实在构成人类存在的永恒前提，这一判断

有效回应了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诘难；(2) 在实践维度，自然通过对象性活动转化为“人化的自然界”，

既确证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又揭示了自然规律对实践活动的客观制约；(3) 在价值维度，自然作为“人的

无机身体”确证了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为共产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解提供了价值坐标[9]。解保军的研究

深化了这一框架，他将“物质变换”理论嵌入社会形态演进史，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代谢断裂”既

是生态危机的物质根源，也是社会变革的历史契机[10]。这种将生态批判提升到社会存在论高度的研究路

径，有效克服了传统生态哲学的自然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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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历史批判维度：资本逻辑的生态病理学诊断 
周义澄的早期研究已触及资本增殖逻辑与生态矛盾的内在关联，但其分析更多停留在生产力层面[11]。

刘晓勇的突破在于将资本逻辑分析推进到生产关系维度，指认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必然导致物质变换过

程的系统性失控。这种失控表现为双重悖论：在空间维度，资本主义通过殖民扩张转嫁生态危机；在时

间维度，资本积累通过透支生态资源制造代际不公[8]。景轲的研究进一步揭示，马克思的生态批判始终

与社会解放理论保持同构关系，其“物质变换恢复”命题不仅指向技术层面的循环经济，更要求通过社

会关系变革重建人类与自然的代谢平衡[12]。这种将生态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统一的理论视野，构成马克思

生态思想区别于生态现代性理论的根本标识。 
现有研究证实，马克思生态思想通过“物质变换–人化自然–资本批判”的三元结构，构建了理解

生态问题的历史辩证法框架。其理论贡献在于：既克服了生态中心主义忽视社会历史维度的理论局限，

又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工具化的认知误区；既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破坏本质，又指明通

过社会关系变革实现生态修复的现实路径。但既有研究仍存在明显理论盲区：对《资本论》第三卷中“物

质循环”思想的生态意蕴挖掘不足；未能充分整合《人类学笔记》中的生态人类学资源；对全球资本主

义体系下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缺乏系统研究。这些理论生长点亟待后续研究突破。 

2.3. 关于马克思生态思想当代价值的研究 

马克思生态思想为当今时代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指引，其当代价值在多方面得以彰显。

在中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正是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强调“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将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有机统一起来，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

向。 
学者张乐从四个方面探讨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其一，为解决当前生态危机提供理论基础；

其二，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其三，是提高人民群众经济收入的切实保障；其四，是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6]。学者邢乐乐则认为马克思生态思想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

了行动指南，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并指明了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路径[13]。学者熊韵波进一步

指出，马克思生态思想强调必须以全人类共同的视角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克服异化劳动带来

的分裂，自觉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从而避免人类在资本逻辑下对自然的无底线侵蚀和破坏，建立起人

与自然之间的统一和谐关系，这也是超越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基本思想方法与理论立场[14]。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更在于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在全球生态问题日

益严峻的背景下，马克思生态思想为各国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推动着人类社会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4.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生态文明建

设的内涵方面，学者王勇军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种形态，是人类的一个发展阶段，与社会

物质文明相交叉[15]。学者陈立则从自然、文化、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四个方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

做了概括：在自然观方面，强调人是自然生态环境的一部分；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强调自然生态具有自

身的内在价值；在生产方式方面，强调建立一种生态系统可持续前提下的生产方式；在生活方式方面，

强调建立一种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生态的生活方式；在社会结构方面，强调社会结构的生态化

[16]。尽管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阐释，但对于其科学定义尚未达成统一共识。生态文

明建设的价值及实践路径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学者罗娜依据三江源国家自然保护区的生态问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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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展金融对于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作用[17]；学者张平平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态环境结合起来进

行研究[18]。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路径方面，学者冯雪红和张欣阐述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路径，

包括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建立健全制度机制、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以及有效推进多维路径[19]。学者李兴峰

则强调要充分发挥法治的作用，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化轨道[20]。 
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1]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进一步明确了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学者何林认为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体现了“人化自然”

的过程，是马克思生态自然观本质特性的集中体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生态要素思想，为正确处理

经济快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提供了理性考量[22]。吴星儒等从“生命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出发，指

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了有力指导[23]。这些研究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推动着生态文明

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3. 不足与展望 

3.1. 对文本的考察有待拓展深化 

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深刻体现，

也是对未来理想社会形态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愿景的前瞻性构想。这一思想体系蕴含着丰富的哲学、经

济学和社会学内涵，为当代社会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与实践指导。因此，深入挖掘

并系统整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内容与价值，显得尤为重要且迫切。当前，尽管学术界对马克思生态思想

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整体上仍显零散与不够深入。特别是针对那些对马克思生态思想初步形成

具有奠基性作用的早期文本，如《博士论文》，其研究广度和深度尚显不足。这部作品中，马克思通过对

古代哲学特别是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批判性考察，初步展现了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反思与独特见解，

这些见解对于理解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启发意义。因此，学术界应当给予这些

早期文本更多的关注与重视，通过细致入微的文本解读，进一步揭示马克思在早期就已经形成的关于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初步构想。同时，对于《资本论》这一马克思的代表作，虽然近年来对其生态思想的

研究开始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但研究成果的多样性和深度仍有待加强。作为一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的巨著，《资本论》中蕴含的生态思想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与自然关

系异化的批判，也是对未来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可能路径的探索。但当前研究多聚焦于文本的局部解读，

未能充分挖掘其中的生态思想资源，且缺乏对这些资源的系统整合与深入剖析。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强化

文本考据学与解释学的双重自觉，构建马克思生态思想发展的动态图谱。一方面，深入挖掘马克思早期

著作、书信及手稿中的生态意蕴，填补研究盲区；另一方面，突破学科壁垒，将生态哲学研究与生态政

治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等学科进行跨域融合，激活理论创新的生长点。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将有助于

全面揭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丰富内涵与内在逻辑，为解决复杂的生态问题提供更全面、更具深度的理论

支持。 

3.2.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缺乏整体性和创新性 

学者们已不仅仅局限于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片段式解读，而是开始尝试从整体架构上把握其深刻内

涵与广泛影响。然而，尽管这种整体性研究的视角值得肯定，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仍有待进一步拓展。

当前的研究往往停留于理论层面的深度挖掘与文本分析，未能充分关注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具体应用与实

现路径。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生命力在于其能够跨越时空界限，为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理论

镜鉴。因此，对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必须超越单纯的理论探讨，深入到实践层面，关注其在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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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的具体应用与实现路径。这要求学者们不仅要精通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更要具备敏锐的时代洞察

力，能够洞察到当前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与根源，进而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在回应

现实挑战的过程中，创新是不可或缺的驱动力。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国内外学术界虽已涌现

出众多关于马克思生态思想继承与发展的理论成果，但在实际问题的解决上，这些成果往往显得不够与

时俱进，缺乏足够的实践指导力。特别是在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

独特的挑战与机遇。因此，深化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不仅要在理论上不断挖掘其丰富内涵与深刻

价值，更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其应用路径与实现方式。紧扣“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当代命题，通过

批判性重释资本逻辑与生态治理的张力关系，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案。同时，

我们还要注重科技创新在生态保护中的作用，通过发展绿色技术、推广清洁能源等手段，提高生态保护

工作的效率与效益。此外，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关键所在。 

3.3.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内在逻辑有待深化探讨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内在逻辑体系，作为连接其理论精髓与实践指导的桥梁，其深度与广度亟待进一

步深入挖掘与阐释。这一思想体系，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刻剖析与批判的过程中逐渐成熟，最终

构建起了一套既科学又严谨的逻辑框架，为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了坚实的理

论基础。但是当前学术界在把握马克思生态思想内在逻辑体系方面尚未形成统一且深入的认识。尽管已

有部分学者致力于此领域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成果往往显得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和全

面性，难以全面展现马克思生态思想逻辑体系的完整面貌。因此，加强对马克思生态思想内在逻辑体系

的深入探讨，成为当前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从多个维度入手，对

马克思生态思想进行更为全面、系统和深入地剖析。首先，要深入挖掘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相关论述，

特别是那些对人与自然关系、生态环境问题有深入阐述的文本，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揭示其内在的逻

辑联系和理论脉络。其次，要注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哲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工具引

入到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中来，通过多学科视角的交叉融合，深化对马克思生态思想内在逻辑体系的

理解。最后，还要关注马克思生态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实践应用与发展，通过实证研究、案例分析等方

式，探索其在解决现实生态环境问题中的有效路径和策略，从而进一步验证和完善其内在逻辑体系的科

学性和合理性。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研究脉络的系统梳理，揭示了国内学界在该领域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与现

存的理论困境。研究显示，学界在理论源流考辨、核心要义阐释、当代价值挖掘及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等

方面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认知框架：既有对德国古典哲学批判路径的还原性分析，也有对“物质变换”“新

陈代谢断裂”等核心概念的深度解码；既注重在资本批判视域下重构生态危机的发生机制，亦着力探索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衔接点。然而，既有研究仍存在三重显性局限：其一，文

本研究的谱系化程度不足，对马克思早期著作、书信及手稿的生态意蕴开掘尚存盲区；其二，研究视角

呈现碎片化倾向，未能将生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体系进行有机整合，且跨学科对话能力有待提

升；其三，对自然辩证法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关联、生态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式贯通等深

层理论问题仍需突破形而上学思维定式。 
未来研究亟须在三个维度实现突破：在方法论层面，应强化文本考据学与解释学的双重自觉，构建

马克思生态思想发展的动态图谱；在理论建构层面，需突破学科壁垒，将生态哲学研究与生态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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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环境社会学进行跨域融合，激活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在实践向度上，须紧扣“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的当代命题，通过批判性重释资本逻辑与生态治理的张力关系，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理论方案。唯有如此，方能在历史与当代、理论与实践的多重对话中，真正彰显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解释

力与生命力。总之，对马克思生态思想内在逻辑体系的深入探讨，不仅是对马克思理论遗产的继承与发

展，更是对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治理实践的重要贡献。我们期待通过学术界的共同努力，能够逐步揭开马

克思生态思想内在逻辑体系的神秘面纱，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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