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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生态运动中产生的一个新学派，这种学派将生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结合

在一起，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当代环境危机，关注协调生态与经济的关系，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这些理念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内在契合性，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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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socialism is a new school produced in the ecological movement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This school combines ecological theory with Marxism, tries to explain the contemporary environ-
mental crisis with Marxism, pays attention to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y and 
economy, and pays attention to the harmony and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These ideas have inherent 
compatibility wit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a. It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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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imple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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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去增长”作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拒斥将无限制的经济增长

视为人类进步的唯一准绳，提出了转向零净资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为生态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1]。
生态社会主义围绕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一永恒的命题，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作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并且

将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纳入生态活动进行考量，以追求生态效益为价值核心，探索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途径。全面认识和把握生态社会主义有助于人类拓宽视野，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将生态问题与人类发展结合起来，有助于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对我国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有着重要的价值启示。 

2. 生态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 

生态社会主义的形成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主要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改造自然、征服

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它所引发的产业革命在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同时，对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也造成了严

重的破坏[2]。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取巨大的垄断利润，不断地对全球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造成了严重

的生态危机。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应对生态危机，兴起了绿色运动，进而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学

派。随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物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不断丰富着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逐

渐形成了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注重生态效益、强调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2.1.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背景是资本家为了获得巨额利润，过度掠夺自然资源，肆意排放污水、废气，

造成空气污染、水污染、资源匮乏、动植物灭绝、沙漠化等生态问题，从而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

导致资本主义世界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当代生态危机的出现不是由于自然具有优先性，而是由于人类

社会缺乏和谐统一的，对自然的合理性支配或控制或者说现行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方式导致了人与自然关

系的尖锐矛盾[3]。生态社会主义学者意识到生态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解

决生态危机问题就必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格伦·德曼为马克思支配

自然做了辩护，指出支配并不等于统治，人对自然的支配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支配并不必然引发生

态难题，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人在改变自然的同时改变了人本身，所以人与自然是和

谐统一的[4]。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必须承认自

然界的优先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自然则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生态环境、充裕的生产资

源、特色的自然风光，是客观存在的、人类赖以生长的现实基础[5]。因此，必须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的前提下满足人类对自然的合理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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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戴维·佩珀认为，自从人类进入现代

社会，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界的非理性对待，造成全球性生态矛盾的日趋激烈[6]。由于资本家

为了获取足够多的利润，不断地相互竞争，对自然资源争先恐后地掠夺开采，造成自然资源浪费的同时，

也导致了人的异化和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而且发达国家为了转嫁生态危机，还将发展中国家作为

生态危机的转移对象，将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进行掠夺和剥削，造成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恶

化，这样发达国家将生态危机转嫁到不发达国家，从而造成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哈维认

为：资本主义生产是以“无限价值扩张为目的的，它丝毫不考虑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地

理的或生态的后果”[7]。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私有制为基础，将追求利润作为其唯一目的，并且将自然

看作是掠夺并获取利润的对象，而且为了获得更多利润，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对自然资源进行过

度的掠夺，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并且资本主义由于其内部无法调和的矛盾会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

的危机发生。在这个过程中，大量资源被浪费，对自然界造成极大的破坏[8]。进而生态社会主义学者认

为资本主义生产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全球生态危机最后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是由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所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就必须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关系，

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2.3. 提倡“稳态”经济模式，协调生态与经济的关系 

“稳态”经济模式是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经过多方探索而选择的对现存世界生态环境合理发展的经济

模式，是一种以保护自然和理智利用自然资源并为后代着想为特征的经济制度[9]。这种经济模式的特征

为：把资源消耗控制在可维持的限度内；平等分配资源，在不损害生态系统的前提下满足人们的基本需

求；节制人口增长；注重产品的循环使用，使废物重新回收利用；提供创造性的、自主的、非异化的劳

动，真正将劳动和闲暇娱乐统一起来，让工人能够参与管理。生态学家高兹认为，“越多越好”是资本

主义经济理性的一个基本原则，效益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本质规定，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创造更多的物质

财富，攫取更多的利润，便开始加大了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利用和索取，最终导致了自然界的灾难性后

果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10]。所以“稳态经济”的主旨是在实现人类长久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促进经济

稳定进步，实现生态文明[11]。这种经济模式将符合生态原则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标杆，将维护生态平衡、

保护生态环境作为追求的目标。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全球生态危机是整体性的危机，生态危机可以引发经

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资本主义生产一味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经济效益最大化，不结合社会需要盲目地进

行生产导致社会生产失调引发经济危机，造成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引发政治危机。因此，强调

协调好生态与经济的关系，不能将经济增长建立在破坏生态环境基础之上，实现自然、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 

2.4. 坚持人类中心立场，强调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 

生态社会主义站在人类中心的立场上去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强调人

支配自然的前提是尊重和顺应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在此前提下人可以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生态

社会主义借助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方法论原则，强调实现自然的解放与实现人的解放是辩证

统一的关系，在“人化自然”与“自然化人”的劳动实践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谓从“必然王国”

迈向“自由王国”的关键[12]。生态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张劳动闲暇一元论，

将人的劳动与娱乐结合起来，要求人们在劳动中感受到快乐，注重提升人的生活水平，主张生态理性“以

尽可能少的有使用价值且耐用的物品以及最少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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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在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也要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佩珀重新确立了人类中心主义，也就摆正

了人的位置，通过阐发人类中心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生态价值观，以人的尺度来审视生态问题本身，

认清当前生态环境危机的实质是全球性的、全人类的生存危机，必须定向发掘生态危机的关键因素和根

源[14]。同时，本·阿格提出的生态技术观也指出：技术的首要任务是充分发挥人的创造能力，以克服异

化才是真正的劳动。总之，生态社会主义以人的需要满足为目的去解决人与自然异化问题，坚持以人为

本的价值导向，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生态危机，最终毁灭人自身。 

3. 生态社会主义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在契合性 

生态社会主义和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都面临着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的困境。因此，生态社会

主义和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之间有着内在契合性，二者在核心理念、根本宗旨、价值导向有着相似性。

作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战略首次提出是在 1997 年中共十五大，并将可持续

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并且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了“绿色

发展理念”，大力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高效、合理利用资源，为我国在当下生态环境突出的情况下更

好地发展经济指明了路径[15]。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一定方面吸收借鉴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和有

益思想，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 

3.1. 核心理念的贯通性：都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历代人所探讨的永恒命题，从人对自然的敬畏到人肆无忌惮破坏自然，最

后提倡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经历了不断发展的过程。人类对自然视角的变化与生态问题的产生

有着直接影响，因为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的健康产生影响，人们逐渐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追求人

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活方式。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是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

的关系，而应是一种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关系[16]。生态社会主义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它所倡

导的理论中都蕴含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目标追求。而且它的产生原因之一就是资本家过度开采资源，

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失衡，引发生态危机，一些人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试图将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

在一起而产生的生态社会主义流派。因此，它的核心理念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可持续发展

战略更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它强调经济发展要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在发展经济的同

时，保护好生态环境，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合理地使用自然资源满足人类需求，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

续使用。 

3.2. 根本宗旨的一致性：都关注协调生态与经济的关系 

协调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就是协调好生态与经济的关系，“两山理论”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到既要金山银山，但也要保住绿水青山，到现在的绿水青山本就是金山

银山，这是关于生态与经济的关系演变进程。生态社会主义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都关注于协调好生态与

经济的关系，强调发展一种稳态经济。倡导以最少量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生产出具有更高耐用性、

能够循环使用的商品来满足人们真正的物质需求，努力实现商品使用价值的最大化，从而建立一个消

费得更少但生活得更好的社会[17]。只有生态环境不因发展经济遭到破坏，经济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可持

续发展。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将符合生态原则作为经济发

展的尺度。二者都主张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

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机统一，在确保人们享有现代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又能保持和享有良好的生态文

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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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价值导向的共通性：都强调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 

生态社会主义与可持续发展战略都强调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注重为人服务满足人的需求。可持续

发展就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

施目的就是为了一代又一代人能够满足自身的需求，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

施是由我国国情决定的，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面临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业增加等严峻

问题，如何使众多人口使用有限的资源，来满足后代人的生存需要是亟需解决的问题。而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是关系人类及其后代生存和发展的必要举措。而生态社

会主义提倡人要在劳动中获得幸福感，注重提升人的生活水平，强调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而生态社会主义以人的需要满足为目的去解决人与自然异化问题，都注重人类主体的感受和作用，

试图通过建立以人类道德为核心的价值取向来获得自然的价值取向。生态文明的建设关注人民群众的需

求，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存和生产环境，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为

目标[18]，均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 

4. 生态社会主义对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启示 

可持续发展是指社会、经济、人口、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全面发展其实质是要正确处理经济建

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19]。生态社会主义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对

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生态社会主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思考，将经济、政治与

生态问题联系起来，引起人们的积极反思，体现了对人类对未来命运的思考。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我国

的一项基本国策，吸收借鉴了生态社会主义关于注重生态效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等思想，在环境保

护问题，资源可持续利用，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等方面又有适合我国国情的独到见解。

总体来讲，生态社会主义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 

4.1. 建立循环经济，积极推进制度改革 

生态社会主义主张以生态经济模式作为经济发展目标，建立保护自然、理智使用自然资源并为后代着

想的经济制度，把符合生态原则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则[20]。所以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方

面通过技术革新建立循环经济。如果科学技术成为资本的帮凶，必然会对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造成破坏，

但如果合理地运用科技，将科学技术当作治理环境的手段，将会大大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成为解决

生态危机的有力武器，造福于人类[21]。要立足自主创新，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学习前沿的绿色能源发展

动态，推进清洁能源、清洁生产以及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友好的状态，

实现绿色发展，进而改善资源消耗严重、环境污染严重的状态。利用先进的技术将废弃物变成新的资源，

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为自然减少负担的同时，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比如利用风力发电将动能转化为电能，

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另一方面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出发，积极推进制度改革，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保

障机制。首先，要建立健全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职责，避免出现环境问

题时各部门互相推诿的情况，同时也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提高政府政策的效率。其次，要对现有

的制度进行创新，根据目前的环境形势、人类的合理需求来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制度配套设施，强化制

度执行能力，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最后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确立严格的考

核问责制度。 

4.2. 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满足人类对自然的合理需求 

生态主义者洛威认为，科学的经济体制能够依据国家、社会的实际需要，合理有效地分配人们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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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自然资源以及社会资源，以减少或避免对资源的破坏性浪费[22]。生态问题的出现从本质上讲是人对

自然的不合理利用造成的，所以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就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增强人对自然的保护

意识，同时关注人的切实需求，满足人类对自然的合理需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容贯穿着以人为本的

价值理念，从实施原因到实施内容最后到实施目的都归结为以人为本。人们长期以来认为自然资源是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将自然界看作是任意索取和掠夺的存在，最终在人的盲目浪费和索取中，造成严

重的资源短缺，因此我们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缓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要将绿色理念融入生

态文明发展全过程，坚守底线意识和绿色思维，着实推进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携手推进两者共同

发展、高效发展。这必然要求我们要注重将经济与生态结合起来，将经济融入生态，推动生态经济发展，

也要将生态融入经济，推动经济的可持续与高质量的永续发展[23]。因此，要通过各种手段，加强生态环

境教育，让人们正确认识现在的环境问题，引起人们对自然保护的重视，使他们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观，

形成良好的环境道德观，自觉遵守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在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利

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发展。同时，也要创造出更多高质量的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美环境

的需要，做到生态为民。 

4.3. 树立危机意识，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 

生态环境安全问题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持续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类始终要坚守一把“清晰的尺度”，即人类尺度。把对自然的“支配”、

人与自然的关系，同共产主义目标结合起来，实现人对自然“人道的‘占有’”[24]。 
同时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始终保持高度警觉，防范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出现的风险，同时做好应对

各种生态问题出现的准备。一方面，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绿色消费，从一点一滴里爱护生态环境，比

如在购买东西时减少对塑料袋的使用、在外吃饭时减少使用一次性筷子等。从点滴小事中培养爱护环境

的意识，见微知著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另一方面，各级部门也要提升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能力，建立多

层防护体系，做好环境安全保障。我国坚决主张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从立法、监管、减排、修复等方

面作出统筹安排，在居民的生活用水、工厂的污染排放、河流的清洁治理、生物的多样性保护等领域联

合用力[25]。多个部门相互配合，从制定政策到监督管理，最后到落实执行，均要树立底线思维，有效防

范生态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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