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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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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深刻揭示了生态世界发展的最一

般的规律,充分反映了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了真、善、美的有机统一,是建设“两型社会冶的行动指南。
同传统生态文明思想相比较,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具有人本性、科学性、开放性、实践性等基本特点,这四个特点是辩

证统一的,其中,实践性是基础,人本性是核心,科学性是本质,开放性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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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与传统的生态文明

思想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深刻揭示了生态世界发展的

最一般规律,反映了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根本利

益,体现了真、善、美的有机统一。 研究马克思主义

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特点,有助于深刻理解和把

握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的精神实质,自觉地建设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基

本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摇 人本性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的首要特点是“人
本性冶。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为

本冶,从主体出发去研究和阐述了人与自然环境的

关系,因而具有 “人本性冶 的特点。 所谓 “以人为

本冶,是指把人作为现实世界的主体,从人的根本利

益出发去处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以人为

本冶的“本冶,是从价值论的角度讲的,而不是从本体

论的角度讲的;是说人是现实世界的主体,而不是说

人是现实世界的本原, “以人为本冶的“人冶,不是抽

象的人,而是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 在现实生

活中,人总是以个体、群体和人类等方式生存的,人
的根本利益是指全人类或最广大人民的整体利益和

长远利益,而不是指个人或群体的局部利益和眼前

利益。 马克思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

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

化的人类。冶 [1]坚持“以人为本冶,就是要从最广大人

民乃至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出发去认识和处理人与自

然环境的关系问题,决不能为了个人或某一阶级的

私利而掠夺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 资产阶

级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坚持“以物为本冶,无限度地

掠夺自然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从而危害

了最广大人民乃至全人类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认

为: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聚集着社会历史的动力,
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

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

到土地,从而破坏了土地的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

条件冶 [2]。 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

想为理论武器,批判资本主义的“以物为本冶,倡导

社会主义的“以人为本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

机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主体生态观,它把人

看成是生态世界的主体。 人作为生态世界的主体虽

然有权支配自然界,但更有义务保护自然界,因为权

利与义务是对等的。 传统哲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只

讲人的权利,不讲人的义务和责任,违背了权利与义

务对等的原则。 马克思所说的“以人为本冶,要求我

们正确处理好个人私利、局部利益同人类整体利益

的关系、当代人的利益同后代人利益的关系,决不能

只为了某群体的局部利益或个人私利而损害全人类

的整体利益,也决不能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而损害

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 因此贯彻马克思主义“以人



为本冶的生态观,要求我们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升

人们的生态文明素质。
首先,必须加强生态文明观念教育,用马克思主

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使每个公民都

树立起科学的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和生态审美

观,增强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性;其次,必须加强生

态科学知识的教育,用现代生态科学知识武装人们

的头脑,使每个公民都能掌握现代生态科学技术,提
高他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创造能力;最后,必须制定和

完善保护生态文明的法律制度,用科学的生态文明

法律制度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促使他们节约

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环境,建设“两型冶社会。

二摇 科学性

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特

点。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是人类历史上最科

学的生态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吸取自然科

学的最新成果,揭示了的生物系统发展的一般规律,
科学地阐述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科学的

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要求人们尊重和敬畏自然,
按自然规律办事,绝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为了自己的

私利而掠夺自然资源,污染自然环境,破坏生态平

衡,否则,就必然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再次,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深刻分析了

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提出了消除生态危机的正确

途径。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造成

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必须用一种新型的社会

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

上消除现代生态危机。 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生产资

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应当是一种资源节约型和环

境友好型社会。
其四,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最科

学的生态观,而且是最科学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

的生态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统一,
实践辩证法与思维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它为人们正

确认识和处理生态问题提供了最科学的方法。
最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还

表现在它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

础。 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在我们全社会树立生态文

明观念,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要贯彻落实党的十

七大精神,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为

理论基础。
生态文明观念包括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和

生态审美观等,其中,生态世界观是哲学基础。 马克

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是最科学的生态世界观,必
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为哲学基础,才能

形成科学的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和生态审美观,
树立生态文明观念,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首先,我们必须广泛而深入地开展马克思主义

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宣传教育,使全体人民树立正确

的生态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深刻揭

示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我们深刻

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就能够

自觉地抵制片面的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

影响,树立正确的生态世界观。
其次,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为理

论基础,在全社会普及现代生态科学知识。 马克思

主义生态哲学是生态科学的哲学基础,它为生态科

学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生态科学是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哲学依据,它可以丰富和证

实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 因此,我们必须把学习马

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同学习现代生态科学有机结合

起来。
再次,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学为

理论基础,树立生态伦理价值观。 按照马克思生态

伦理学,人与自然界是一种同生共荣的关系,建设和

谐的生态环境符合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具有明显的

生态价值。 如果人们的活动促进了生态和谐那么就

是善的,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如果人们的活动破坏

了生态和谐,那么就是恶的,就毫无价值可言。 学习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有利于我们树立科学

的生态伦理价值观。
最后,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美学为理

论基础,树立科学的生态审美观。 马克思主义的生

态美学揭示了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审美关系。 按照马

克思的观点,生态和谐是生态美的客观标准,生态美

是社会美、艺术美的基础。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美学

思想,可以促进人们树立科学的生态审美观。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是树立

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和生态审美观的理论基础,
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有利于我

们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

三摇 开放性

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的理论风

格,它从根本上克服了中外传统的生态观念的保守、
封闭、僵化等缺陷,显现出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从而始终保持着十分旺盛的生命活力。 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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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文明思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了它的开放性

特点: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在批判吸

收全人类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 西方传统生态

文明观内含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大派

别,二者的哲学基础或者是唯心主义,或者是形而上

学的唯物主义,因而从本质上讲是非科学的。 诚然,
西方传统观念生态思想中也不乏合理的思想精华。
比如,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人是现实世界的中心,承认

了人在生态世界中的主体地位,为马克思的“主体

生态观冶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 自然中心主义提

出自然界是世界的中心和本原,一切动植物和人一

样都具有生存的天赋权利,它要求人类尊重自然和

爱护自然,尊重自然科学和自然规律,具有唯物主义

哲学倾向,为马克思的“和谐生态观冶提供了直接的

思想来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内含“天人合一冶的思

想精华,这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的形成提供

了间接的思想材料。 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辩证法来

研究传统生态文化,抛弃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

糟粕,吸收其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思想精华,从而创立

了科学的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和生态美学。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具有“与时

俱进冶的理论品质。 所谓“与时俱进冶,是指马克思

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科学的

进步和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发展,做到体现时代

性、把握规律性并富有创造性。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

文明思想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随着工业化

的发展,出现了全球化的萌芽。 马克思用全球化的

视角观察全球化和工业化、城市化给生态环境带来

的负面影响,深刻分析了现代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

和阶级根源,为人类建设生态文明,消除生态危机找

到了现实的主体力量和正确的途径,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 时代在不断变迁,环境在不断变化,马克思

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也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 马克

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在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

的斗争中产生的,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反对

破坏自然环境,浪费自然资源,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

经验的科学总结。 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马克

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也必须用新的实践经验不断

地丰富和发展自己,使自己日趋完善和成熟。 马克

思的生态文明思想是以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最新成

果,特别是达尔文创立的生物进化论为科学依据的,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它也在不断地吸收

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使自己的科学基础更加坚实。
特别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生态科学的形成,为马克思

主义的生态文明观的成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科学

依据。
最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现现代无

产阶级的宽广胸怀,代表了整个人类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为现代无产阶级的

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和生态审美观。 工人阶级

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 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和整个人类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无产阶级只

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因此,马克思主

义的生态文明观的无产阶级立场,也是人民大众的

立场,也是全人类的立场。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

思想科学揭示了生态世界的最一般规律,体现了合

规律性,又代表了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的根本利益,
体现了合目的性,真正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

的辩证统一。

四摇 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最基本特点是“实
践性冶。

首先,马克思主义把“实践冶作为处理人与自然

界之间关系的基础。 传统的生态文化轻视实践,背
离实践,因而不能科学揭示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
基于基督教教义的人类中心主义,鼓吹生态世界是

由上帝创造的,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实践在处理人

与自然界的关系中的基础性作用;自然中心主义见

物不见人,更是直接否定了人类实践在处理生态问

题上的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主义坚持从人的主体出

发,把社会实践作为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界之间关

系的基础,从而正确地揭示了生态世界发展的最一

般规律。
其次,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实践是解决生态问

题的根本手段。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实践是最基

本的实践方式。 “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

个自然界冶 [3]。 正是生产实践把人同自然界紧密地

联系起来,形成了现实的生态世界。 正是现代的生

产实践,破坏了传统的生态平衡,造成了现代的生态

危机;但也正是现代的生产实践,保护了现代社会的

自然环境,维系了现代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总之,生态问题因生产实践而产生,也必须通过

生产实践来加以解决。 改造旧传统的生产方式,不
断创新生产方式,是夺取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双
丰收冶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党的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出了

“生态文明冶的概念,同时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建

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伟大号召。 建设社会主义生

02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2 年



态文明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变革发展方式,自觉地建设

“两型社会冶。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是贯彻实践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依据。 “以人为本冶 是科学发展

观的核心理念,要正确理解“以人为本冶的科学内

涵,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为理念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是一种“主体生态观冶,
它强调从人类主体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处理发展中的

一切问题包括生态问题。 坚持“以人为本冶,必须立

足于最广大人民和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绝不能着眼于自己眼前私利来处理生态环境问题。
可见,马克思的主体生态观和科学发展观的“以人

为本冶完全是一致的。 研究和学习马克思的主体生

态观有利于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冶的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可持续发展。 要贯彻

落实“可持续发展冶战略,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

文明思想为指导。 马克思的生态文明观揭示了人和

自然界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决不能只顾当代人的

眼前利益而损害后代人的长远利益,必须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努力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是我们今天

建设“两型社会冶的理论基础。 所谓“两型社会冶是
指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生

态观是一种辩证生态观,它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和处

理人与自然界的辩证关系,绝不能为了经济的片面

增长而无休止地掠夺和浪费自然资源,而应当尽量

节约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并不断地开发

新能源,自觉地保护自然环境,努力维护生态系统的

动态平衡。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又是一种和谐生态

观,它要求我们用和谐思维来认识和处理生态关系,
实现生态和谐,建设“环境友好型冶社会。 可见,马
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是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

的行动指南。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实

践性、人本性、科学性、开放性等基本特点,其中,实
践性是基础,人本性是核心、科学性是本质,开放性

是风格。 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是以

实践为基础的人本性、科学性、开放性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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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Marxism謘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ZHU Zhong鄄shu,ZHU Jian鄄xi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摇 Marxism謘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s based on the philosophy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鄄
ism. It reveals the general rule of ec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 and reflects the proletariat an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masses, indicating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 true, goodness and beauty. It is also the guide of constructing “two model society冶 . Com鄄
pared with traditional ide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arxism謘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human -
based, scientific, open and practical and so on. These four characteristics form a dialectical unity. Among them, being practical is the
basis. Human - based characteristic is the core. Science is the essential. Being open is th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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