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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生态问题凸显和我国生态文明战略地位提升背景下，本文通过深入剖析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

中阐述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论述，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挑战，探讨这一理论如何为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从而为我国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化推进提供有益的理论

参考与启示。彰显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在新时代的生命力与实践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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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ominence of global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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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posi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exposi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xpounded by Engels in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and dis-
cusses how this theory can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
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by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exposi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xpounded by Engels in the Dialectics of Nature, combined 
with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In this way, it can 
provide a useful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epening and promo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and even the world. It highlights the vitality and prac-
tical tension of Marxist ecological theory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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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 21 世纪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在改造自然、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不

可避免地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了深远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日益

凸显，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高度重视

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制度创新、技术突破与全民参与等举施

推动绿色转型，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但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实践探索，更需科学理论的支

撑与指引。因此，深入剖析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内涵，探讨其在当代生态文明

建设中的实践应用，不仅能为破解“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提供哲学依据，更能为全球推动绿色发展、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社会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路径。 

2. 《自然辩证法》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概述分析 

(一) 恩格斯的自然观及其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构建了一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其核心自然观认为自然界是一

个统一的整体，拥有自身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进程。他强调，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自然界长期演进的一

部分，人和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恩格斯提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

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1]: p. 314)。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我们会发现越来越离不开大自然，对大自然

有很强的依赖。事实上，任何对大自然的损害，最终会反噬到人类自身，因为人类与自然是一个共生系

统。正如恩格斯指出“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且那种

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 
([2]: p. 999)恩格斯主张以科学的态度去认识和改造自然，他强调人类应当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之下，

通过劳动实践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进而实现自身的发展。这一自然观的基础在于承认客观世界的物质

性和运动变化的规律性，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对现实世界深刻洞察和全面的把握，确保我们的思考和实

践既符合自然规律，又能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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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深刻阐释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系统论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明确指出：“我们接触的整个自然界

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处于某种联系之中，他们是相互作用着的。”([1]: 
p. 133)他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渗透的统一体：一方面，人类从自然界中分化而来，

以自然为生存根基，自然界的物质与能量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改

造自然，将自然“人化”，使其成为满足人类需求的“第二自然”。这种“人化自然”的过程，恰恰印证

了人与自然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自然因人类活动而改变形态，人类因自然规律而受制约。 
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他强调：人类不能盲目地、掠夺性地对

待自然资源，而应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理性地、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在《自然辩证法》中他以多

地生态破坏案例为警示：美索不达米亚居民为开垦耕地而毁灭森林，最终导致土地荒漠化；阿尔卑斯山

的意大利人砍光用尽山南坡的枞树林，导致“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

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1]: p. 313)；西班牙的咖啡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林，使得“后来热带的倾

盆大雨竟冲毁毫无保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1]: p. 316)。这些都揭示了乱砍滥伐、毁林造田、

过度垦荒等行为在 19 世纪的普遍性，更暴露了人类对自然系统内在联系的忽视——森林作为生态系统的

关键环节，其消失直接导致水土流失、气候失调、生物多样性锐减。恩格斯的分析表明，自然是一个相

互依存、动态平衡的整体，任何局部的破坏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仅要求

人类避免过度开发，更需主动调整自身行为，使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持动态平衡。这一平衡的核心在

于：人类既要满足生存发展的合理需求，又要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实现“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

人化”的辩证统一。 
(三) 关于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的理论构建 
自然自身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这是指自然界的变化和演化存在一定的规律和趋势，不是凭借人类

的意愿或干预可以改变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基于 19 世纪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叙述了自然界

的诞生及其发展历史直至人类产生的过程，并揭示了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他指出自然规律“是从自

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1]: p. 75)是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运动的最一般的法则。

这一规律既非机械的、线性的，也非偶然的，而是通过矛盾运动推动自然界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

杂演化的内在逻辑。 
除此之外，恩格斯进一步强调尊重与顺应自然规律是人类正确处理与自然关系的前提。尽管人类通

过实践不断增强改造自然的能力，但这种能动性始终受制于自然规律的约束。若忽视这些规律，自然界

会以其独有的方式，对人类的行为作出“回应”，这种回应往往以环境失衡、生态危机等形式呈现，影响

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工业革命时期的曼彻斯特“几乎所有的厂房都是

沿着贯串全城的三条河流和各种运河建立起来的”([1]: p. 328)、“工厂的脏水废弃物统统汇集在艾尔克

河里”([1]: p. 331)，日趋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和不断恶化的生产生活环境，使工人阶级健康状况受到严

重威胁。再如英国伦敦。据有关资料统计，19 世纪伦敦的煤消费量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1846 年，伦

敦的耗煤量比同年德国的煤产量(320 万吨)还要多，这也让伦敦获得“雾都”之名。因此，恩格斯警示世

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而是要“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1]: p. 316)。在其理

论框架中，尊重自然规律意味着承认自然界的独立性与内在价值，不试图以人类意志凌驾于自然法则之

上；顺应自然规律则要求人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将自然条件与生态承载能力纳入决策核心，通过科技

创新推动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循环再生。这一理论实质上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它要

求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既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又要以自然规律为边界，实现“人的尺度”与“自然

的尺度”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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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代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一)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分析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2005 年中国政府首次明确提出

“生态文明”概念，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把建设生态文明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任务确

定下来，到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标志着当代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的顶层制度设计和宏观战略规划的初步确立，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意义。在具体实践层面，中国积

极推进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十三

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一系列举措。2018 年 8 月 3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

污染防治法》进一步强化了环境治理的法律保障。这些措施共同构筑了当代中国环境问题治理的政治顶

层设计，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不断加速，向着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未来迈进。 
但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我国仍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第一，我国的自然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是

不均衡的，一些地区对当地自然资源利用不合理[3]。使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尚未实现完全均衡，

部分地区为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过度，导致生态环境压力持续增大。第二，环境污

染与生态退化问题交织叠加。环境污染仍是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短板。水污染方面，部分流域工业

废水与生活污水直排现象依然存在，导致水质恶化与饮用水安全风险；土壤污染方面，工矿业废弃地与

农业面源污染导致耕地质量下降，威胁粮食安全；大气污染方面，区域性雾霾天气频发，与能源结构不

合理、机动车尾气排放等密切相关。而且，生态修复与保护的任务艰巨，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退

化等问题严重。第三，制度体系与主体责任的双重短板有待补齐。尽管我国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环保法

律体系，但基层执法中仍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环境违法成本低、监管手段滞后等问题制约

了法律威慑力。究其原因是“行政责任的实现，归根到底离不开行政人员对行政责任的认同，离不开行

政人员所拥有的行政责任意识”[4]。 
(二) 当前生态危机中反映出来的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现象解读 
当前全球范围内出现的一系列生态危机，如气候变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物种灭绝速度加快

等，都深刻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状态。主要表现在：一是资源消耗过快，尤其是非可再生资源的

过度开采，破坏了地球物质循环平衡；二是环境污染严重，工业生产、农业耕作等活动排放的污染物超

出环境承载力，造成生态系统功能受损；三是生态空间被大量侵占，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下降，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对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种种挑战，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和贯彻恩

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的理念，坚持绿色发展道路，构建和谐共生的

人与自然关系。在全球生态安全的大背景下，我们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尽管我们在追

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尚未完全摆脱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的旧模式，但我们对恩格斯自然观的理解和践行正

在不断深化。如何更好地将恩格斯自然观融入社会各层面的决策机制和运行体系，形成更加完善的生态

文明制度保障，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4. 《自然辩证法》理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应用 

在《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框架下，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及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实践应用，

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崇尚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理念。这一理论核心主张，人与自然并非割裂对

立的存在，而是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统一整体。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脱离自然

而独立存在，自然界的规律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对人类生存环境及生活质量产生深远影响。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7371


胡玉蝶 
 

 

DOI: 10.12677/acpp.2025.147371 289 哲学进展 
 

(一) 平衡发展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自然辩证法》为平衡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它要求

我们在追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寻求人类活动与自然资源利用之间的动态平

衡点。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发展的过程中，精确地找到一个平衡点，既满足当前的经济社会需求，又不

对自然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坚决避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短期利益行为，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

则。我们应该倡导适度开发和高效利用资源，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浪费，

降低环境污染，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我们找到了平

衡发展的锚点，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

护之间的内在联系。绿水青山，作为自然资源的宝库和生态系统的基石，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

和社会价值。它们不仅是美丽家园的象征，更是可持续发展的源泉。金山银山，则是通过科学合理的开

发和利用，将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具体体现。“绿水青山本身就包含着金

山银山，是金山银山的前提和基础；金山银山是转化后的绿水青山，是绿水青山的物质表现形式。”[5]
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和目标。通过践行两山理论，

我们能够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实现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为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

基础。 
(二) 生态保护 
在生态保护领域，《自然辩证法》所揭示的自然规律与人类实践的辩证关系，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指引。恩格斯强调要以尊重和顺应自然为前提，通过科学理性的手段实现生态系统的

可持续存续。这一理念在当代实践中，具体体现为多维度的生态保护策略，其核心在于以自然规律为基

准，构建稳定而健康的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其一，以法治刚性约束生态破坏行为。实施严格的环境保护

法规政策是生态保护的基石。通过立法明确生态红线、环境质量标准与污染排放限值，并配套严厉的违

法惩戒机制可有效遏制短期经济利益驱动下的资源掠夺与生态破坏。其二，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推动

绿色低碳转型。通过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也要

大力推广循环经济模式，如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实现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这些技术创新不仅能够从

根本上降低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压力，还能够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

的局面。其三，以生态修复重铸生物多样性网络。恢复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是维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核

心。通过实施退耕还林、湿地修复、野生动植物保护等工程，可重建受损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增强

其自我调节能力。 
(三) 生态理论 
生态伦理的革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根基，而《自然辩证法》所蕴含的辩证自然观为此提供了深

刻的哲学启示。其核心在于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将自然视为具有内在价值的主体。这一理论主张

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深度融入道德规范与社会伦理体系，推动人类向“敬畏自然”的价值观转变。

其一，构建生态伦理的道德共识。生态伦理的核心是重新定义“善”的内涵——将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生

物多样性的存续纳入道德评价标准。这种全新的伦理视角要求我们不仅关注人类的利益，还要考虑到自

然界的福祉，实现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通过教育、宣传和社会实践，逐步形成全社会对于

生态保护的基本共识，将生态伦理内化为每个人的道德自觉。其二，培育生态公民的实践自觉。生态伦

理的理念要转化为现实中的具体行动，需要将其落地生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这包括积

极推广“无痕山林”的理念，鼓励户外活动者在享受自然美景的同时，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干扰和破

坏；倡导“零废弃”的生活方式，通过垃圾分类、资源的循环利用等措施，降低个人的生态足迹。这些实

践不仅是个体对自然环境负责的表现，更是塑造社会风尚的重要力量。当生态保护成为全民的共识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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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行动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将从过去的对立，转变为和谐共生和相互促进。 

5. 结论 

《自然辩证法》强调了生态系统整体性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

要的指导作用。在实践中，这一理论倡导我们应将山水林田湖草视为生命共同体，重视其内在的相互联

系和循环机制，反对孤立、片面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中央层面通过组建自然资源部等措施展示了治理

生态的决心，并提出以系统方法论为指导，进行制度重构和政策耦合关联，推动自然生态治理现代化，

这正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实践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

步深化了这一理论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应用，要求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与生态良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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