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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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崇富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自然观和实践观，以 及 对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和 社 会 进 行 批 判 性 考 察 中，包 含 有 丰 富 的

生态思想，这为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提供 了 科 学 而 坚 实 的 理 论 基 础。马 克 思 主 义 生 态 观 的 基 本 问 题 和 建 构 的 逻

辑思路，至少包括对自然生态系统本身、人类 与 自 然 界 之 间、社 会 与 自 然 界 之 间 的 三 大 关 系、矛 盾 和 问 题 的 正 视、思

考和解决。研究、阐述和解决这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的思路，是为了增进对生态规律、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生态公

益和生态伦理三个层次的自觉认识、把握和理论综合或阐明。在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相当严峻、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

资源环境约束在强化的形势下，我国关于“两型社会”建设基本国策的提出，就是为了缓解和破解这一严峻形势的一

项重大的战略应对。因此，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建设两型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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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七大提出 了“生 态 文 明”的 科 学 概 念，同 时，在 新

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规定了“建设生态文明”和

“建设资源 节 约 型、环 境 友 好 型 社 会”的 战 略 任 务。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１５日至１８日召开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以及全会通过

的关于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建议，都高度重视“两型社会”建

设，强调要“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 的 重 要 着 力 点”［１］。因 此，我 们 在 推 进

改革开放、建设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中，应 当 结 合 当 代 实

际，深入地研究马克 思 恩 格 斯 的 生 态 思 想，构 建 马 克 思 主 义

生态观。这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指导生态文明和两型

社会建设，毫无疑问，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大和

不可代替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是科学生态

观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 创 立 马 克 思 主 义 之 时，是“在 批 判 旧 世

界中发现新世界”［２］的。因 此，尽 管 他 们 没 有 专 门 和 系 统 地

阐述过生态观，但由 于 理 论 的 内 在 逻 辑，所 以 当 他 们 在 阐 述

自然观和实践观，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进行批判

性考察中，就包含着 关 于 生 态 问 题 的 大 量 论 述，即 有 丰 富 的

生态思想。故此可 以 说，只 要 我 们 结 合 当 代 实 际，深 入 地 学

习和挖掘、系统地梳 理 和 阐 发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的 生 态 思 想，就

可以为构建 马 克 思 主 义 生 态 观，提 供 科 学 而 坚 实 的 理 论 基

础。
首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中就包含有丰富的生态

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即自然辩证法，作为他们创立

的辩证唯物 主 义、历 史 唯 物 主 义 世 界 观 的 一 个 重 要 组 成 部

分，所研究和阐 明 的 是 自 然 界 变 化 发 展 的 普 遍 规 律。其 中，
就包括关于人类如 何 产 生、人 在 自 然 界 的 位 置、人 与 自 然 界

之间关系的哲学思考和普遍本质的阐明。
马克思恩格斯在综合当时各门科学成果的基础上，认为

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和演进的最高产物。恩格斯在《自然

辩证法》中指出，同 整 个 生 物 界 的 历 史 进 化 一 样，“人 也 是 由

分化而产生的。不 仅 从 个 体 方 面 来 说 是 如 此———从 一 个 单

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

历史方面 来 说 也 是 如 此。经 过 多 少 万 年 的 努 力，手 脚 的 分

化，直 立 行 走，最 后 终 于 确 定 下 来，于 是 人 和 猿 区 别 开 来，于

是奠定了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这

种发展使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不可逾越了”。而造成这种

巨大飞跃的关键是劳动。因为“手的专业化意味着工具的出

现，而工具意味着人 所 特 有 的 活 动，意 味 着 人 对 自 然 界 进 行

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３］恩 格 斯 在《劳 动 在 从 猿 到 人 的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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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中的作用》的著名 论 文 中，不 仅 科 学 地 分 析 了 从 生 物 界 的

类人猿中进化出人类的历史过程和内在机理，而且得出了一

个人类产生与其劳动关 系 的 重 大 的 哲 学 结 论。他 指 出：“劳

动是整个人 类 生 活 的 第 一 个 基 本 条 件，而 且 达 到 这 样 的 程

度，以至于我们在某 种 意 义 上 不 得 不 说：劳 动 创 造 了 人 类 本

身。”［４］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类人猿通过自己由生物活动到

劳动的进化，并随着 劳 动 的 产 生 而 产 生 原 始 人 以 后，才 开 始

形成了人在自然界 的 位 置，以 及 人 与 自 然 关 系 等 根 本 问 题。
对此马克思说，“人是类存在物”，“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动物

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

界生活，而人和动物 相 比 越 有 普 遍 性，人 赖 以 生 活 的 无 机 界

的范围就越广阔”。而这 种 普 遍 性，则 是 由 人 的 劳 动 实 践 造

成的。“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他

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

人的生命活动 的 对 象（材 料）和 工 具———变 成 人 的 无 机 的 身

体”［５］。这就是说：“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圆形的地

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 自 然 力 的 人 通 过 自 己 的 外 化 把 自 己 现

实的、对象性的本质 力 量 设 定 为 异 己 的 对 象 时，设 定 并 不 是

主体；它是对象性的 本 质 力 量 的 主 体 性，因 此 这 些 本 质 力 量

的活动也必定是对象性的活动。”［６］

因此，人类从自 然 界 分 化 出 来 以 后，在 以 自 己 的 本 质 力

量即生产劳动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时候，就在对自然界的关

系上具有了二 重 性，即 能 动 性 和 受 动 性 的 统 一。对 此，马 克

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

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

的自然存在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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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

在物，就是说，它的 欲 望 的 对 象 是 作 为 不 依 赖 他 的 对 象 而 存

在于他之外的”［７］。人类 对 自 然 界 的 能 动 性，体 现 了 人 类 在

生产劳动中能够认 识、改 造 和 利 用 外 界 物 的 本 质 力 量，正 是

在这一点上，把人同 其 他 生 命 体 区 别 开 来；而 人 的 受 动 性 则

表明，人 类 在 自 然 界 面 前，也 不 能 为 所 欲 为，必 然 时 刻 依 赖，
并受到自然 界 的 物 质 环 境 和 物 质 条 件、生 态 环 境 和 生 态 条

件，即自然环境和自然规律的限定、支撑和制约。自然界、自

然条件、自然生态和自然规律，是人类和人类社会存在、发展

和进步的大背景、大前提和大舞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及其

生态思想，是为现代 人 类 正 确 而 自 觉 地 认 识、利 用 自 然 界 和

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的哲学基础。
其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观中也包含有丰富的生态

思想。马克思 恩 格 斯 认 为，人 同 自 然 界 具 有 三 个 方 面 的 关

系，即“实践关系”和以实践为基础的、并与之相辅相成的“理

论关系”，以及蕴含于 其 中 的“价 值”关 系［８］。人 类 认 识 和 改

造自然界的实践，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人

类处在一定实践水平上，既表明人类对自然规律已经有了一

定的认识和利用能力，同时也往往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

功利上的盲目性。恩格斯就是在研究自然辩证法之时，论述

了人类历史上若干实践活动，由于当事人仅仅注重眼前和暂

时的功利，往往无意 识 地 违 背 了 自 然 规 律，由 于 实 践 的 盲 目

性，而曾经有过受到自然界报复、惩罚的惨痛教训，从而表达

了深刻的生态思想。恩格 斯 指 出，人 类 在 实 践 中“使 自 然 界

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 支 配 自 然 界”的 时 候，“我 们 不 要 过 分

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

们预期的结果，但是 往 后 和 再 往 后 却 发 生 了 完 全 不 同 的、出

乎预料的影响，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９］恩格斯对此举

出了几个造成生态灾难的典型事例：

１．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

居民，为了得 到 耕 地，毁 灭 了 森 林，但 是 他 们 做 梦 也 没 有 想

到，这些地方今天竟 因 此 成 为 不 毛 之 地，因 为 他 们 使 这 些 地

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储藏库”［１０］。

２．当年“阿尔卑斯山 的 意 大 利 人，当 他 们 在 山 南 坡 把 那

些在山北坡 得 到 精 心 保 护 的 枞 树 林 砍 光 用 尽 时，没 有 预 料

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
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 们 这 样 做，竟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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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３．当年“西 班 牙 的 种 植 场 主 曾 在 古 巴 焚 烧 山 坡 上 的 森

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赢利的咖啡树利用一个世代

之久，至于后来热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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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据此，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三点重要的有生态学意义的看

法：其一，在自然界面前，“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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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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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只有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人类才能够“一

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

习常过程的干 预 所 造 成 的 较 近 或 较 远 的 后 果”［１３］；其 三，人

类“耕作———如果自发 进 行，而 不 是 有 意 识 地 加 以 控 制……
会导致土 地 荒 芜，像 波 斯、美 索 不 达 米 亚 等 地 以 及 希 腊 那

样”［１４］。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生态思想，至今仍有现 实 的 指

导和启发意义。
复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形态观中还包含有更为丰

富的生态思想。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是

以其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根本基础的，但同时也要受到社会经

济形态，即一 定 生 产 方 式 所 固 有 的 基 本 生 产 关 系 的 客 观 制

约。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

义经济制度之时，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就了社

会化的生产力、工业文明、城市化和发达的市场经济，从而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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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人类社会带来了空前和巨大的社会进步，同时又揭示了资

本主义制度所实行 的 残 酷 的 经 济 剥 削、野 蛮 的 殖 民 掠 夺，以

及它所固有的反生态性 质。“生 产 剩 余 价 值 或 赚 钱，是 这 个

生产方式 的 绝 对 规 律”［１５］；资 本 主 义 积 累 和 殖 民 掠 夺 的 历

史，就“是用血 和 火 的 文 字 载 入 人 类 编 年 史”［１６］。而 正 是 由

于生产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这个绝对规律”的驱使，使得资本

家们根本无意顾 及 生 态 环 境 问 题。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自 始

至终都在给人类带来种种生态灾难。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时，也就是

在考察工人阶级生 产 生 活 状 况 之 时，虽 是 无 意 地、但 也 是 符

合逻辑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质。
早在１８４４年９月至１８４５年３月，恩格斯就在所著的《英国工

人阶级状况》一书中，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地调查，以大

量翔实和确切的事例，揭露和论述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所带

来的骇人听闻的生态问题。在该书中，恩格斯在高度肯定从

１８世纪到１９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和城市化，“推动了整个市

民社会的变 革”，因 而 具 有“世 界 历 史 意 义”［１７］的 同 时，详 细

而具体地描述了伦敦、都柏林、爱丁堡、北明翰、格拉斯哥、曼

彻斯特等工 业 城 市，以 及 西 约 克 郡 和 南 郎 卡 郡 的 其 他 工 业

区，都 毫 无 例 外 地 存 在 广 大 工 人 群 众 的 过 劳、贫 穷、饥 饿、拥

挤、疾病和生态问题。恩格斯在谈到约克郡西部位于艾尔河

边一个名叫“里子”的工业城市时，写道：“就这样一个大城市

来说，是相当清洁的，但是位 于 该 河 及 其 支 流（ｂｅｃｋｓ）沿 岸 那

些地势较低的地区却是肮脏、拥挤的……这些地方的街道大

多数既没有砌过，也没有污水沟，房屋盖得杂乱无章，有许多

大杂院和死胡同，甚至连起码的保持清洁的设备也没有。所

有这一切就完全足以说明这些不幸的、肮脏和贫穷的渊薮中

的过高的死亡率。在艾尔 河 泛 滥 的 时 候（顺 便 说 一 说，这 条

河流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

澈见底的，而在城市 的 另 一 端 流 出 的 时 候 却 又 黑 又 臭，被 各

色各样的脏东西弄 得 污 浊 不 堪 了），住 房 和 地 下 室 常 常 积 满

了水，不得不把它舀到街道上去；在这种时候，甚至有排水沟

的地方，水都会从这 些 水 沟 里 涌 上 来 流 入 地 下 室，形 成 瘴 气

一样的饱和硫化氢的水蒸气，并留下非常有害的令人作呕的

沉淀物。在１８３９年春 汛 的 时 候，由 于 排 水 沟 的 外 溢 竟 产 生

了非常有害的后果：根 据 出 生 死 亡 登 记 员 的 报 告，本 城 该 区

本季度的出生 和 死 亡 之 比 是 二 比 三”［１８］。这 一 段 比 较 长 的

引文（原出自当时当 地 的 一 个 名 为《机 工》的 杂 志 上 的 材 料，
括号内“顺便说一说”那一段，是恩格斯的原话），真实而具体

地描述了英国工业城市的严重生态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也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

力图从尽量降低成 本、最 大 化 地 增 加 利 润 的 动 机 出 发，从 而

造成了种种生态问 题、劳 动 条 件 问 题，造 成 了 对 工 人 的 健 康

和生命损害。他在引述１８４８年１０月３１日一份 工 厂 视 察 员

的报告中说：“在这 些 敦 厚 善 良 的 父 母 们 的 子 女 做 工 的 麻 纺

厂里，空气中充满着 原 料 的 尘 埃 和 纤 维 碎 屑，即 使 只 在 纺 纱

车间呆上１０分 钟，也 会 感 到 非 常 难 受，因 为 眼 睛、耳 朵、鼻

孔、嘴巴里会立刻塞满亚麻的碎屑，根本无法躲避，这不能不

使你感到极度的痛苦。”［１９］马克思恩格斯引证了大量原 始 材

料，说明是极为恶劣 的 劳 动 和 生 活 条 件，造 成 了 大 量 工 人 的

过早死亡。而这正是资本家为了“节约”成本，而造成的对工

人正常生产和生活条件 掠 夺 的 必 然 结 果。马 克 思 指 出：“这

种节约在资本手中却 同 时 变 成 了 对 工 人 在 劳 动 时 的 生 活 条

件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

生产过程中人 生 安 全 和 健 康 的 设 备 系 统 的 掠 夺”［２０］。而 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社会所造成的生态灾难，只不过是工厂生

产条件“节约”的延伸，以及在这种生产过程中人为放任的一

种消极结果。
其实，在马克思 看 来，正 是 资 本 的 这 种“节 约”和 无 限 扩

张，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最大浪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

个基本特点是：“为生产而生产，即不顾任何事先决定和事先

被决定的需要界限来发展人类劳动的生产力。”即“它是一种

没有预先决定和预先被决定的需要界限所束缚的生产”。但

是，“它的对立性质包含着生产的界限，而它总是力图越出这

个界限。因而就 发 生 危 机、生 产 过 剩 等 等”［２１］。在 这 里，马

克思揭示出该社会的一个难以克服的基本矛盾，就是资本增

殖和扩张的无限性，同自然资源和社会需求的有限性之间的

矛盾，势必通过鼓动社会过火的、迅速更替的消费时尚，甚至

通过周期性的 经 济 危 机，来 使 矛 盾 得 到 暂 时 缓 解。但 是，由

此造成了过度的生 产、生 活 消 费 对 于 自 然 资 源，特 别 是 对 于

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破坏和浪费，致使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

展难以为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当人类成为自己社会结合的主

人的时候，他 们 才 能 够 真 正 成 为 自 然 界 的 主 人。恩 格 斯 在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科 学 的 发 展》中 指 出：“一 旦 社 会 占 有 了

生产资料……个体的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

上才最终脱离了动物界，才使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

生存条件。人们周 围 的、至 今 统 治 着 人 们 的 生 活 条 件，现 在

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

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只有

当人们真正认识、掌握和善于运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时

候，人类才有了真正的自由，才能够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

由王国的飞跃。”［２２］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问题和建构

的逻辑思路

　　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建设生态文明”，迫切地需要马克

思主义生态观的 指 导。而 我 们 所 要 构 建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生 态

观，也可以称 为“生 态 文 明 观”。这 种 生 态 观，必 须 以 马 克 思

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作为理论基础或出发点，同时借鉴吸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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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生态学和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有益成果，立足于当代

实际，总结现实的实 践 经 验 和 科 学 成 果，形 成 比 较 系 统 和 科

学的生态观。这种生态观，首先要正视、思考和解决的，至少

包括以下三大矛盾或三大问题：
其一是，自然界 生 态 系 统 本 身 的 关 系、矛 盾 和 问 题。这

是马克思主义生 态 观 的 一 个 基 础 性 问 题。自 然 界 走 着 自 己

的路。自然生态系统有自己的变化、发展和进化规律。自从

几十亿年前，在地球 上 进 化 出 了 生 命 机 体，就 在 漫 长 地 质 史

上逐步发展、分化和 演 进 出 各 种 生 物 物 种、各 种 生 态 系 统 和

生态群落。生物界 既 同 无 机 界 的 以 水 的 三 态 循 环、氧 循 环、
碳循环、氮循 环 等 为 基 础，以 四 季 气 候 变 化、日 夜 交 替 为 背

景，而与外界 进 行 物 质、能 量 和 信 息 交 换，使 其 个 体 生 长 发

育、新陈代谢，又与其他生物物种和个体之间进行生存竞争，
从而产生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且达到一种动态的

平衡、循环、繁衍 和 进 化。例 如，生 物 界 有 三 大 生 物 群 落，就

是植物、动物和 微 生 物。植 物 吸 受 阳 光 和 二 氧 化 碳，进 行 光

合作用，生产 有 机 物、储 存 生 物 能 量 和 放 出（多 于 自 己 需 要

的）氧气；而 动 物 大 多 是 食 草 类，一 般 依 靠 植 物 及 其 果 实 为

食，少数食肉动物则以其他相对弱小的动物为食，吸进氧气，
在生新陈代谢中放 出 二 氧 化 碳；至 于 微 生 物，在 自 然 界 生 态

链的平衡和循环中，也 是 不 可 或 缺 的，因 为 它 们 除 了 帮 助 动

物消化以外，还能够把动植物死亡的机体，加以腐烂和分解，
从而成为无机界、有 机 界 的 物 质 循 环 和 平 衡 一 个 重 要 环 节。
至于各种生物物种，生 态 系 统 和 生 态 群 落 之 间 相 互 斗 争、相

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生态平衡和循环的具体矛盾、
具体机理和具体规 律，那 是 自 然 科 学 研 究 的 对 象，我 们 是 知

者甚少，是讲不清楚的。
从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意义上说，人类实践活动必

须尊重、顺应、利用 和 维 护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的 动 态 平 衡 和 良 性

循环，而不能只顾眼前和局部的功利，违背自然生态规律，去

过度地干预、开发、利用和破坏它们。
其二是，人类与 自 然 界 之 间 的 关 系、矛 盾 和 问 题。这 是

马克思主义生态 观 的 一 个 中 心 问 题。人 类 作 为 自 然 界 和 生

物界进化的最高产 物，是 从 自 然 界 分 化 出 来 的、又 同 自 然 界

相对立。此 前，西 方 学 者 提 出 的“人 择 原 理”和“人 类 中 心

论”，都有一定的道 理，但 是 也 有 其 局 限 性，应 该 根 据 理 论 和

实践的逻辑，而加以新的审视和符合历史发展的科学总结。
我们知道，在近代工业革命以前的原始社会和封建农业

社会，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在总体上保持着一种自发的、低水

平的、被迫的自 然 顺 应 和 原 始 和 谐。只 是，随 着 近 现 代 大 工

业和自然科学的产生，极大地提升了人类开发、利用、改造和

征服自然界的能力，从 而 在 带 来 工 业 文 明 的 同 时，也 逐 步 激

化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有一个时期，人类普遍有一种

错觉，似乎人是自然界的上帝，无所不能，可以为所欲为地征

服和利用自然界。这就是“人类中心论”意识。但是，正如恩

格斯所说，我们决不能违背自然辩证法的规律，“像征服者统

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能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

的去支配自 然 界”。因 为，“我 们 连 同 我 们 的 肉 体、血 和 头 脑

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自然界之中的”［２３］，我们同样要受 到

自然规律和生态规 律 的 支 配；人 类 个 体 是 来 自 自 然 界，也 要

回归自然界。实际 上，当 我 们 蔑 视 自 然 辩 证 法、蔑 视 自 然 生

态规律的时候，“是 不 能 不 受 惩 罚 的”、是 不 能 不 为 由 此 造 成

的全球性、全 国 性 的 环 境 污 染、生 态 失 衡，而 付 出 惨 重 代 价

的。目前已经出现全球性突出的生态问题，至少有：

１．温室气体和温室 效 应 问 题。由 于 近 代 以 来 矿 物 燃 料

的日益大量应用，在近地空间所积累的大量的温室气体及其

温室 效 应，会 使 地 球 气 温 升 高，而 造 成 气 候 异 常、冰 川 退 缩，
特别是南北极冰雪的大量融化，会使海平面升高。有学者估

计，如果未来１００年中，地球温度平均上升２°Ｃ－４°Ｃ，就会使

海平面上升１０米 左 右。目 前 有６．３４亿 人 口 生 活 在 海 平 面

１０米以下地区，将会使１８０多个国家受害。

２．臭氧层正在被破 坏 问 题。某 些 化 学 物 质 的 使 用 会 破

坏臭氧层。臭氧层 位 于 地 面 上２０－３０公 里 的 平 流 层，能 够

吸收和挡住 大 部 分 紫 外 辐 射，对 地 球 上 一 切 生 物 起 保 护 作

用。据科学报告，１９９４年 发 现 南 极 臭 氧 空 洞 面 积 达 到２４００
平方公里。经过２０亿 年 形 成 的 臭 氧 层，在 过 去 一 个 世 纪 的

破坏就达６０％。目前，北 半 球 的 欧 洲、北 美 上 空 的 臭 氧 层 减

少了１０－１５％；西 伯 利 亚 减 少 了３５％。而 如 果 没 有 臭 氧 层

保护，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在太阳紫外线辐射下，就难以生存

和繁衍下去。

３．地球上森林被过量砍伐，正造成严重的气候异常等生

态问题。地球上 曾 有７６亿 公 顷 森 林，到２０世 纪 初 只 有５５
亿公顷，到１９７６年 剩 下２８亿 公 顷。据 统 计，全 世 界 每 年 约

有１２００万公顷的森林在消失。亚马逊热带雨林的破坏极 为

严重。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亚马逊热带雨林已减少１１％，达

７０万平方公里。地球上森林的大量和日益加快的消失，其后

果是不堪设想的。

４．物种正在大量灭绝，生物多样性受威胁问题。在地质

史上，生物物 种 有 过 五 次 大 灭 绝。最 近 一 次 是 发 生 在６５００
万年前的白垩纪第三纪，以恐龙灭绝为标志，其流行解释，是

小行星“撞地”说，是纯粹自然的原因。现在有不少生态学家

预测：目前地球上的 生 物 物 种，正 在 和 将 要 面 临 第 六 次 大 灭

绝。而这一次，主要是人为的原因，特别是工、农业过度和不

当开发引起 的 后 果。地 球 上 的 生 物 物 种，大 约 有５００万 到

１０００万种。到２０００年，已有１０－２０％的物种，即５０－１００万

种已经消失了。现 在，每 年 有 几 千 个 动 植 物 物 种 在 灭 绝，而

且灭绝的越来越快。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可能今后一年将

有一万多个动 植 物 物 种 会 灭 绝。在 今 年１０月１２日 召 开 的

第２３届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上，有位生物学家估计，２１世纪

可能有２／３的物种将要在地球上消失。国外，另有研究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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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和预测：现在“地 球 上 超 过 一 半 的 动 植 物 生 活 在 热 带 雨

林之中。……目前所知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动植物，到２１００
年，只有１８％（少于１／５到４５％（少于一半）还会继 续 生 活 在

这些地区。”［２４］这多么可怕的情形啊！

而更可怕的是，据 说 连 人 类 本 身 的 生 存 和 繁 衍，也 正 面

临着严峻的问题：有关学者综合分析发现，由于多种原因，现

在不妊不育的夫妇的比例占到１０－１５％，还有一定比例的新

生儿有生理缺陷。如果人类生存环境不改善，再过５０年，很

多人将不能生育。美国有一位化学教授预言，到２０４０年，美

国将有一半的男人没有生育能力，而这可能与第六次生物物

种大灭绝有关。
此外，全球性的 比 较 严 峻 生 态 问 题 还 有 很 多。例 如，全

球性气候异常，空气、水体（海洋、江河、湖泊）、耕地等环境被

严重污染，土地 荒 漠 化 加 剧，淡 水 资 源 短 缺，等 等。所 以，人

类正确处理自己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和关系，是人类社会可

持续发展中的一个必须加紧解决的基本问题。
其三，是社会与 自 然 界 之 间 的 关 系、矛 盾 和 问 题。这 是

马克思主义生态 观 的 一 个 关 键 问 题。社 会 源 于 自 然 界 而 高

于自然界，社会以扬弃的形式包含着自然界。人类的社会实

践，创造了一 个“人 化 的 自 然 界”［２５］。但 是，“外 部 自 然 界 的

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２６］。所以，在人类社会存在 着 同 时

起支配作用的有两个系列的规律，即自然规律体系和社会规

律体系。因此，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

形态与生物生态、是 社 会 制 度 与 自 然 生 态 的 关 系、矛 盾 和 问

题。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全球性生态问题的根本解决的社

会制度前提，是消灭剥削、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共产主

义社会。只有 这 样，才 能 够 使 人 类 从 全 世 界 的 长 远 利 益 出

发，而有计划和合乎规律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

境，为全体社会成员谋福利，使人类“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

觉的和真正的主人”。
在当代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世界，仍将是由资本主义特别

是垄断资本主 义 制 度，在 总 体 上 占 主 导 地 位 的 世 界。因 此，
我们只能够局部地、有限地获得生态问题的共识，并局部地、
有限地缓解生态 环 境 问 题。自 从 近 代 西 欧 资 本 主 义 发 达 国

家推行殖民统治以 来，他 们 用 暴 力 屠 杀、种 族 灭 绝 和 强 制 移

民，霸占了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大陆，以及非洲一部分富

饶土地，掌控着世界 的 主 要 的 能 源 和 自 然 资 源、市 场 和 政 治

经济秩序。相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现在资本主义发达

国家的局部生态环境，已经不再是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描写的

那个样子。他们在比较注意本国生态保护的同时，却采取损

人利己的做法，对外输出生态污染，转嫁生态灾难，包括向外

国（发展中国家）转 移 污 染 严 重、能 耗 和 资 源 消 耗 多、附 加 值

低的产业，还在大量 输 出 生 态 垃 圾 和 生 态 赤 字，并 逃 避 自 己

在解决自从近代工业 化 以 来 所 造 成 的 世 界 性 生 态 问 题 的 责

任，甚至继续在 推 行 生 态 殖 民 主 义 和 生 态 霸 权 主 义。例 如，

在温室气体排放、环境技术转让、海洋资源保护和利用、生物

资源和基因资源的掌控，还有正在酝酿的所谓征收“碳关税”
等问题 上，都 在 采 取 蛮 不 讲 理、推 卸 责 任、歪 曲 事 实、转 移 视

线、反咬一口的手法，企 图 用 以 遏 制 中 国 等 发 展 中 国 家 兴 起

和进步。
所以，我们应力 求 在 现 有 的 世 界 经 济 政 治 秩 序 下，在 努

力解决本国的生态问题的前提下，要尽量在生态问题上争取

获得若干国际性的共识和合作；同时，在全球性生态问题上，
在事关本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主权问题上，我们也要

主持正义，并同各国人民一起，对生态霸权主义等错误主张，
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以尽量缓解一些紧迫的全球性

生态问题。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之所以要研究、阐述和解决

以上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的思路，是为了增进以下几个层次

的自觉认识：
第一，我们要增进对生态规律的认识、把握和理论综合。

应当明确，各种生态规律，是有关自然科学、环境科学的研究

任务。而马克思主 义 生 态 观，则 是 要 关 注 其 进 展，要 从 认 识

论和社会历史观的高度，及时进行学习、研究和理论综合，以

便有助于自觉地建立和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而

不断 提 高 认 识、利 用、保 护 自 然 生 态，而 不 做 违 背 生 态 规 律，
损害生态平衡 的 蠢 事。例 如，我 国 应 加 强 基 因 工 程 研 究，包

括要抓紧转基因动植物的实验研究，但是对转基因农作物的

商业种植、特别是作 食 品（尤 其 是 主 粮）的 商 业 推 广 与 食 用，
就应当着眼长远，为人民群众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为中华

民族负责，必须采取 极 为 严 肃 谨 慎 的 态 度，必 须 依 法 严 格 管

理，而不能采取急功近利、目光短视的做法，更不能被外人所

左右。因为转基因 动 植 物，对 生 态 系 统、对 人 类 究 竟 会 产 生

何种影响，必须作封闭性试验，作长期考察，才能够逐步掌握

其利弊和规律。
第二，我们要增 进 对 生 态 价 值 和 生 态 效 益 的 认 识、把 握

和理论阐明。过去，我 们 在 社 会 实 践 中，往 往 仅 根 据 其 经 济

价值和社会价值，而强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马克思主义

生态观还要求我们，应该在重视实践活动的社会价值和社会

效益、经济价值和经 济 效 益 统 一 的 同 时，必 须 加 强 对 实 践 活

动及相关生态系统的生态价值、生态效益的认识、评估、尊重

和维护。实际上，“生态价 值”和“生 态 效 益”，应 是 马 克 思 主

义生态观的重要概念，应当对其加强研究和阐发。
第三，我们要增 进 对 生 态 公 益 和 生 态 伦 理 的 认 识、把 握

和理论阐明。生态问题，是事关我国人民和整个人类世代生

存、延续和可 持 续 发 展 的 自 然 物 质 基 础 和 最 基 本 的 环 境 条

件，应具有一视同仁的公益性。因此，珍视、保护和合理利用

大大小小的生态系统，是我们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的社会责任

与历史责任。由生态的公益性，就势必会引出研究和践行生

态伦理的因果 性、必 然 性 和 重 要 性。我 认 为，生 态 伦 理 的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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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人，而生态伦理的践行对象，首先是人类本身，同时也包

括其他有利于生 态 平 衡 和 良 性 循 环 的 一 切 生 命 机 体。依 法

尊重一切人的生命，尊重无害（包括利大于害）于人类的一切

生命，形成人与自然 的 和 谐 关 系，是 人 们 的 一 项 伦 理 义 务 和

社会责任。生态伦理应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重要内容。
总之，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社会

历史观为理论基础的关于生态研究的一种系统理论，也是基

于当代实践而在一个重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和

创新。其基本的体系结构和具体内容，还需要众多的马克思

主义理论工作者，加紧研究和系统阐明。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建设两型社会的

现实意义

　　科学的生态观 即 马 克 思 主 义 生 态 观，是 当 代 世 界 的、特

别是我国生态文明、两 型 社 会 建 设 的 最 直 接 的 基 础 理 论，是

坚持和贯彻党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

观的重要理论支撑。目前，我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坚持科

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
所面临的人口 资 源 环 境 约 束 在 强 化，问 题 相 当 严 峻。因 此，
我们必须借助于马 克 思 主 义 生 态 观，支 持 科 学 发 展，加 快 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够加以缓解和破解。

１．目前我国的生态 环 境 问 题 相 当 严 峻。我 国 是 一 个 现

代化的后发大国。尽管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由于

人口多、底子薄，现在和将来一个时期，我国的多数行业和企

业，被迫处在国 际 分 工 的 产 业 链 低 端。所 以，我 国 在 大 规 模

工业化起步和初期 阶 段，产 生 一 定 的 生 态 环 境 问 题，具 有 难

以完全避免的一面。然而，近２０多年以来，由于市场经济 的

逐利性和监管不力，我 国 所 付 出 的 生 态 代 价、所 造 成 的 生 态

环境问题，是相当大、相当严峻的。据报道：我国是全球污染

最严重的国家 之 一，世 界 银 行 列 出 的 全 球 污 染 最 严 重 的２０
个城市，我国就有１６个。国家环保部在２０１０年７月 的 一 份

报告中指出，２０１０年比上 年 的 环 境 事 故 增 加 了 一 倍，仅 上 半

年就发生了１０２起重大和比较重大的环境事故。目前，我 国

空气、水体和土地的污染已经很严重或比较严重。由环保部

监测的４４０个城市中，几乎半数出现了酸雨；有７０％的河流、
湖泊受到严重污染，包括长江、黄河等重要河流，以及全国第

三、第五大湖的太湖、巢湖等。目前，我国只有４９．３％的水源

可以饮用，２６．４％的 水 源 完 全 不 适 合 饮 用，只 能 作 为 工 业 用

水。到２００８年，我国城市污水处理仅为６６％；城市的汽车尾

气、噪声、电磁、垃 圾 和 室 内 有 害 化 学 物 质 污 染，也 很 严 重。
此外，还存在森林被非法大量砍伐，水土大量流失，耕地肥力

下降，北 方、西 北 和 西 南 地 区 的 不 少 草 原 退 化，山 地 石 漠 化，
土地荒漠化、半荒漠化等环境问题，还在蔓延。虽然，国家为

缓解这些问题，已经作了不少努力，已取得一些局部实效，但

是很多生态问题，存在利益博弈，以至积重难返，难以遏制。

由于环境污染 严 重，不 仅 妨 碍 经 济 社 会 发 展，同 时 也 影

响人民的生活质量和体质健康，影响到大面积的自然生态恶

化。据绿世界卫生 组 织 估 计，中 国 每 年 有１０万 人 因 直 接 与

受污染水源有关的疾病而死亡，至于各种其他环境因素产生

的疾病，就更难 以 估 计 了。同 时，环 境 污 染 和 过 度 开 发 对 我

国生物多样性、物 种 灭 绝 的 影 响，也 不 容 忽 视。尽 管 我 国 生

物物种很丰富，拥 有１／８的 真 核 生 物，并 在 保 持 生 物 多 样 性

上，已采取不 少 措 施，但 仍 难 以 遏 制、缓 解 生 物 多 样 性 被 破

坏、物种在加快灭绝的势头，其速度不亚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我国濒危物种 占 总 量 的１５－２０％，高 于 世 界１０－１５％的 平

均水平。我国十大灭绝和濒危动物有：华南虎、白鳍豚、褐马

鸟、扬子鳄、黑颈鹤、四 不 像、大 熊 猫、金 丝 猴、藏 羚 羊。十 分

可惜的是，由于长江 污 染 和 其 他 生 态 条 件 的 恶 化，作 为 全 世

界两个唯一淡 水 亚 种 的 白 鳍 豚 和 长 江 白 豚，前 者 已 于２００８
年８月８日被 宣 布 绝 种，而 后 者 在１９９３年 约 有２７００头，１５
年后减少一 半，估 计 仅 有１４００－１２００头，离 灭 种 已 经 不 远

了。对于我国近２０多 年 出 现 或 加 剧 的 生 态 环 境 问 题，已 经

到了相当严重的地 步，必 须 采 取 坚 决 而 有 效 的 措 施，加 以 遏

制和逐步缓解。这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

２．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 面 临 的 资 源 环 境 约 束 在 强 化。我

国地大物博、物 产 丰 富，是 国 家 建 设 和 发 展 的 有 利 条 件。但

如果以１３亿多人口作分母，我国的人均资源却又相对不足，
大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我国只有约１００亿亩土地 资

源可供利用，人均８亩左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６。其中

耕地更少。目前，我 国 有 耕 地１８．２亿 亩，人 均１．４亩，不 到

世界人均水平的１／４；森林有１９．７亿亩，人均１．５亩，约为世

界人均水平的１／７；淡 水 资 源２．８万 亿 立 方 米，人 均２２００立

方米，不到世界人均水 平 的１／４，而 且 分 布 不 均，常 常 是 南 涝

北旱；全 国６６８个 城 市，有４００个 缺 水，１００多 个 严 重 缺 水。
就矿产资源而言，在 世 界 已 知 的１７０多 种 矿 藏 中，我 国 已 发

现１６８种，有储量的１５１种；按４５种主要矿产资 源 的 潜 在 价

值计算，我国仅次于前苏联和美国，居世界第３位，但人均仅

为世界的５３位。其中，有２／３的主要矿产资源，近 几 年 来 出

现短缺，有的处 于 严 重 短 缺 状 况，如 金、银、铜、铬、铁、钾、石

油等主要矿产资源，日益供不应求，有的可能短缺１／２以 上，
特别是一些关系国 民 经 济 命 脉、需 求 量 大 的 矿 产 资 源，多 数

矿体贫矿多、富矿少、选矿难，后备储量不足。我国资源型城

市有１１８座（典型的６０座），在多年开采至今，已 有２／３的 矿

山进入中老年期、１／４的面临资源枯竭。国家发 改 委 于２００７
年和２００８年３月，根 据 国 务 院 有 关 文 件，分 两 批 确 定４４个

资源枯竭城市，需要经济转型。我国一些重要的矿产资源短

缺严重，供 需 矛 盾 突 出，目 前 只 能 通 过 大 量 进 口 来 弥 补。

２００９年，我国进口铁矿石６．２８亿吨，原油２．０４亿吨，对外依

存度都在５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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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国 许 多 生 产 行 业 科 技 水 平 不 高，创 新 能 力

不强，资源利用效率低，存在严重浪费的情况。目前，我国单

位产值的能耗，是美国的４．３倍、德国的７．７倍、日本的１１．５
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２倍多。其中，我国石化、电 力、钢 铁、
有色金 属、建 材、化 工、纺 织 等８个 行 业 的 主 要 产 品 单 位 能

耗，平均比国际水平高出４０％左右。而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

效率，也低于 世 界 平 均 水 平，更 是 大 大 低 于 国 际 先 进 水 平。
按本世纪初的情况 估 算，我 国 单 位 资 源 产 出 水 平，只 相 当 于

美国的１／１０、日本的１／２０、德国的１／６；而每立方米淡水的产

出率，世界平均水 平 是３７美 元，日 本 是５５美 元，英 国 是９３
美元，而我 国 是２美 元。尽 管 这 里 存 在 一 定 程 度 的 汇 率 扭

曲，但我国资源利益效率普遍较低，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我国近些年经 济 高 速 增 长，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由 过 多、过

度的资源消耗来支撑的。２００９年，我国ＧＤＰ（按当 时 的 汇 率

计）占世界总量的６％左 右。但 是，我 国 当 年 钢 产 量５．５６亿

吨、水泥１６．３亿吨、电解铝１２８５万 吨、精 炼 铜４１３３万 吨、煤

３０．５亿吨、化肥６６００万 吨、棉 纱２３９３万 吨、玻 璃５．８亿 箱，
分别 占 同 年 世 界 产 量 的４６．６％、５０％、６０％、２５％、４５％、

３５％、４６％、５０％。这 样 大 量 地 靠 生 产、消 费、出 口 资 源 性 和

低附加值的产品，来 维 持 我 国 经 济 的 高 增 长，就 进 一 步 加 剧

了资源环境约束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利于可持续

发展。

３．“两型社会”建 设 是 一 项 重 大 的 战 略 应 对。进 入 新 世

纪以来，党中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为

了缓解和破解我国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中 的 资 源 环 境 约 束 的 一 项

重大而正确的战略应对。现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及其所

通过的关于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坚持把建设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重要着力点。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节约

能源，降低温 室 气 体 排 放 强 度，发 展 循 环 经 济，推 广 低 碳 技

术，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促 进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与 人 口 资 源 环 境

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２７］这样就从战略全 局 高 度，为

我国两型社会建设指明了方向。在这里，党中央把两型社会

建设，作为我国“加 快 转 变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的 重 要 着 力 点”，就

意味着“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意味

着两型社会建设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的一个关键性 的、事 关 战 略 全 局 的 大 问 题。对 此，我 们 必 须

高度重视，严肃对待，抓紧落实。
我认为，我国建 设“资 源 节 约 型、环 境 友 好 型 社 会”的 基

本国策，是针对全世 界 的、特 别 是 我 国 资 源 和 环 境 对 经 济 社

会发展约束强化的严峻情况，而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而从

其实现必要保障来看，当然要依靠在党和国家领导下所制定

的长远 的 规 划，科 技 的 进 步，完 备 的 立 法，周 密 的 制 度，有 力

的举措，严格的管理等社会条件的综合作用。但其中一个首

要前提则是，全党全国人民必须统一认识、协调行动，必须认

识到生态环境破坏和恶化、自然资源紧缺和浪费的严峻性与

不可逆性，必须正确 对 待 和 兼 顾 局 部 利 益 与 全 局 利 益、眼 前

利益与长远利益、当 代 利 益 与 子 孙 后 代 利 益 的 关 系，才 能 提

高建设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才能有真正

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而统一和提高这种认识的一种重

要理论基础和理论 支 撑，就 是 要 努 力 建 构、宣 传 和 普 及 马 克

思主义生态观。
注释：
［１］《中国共产 党 第 十 七 届 中 央 委 员 会 第 五 次 全 体 会 议

公报》，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９日，《人民日报》。

［２］《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第１卷，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５６年

版，第４１６页。

［３］［４］［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２３］《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

第９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２１页、第５５９～５６０页、第

５６０页、第５６０页、第５６２页、第５６０页、第５６０页。

［５］［６］［７］［２５］［２６］《马 克 思 恩 格 斯 文 集》第１卷，人 民

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６１页、第２０９页、第１９１页、第５３０页。

［８］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
年版，第４０５～４０６页。

［１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人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９年

版，第２８６页。

［１５］［１６］［１９］［２０］［２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版，第７１４页、第８２２页、第２６３页、第４９１
页、第３８７、５１９页。

［１７］《马克思恩 格 斯 全 集》第２卷，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５７年

版，第２８１页。

［１８］《马克思恩 格 斯 全 集》第２卷，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５７年

版，第３２０页。恩格斯在有 （的“地 下 室”处 加 了 原 注：“必 须

记住：这些‘地下室’不是堆东西的，而是住人的。”

［２２］《马克思恩 格 斯 文 集》第３卷，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９年

版，第５６４－５６５页。

［２４］《受气候 和 人 类 活 动 的 双 重 影 响，热 带 雨 林 动 植 物

９０年后将减少８０％》，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２日，《人民政协报》。

［２７］《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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