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5, 14(6), 97-103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6294  

文章引用: 潘柯青.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三维向度探析[J]. 哲学进展, 2025, 14(6): 97-103.  
DOI: 10.12677/acpp.2025.146294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三维向度探析 

潘柯青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2025年5月18日；录用日期：2025年6月11日；发布日期：2025年6月20日    

 
 

 
摘  要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立足唯物主义自然观，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基础上，强调人与

自然和谐统一的辩证关系，主张在尊重自然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实践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

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解”的理想状态。马克思的生态智慧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石，为可持续

发展提供了思维导向，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智慧借鉴。本文通过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

分析其时代价值，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论内涵，为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挑战提供的

深刻理论回应与实践指引，及其对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引导，对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

态文明实践范式，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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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oted in the materialist view of nature, Marx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critically examines the root 
causes of ecological crises under capitalism, emphasiz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of harmonious 
unit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t advocates achieving the co-evolution of humans and nature 
through social practice grounded in respect for the objective laws of nature, ultimately realizing the 
ideal state of “reconciliation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Marx’s ecological wisdom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 intellectual framework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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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n invaluable reference for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By system-
atically examining Marx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and analyzing its contemporary relevance, this ar-
ticle elucidates it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offering a profound theoretical respons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to address the ecological challenges faced by modern society. Furthermore, it explores the 
practical pathways for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distinctiv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acti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cing the construc-
tion of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nd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significance. This study underscores 
the critical role of Marx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in guiding planetary-scale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fostering a new paradigm of civilizat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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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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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生态哲

学思想以其强大的思想伟力为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与路径指导，也为应对全球生态治理提供智慧借鉴。 

2.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论内核探析 

2.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关系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以唯物主义自然观为基础，强调自然界的先在性和客观性。约翰·贝拉米·福

斯特与保罗·伯克特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认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蕴含在他的唯物主

义自然观与历史观之中，他提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且这种

生态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1]。 
马克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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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p. 38)，人类社会脱胎于自然界这一客观存在中，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自然界、

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3], p. 158)，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同时也

是“现实的人”的一切活动的基础。人类的一切活动存在于自然中，并受自然的制约和限制，正如马克

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人靠自然界生活”([3], p. 161)。而自然界对人类活动的限制和制约并不意味着自然界支配人类活动，两者

之间存在的是双向互动的关系。自然界作为客观存在同时也是人类活动所指向的对象，人类在自然界的

制约下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自然界进行改造，进而从自然界中获取满足生存发展所需的物质生产资料，

并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其生存与发展受自然界的制约，同时人

类活动能够对自然界进行改造和利用以促进人类社会自身发展，二者之间既相互作用又矛盾对立，密不

可分，具有辩证统一性。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强调要在尊重自然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实践

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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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践基础上的生态自然观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正是建立在人的实践基础之上的，认为劳动是连接人与自然的根本纽带，

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实践过程，人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将“自在自然”转化

为“人化自然”。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

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 p. 207)。在这一过程中，人类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工具和技

术将自然物质转化为满足生存需求的物质资料，劳动实践则是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联系起来的中介。马

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类能够通过劳动实践与自然界产生相应的交往关系，而正

是劳动实践活动使得人类打破以往被动依赖自然的状态，在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积极主动的

开发改造自然，使其成为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人化自然。但与此同时，恩格斯也提出：“我们决不像征

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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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

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 p. 560)。由此，人类虽然能够通过实践活动改造

利用自然，但人类改造自然的自由必须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如此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避免

引发生态灾难。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都应该是在实践活动中去发现、去解决，并且也只有在

实践活动中才能够寻找到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方法。实践是从源头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 

2.3. 生态危机根源的深刻剖析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剖析，深刻揭示了生态危机

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耦合性。詹姆斯·奥康纳在其著作《自然的理由》中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理

论观点对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做了更为具体、细致的阐述，认为导致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就是资本

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矛盾[5]。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生产资料占有与分配的核心制度，其逐利本质具有的三

重掠夺性系统性制造了生态危机。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4], p. 269)。
资本的逐利本质将自然降格为资本增殖的“免费馈赠”，其使用价值(生态功能)被迫服从于交换价值(利
润积累)，自然资源的商品化与金融化由此导致了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资本的逐利本质规定了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从产生以来就不断地掠夺自然与劳动者，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

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4], p. 580)。资本的原始积累迫使劳

动者同劳动资料相分离，造成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6]，不仅使农民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也导致

土地的过度开发和资源的浪费，破坏了人与土地之间的自然联系；资本生产要求最大程度地压榨劳动者

和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甚至对抗；资本积累要求无止境地进行生产和消费，对劳动

力和自然资源的无限需求，进而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资

本生产的全过程都充满了对自然与劳动者的剥削与掠夺，使人与自然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导

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且资本的无限增殖与空间扩张本性，与生态系统的有限性构成根本矛盾，进一

步加剧生态危机，使生态危机呈指数级深化。基于此，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对危机根源的剖析表明生态

危机的本质是制度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异化劳动与资本扩张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危机生成机

制。 

2.4. “两个和解”的价值旨归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将“人与自然的和解”与“人与人的和解”视为

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和谐的理想境界。“人与自然的和解”本质

在于强调人类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自然，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交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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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的和解”主要强调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解。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本质上是

同一历史过程的双重维度，二者互为前提、相互制约，他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对

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3], p. 184)。自然作为

人类生存的“无机身体”，其开发利用方式由特定生产关系决定；而社会关系的对抗性则必然外化为对

自然的掠夺性支配。这一矛盾的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其既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也是生态危机

的制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学思想揭示了自然界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所具有的逐

利本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造成生态危机的实质是政治制度，而“两个和解”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

矛盾的深刻批判，指向一种超越生态危机与阶级压迫的新型文明形态。马克思主义将“两个和解”的终

极实现寄托于共产主义社会，其本质特征是自然解放与社会解放的高度统一。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产

主义社会中，才能够使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他们和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进行一个合理的、

理性的调节。而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意义上实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相处，实现“两

个和解”。 

3.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探析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时代价值体现在其为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挑战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回

应和实践指引，其通过理论基石、思维方法和实践智慧的三维建构，不仅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

学指南，更重要的是在资本全球化遭遇生态极限的历史时刻，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性。 

3.1. 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基石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通过三个理论维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构筑起系统的认知框架与实践指南，其

首要价值在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解构生态危机的现代性根源，并通过揭示自然与社会系统的

辩证统一规律，为破解工业文明发展困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基石。

首先，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理论从本体论层面重构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认知，将生态危机归结为资本主

义生产模式对自然循环系统的结构性破坏，突破了将自然系统纳入社会生产的分析框架，揭示出资源代

谢失衡并不是技术缺陷的偶然结果，而是由资本逻辑主导下物质变换断裂的必然产物，为生态文明建设

确立了根本性的批判坐标——既要克服将自然对象化为纯粹客体的机械论自然观，又要避免陷入抽象生

态伦理的乌托邦想象，而是通过生产方式变革实现物质变换关系的合理化重构。其次，劳动中介理论在

实践论层面消解了生态治理的二元对立困境。通过确立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物质交换的辩证中介，既扬弃

了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工具化的价值异化，又超越了生态中心主义否定人类主体性的自然崇拜，为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了动态平衡的方法论，即在承认人类劳动实践必然改变自然形态的前提下，强调这种改造

必须遵循自然系统的再生规律，实现生产实践与生态修复的辩证统一。第三，资本批判理论从制度变革

维度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本质。马克思主义穿透生态表象深入制度内核，指出资本无限增殖的

扩张逻辑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商品化与生态系统的碎片化，这一批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生

态化转型指明方向：既需通过制度创新构建资本扩张的生态约束机制，又要在所有制结构层面培育生态

友好的生产关系。 

3.2. 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思维导向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通过构建辩证系统的认知范式，为破解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多重矛盾的复合

性困境提供了思维革命。其核心价值在于突破机械论发展观的思维桎梏，通过自然辩证法、矛盾分析法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6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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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三维透视，将可持续发展置于自然规律、实践智慧与文明演进相统一的理论框架中，

实现发展观从工具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范式转换。首先，自然辩证法的系统思维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技

术决定论迷思。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关于“自然报复”的经典论断，本质上揭示了生态系统整体性

规律对发展模式的根本制约。这种整体性认知将可持续发展从局部环境治理提升至地球生命系统的自组

织逻辑层面，要求人类发展必须遵循物质能量代谢的动态平衡法则。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强调生命

共同体的有机联系与演化规律，这种系统思维为破解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发展悖论”提供了认识论

基础。其次，矛盾分析法在方法论层面建构了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辩证法。“两山理论”蕴含的辩证思维，

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这对表象对立物置于质量互变的转

化规律中考察，强调了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动态过程中把握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尺度。第三，历史唯物

主义的文明演进观则为可持续发展确立了历史必然性的价值坐标。马克思主义将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

转型视为社会形态演进的内在要求，使可持续发展突破环境政策的工具性定位，升华为人类文明形态变

革的核心机制。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持续性的历史批判，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揭示了可持续发

展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契合——只有在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制度框架下，才能真正实现生产目的从资本

增殖向人的全面发展转变，使生态文明建设获得制度保障与价值引领。这种文明史观在历史规律层面确

证了绿色发展的必然性，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超越民族国家利益格局的文明转型方案。 

3.3. 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智慧借鉴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通过重构全球生态治理的认知范式与行动逻辑，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生

态危机提供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治理方案的理论智慧。其核心价值在于将生态治理从技术性环境议题提

升至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战略高度，在共同体理念、批判理性与实践哲学的三重维度中，建构起具有历

史穿透力与文明包容性的全球治理新范式。首先，共同体理念在全球观层面实现了治理范式的文明跃升。

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真正共同体”理想，在当代发展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双重维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确立，在承认全球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同时，辩证把握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责任差异，为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环境秩序提供了价值基准，是在人类文明存续

的高度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其次，批判性思维在认识论层面揭示了全球治理困境的制度根

源。马克思主义深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行机理，指认生态危机全球化与资本积累全球化的同构性特

征，使全球生态治理突破技术减排的狭隘视野，转向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结构性改革。第三，实践哲

学在方法论层面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范式转换。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实践指向性，要求将环境正义理念转

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推动全球治理从“承诺政治”向“行动政治”的历史性跨越，既克服了自由主义

环境治理的碎片化缺陷，又避免陷入生态权威主义的治理困境，在协商民主与制度创新的辩证互动中开

辟治理现代化新路。 

4.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生态建设的路径指导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以其鲜明的实践品格与历史辩证法，为当代中国生态建设提供了从价值重

塑到制度创新、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系统性推进路径。这一路径遵循“认知深化–制度建构–实践

转化”的辩证逻辑，将生态文明建设从理念愿景转化为具象化的治理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

现代化发展模式。 

4.1. 理念引领：重塑发展逻辑的生态价值观建构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通过本体论批判与价值论重构，为当代中国生态建设确立了系统性价值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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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发展观从“经济理性主导”向“生态–社会协同”的范式跃迁。这一理念革新将抽象哲学命题转化

为具象化的治理逻辑，形成了具有实践张力的价值观体系。首先，要遵循“物质变换”规律，突破传统空

间规划的“要素分割”思维，将“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国土空间规划的刚性约束，依

据自然系统的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规律，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与开发边界。以自然规律校正人类实践的空

间尺度，使国土空间规划从“征服自然”的工具转变为“调节代谢”的媒介，从根本上遏制资本无序扩张

对生态系统的碎片化侵蚀。其次，坚持生态正义观，创新生态价值实现机制。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约束资本负外部性，激活生态正外部性，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绿水青山”的生态服务功能

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第三，贯彻“自然报复论”警示，强化风险意识，健全生态治理责任体系。

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揭示了忽视自然规律的实践后果，要求将生态安全纳入国家治理的风险防控框

架。将生态安全纳入国家治理的风险防控体系，推行领导干部生态环境终身追责制，建立责任回溯机制，

倒逼决策者超越短视思维，在代际公平维度重构发展伦理，使生态治理从“危机应对”转向“风险预防”

的文明自觉，通过制度刚性约束，将风险意识转化为治理效能，打破“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路径依

赖，推动生态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跃升。 

4.2. 制度保障：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创新实践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制度批判维度为当代中国生态建设提供了破解“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双重困境的实践框架。通过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的制度创新，将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刚性的治理规

则与动态的调节机制，构建起约束资本逻辑、激活生态理性、保障代际正义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首先，

要实现生态法治的体系化突破，以制度刚性约束资本负外部性。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关系决定法权关系”

为逻辑起点，通过立法打破资本对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垄断，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价值升华为不可分割的

法益，实现法治从“权利本位”向“生命共同体本位”的范式转型。其次，坚持劳动价值论，加强市场机

制的生态化改造。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批判了资本主义市场对自然价值的遮蔽，据此要创新市场化生

态治理工具，实现“生态资源—劳动价值—经济财富”的辩证转化，将生态系统的再生产劳动纳入价值

创造范畴，通过市场规则重构实现“自然生产力”的价值显化，既避免计划经济的僵化弊端，又遏制市

场经济的生态异化，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越性。第三，促进科技制度的绿色化转向，技术伦

理规约创新方向。通过制度设计贯彻“科技向善”理念，将技术创新纳入生态理性轨道，践行马克思主

义“技术社会属性”论断——通过所有制结构与制度安排，将技术创新的私有资本驱动转为公共生态需

求牵引，使科技从资本增值工具转变为破解“物质变换断裂”的关键手段。 

4.3. 实践推动：形成多维发力的生态建设行动体系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以其“改变世界”的实践品格，为当代中国生态建设提供了从自然空间重构到

社会关系变革的系统性行动指南。通过空间治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变革的三维联动，将生态理性植

入经济社会运行的全过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实践范式。首先，遵循自然–社会代谢规律，

实现空间治理的生态化重组。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理论要求人类实践必须修复被工业文明割裂的自

然循环系统，重建空间秩序与生态规律的辩证统一。实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以自然规律校正空间

开发逻辑，将国土空间从资本积累载体转化为生命共同体存续的物理基础，体现马克思主义“自然优先

性”原则的实践转化。其次，破解物质变换断裂，实现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革。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生态批判，指向对劳动过程与自然循环关系的革命性重构。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化与产业链生

态化，发展清洁能源、循环经济与绿色制造等，遵循“劳动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调节器”论断，通过技

术创新与制度约束，将生产过程从单一模式转变为循环模式，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实现生产力进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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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的辩证统一。第三，培育生态理性实践主体，实现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转型。马克思主义“人的

解放”理论要求超越消费主义异化，构建生态价值观导向的新型生活方式。推行垃圾分类、绿色出行与

低碳社区建设，通过“制度激励—文化培育—设施支撑”三位一体策略重塑公众行为模式，践行“社会

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通过物质载体与制度设计，将生态意识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具身化习惯，

在日常生活层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为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理想奠定实践基础。 

5. 结语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立足唯物主义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关系，提出实践是从

源头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并在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态危机根源的基础上提出“两

个和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和谐的理想境界。马克思主义生

态哲学思想为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挑战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回应和实践指引，不仅为当代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了科学指南，更重要的是在资本全球化遭遇生态极限的历史时刻，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

性。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为当代中国生态建设提供了从价值重塑到制度创新、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

践的系统性推进路径，将生态文明建设从理念愿景转化为具象化的治理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

态现代化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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