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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唯物史观和实践观为基石,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唯物史观深刻揭

示了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关系体系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它要求人类充分认识自然规律,把握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实
现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 实践观强调人的主体作用,人的发展有利于对自然的保护,而人与自然的

和谐反过来又有助于人类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因此,践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要求在遵循客观规律原则、以人为本原则的同

时,又要体现注重实践的原则,更要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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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以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为

中心内容,以实践观和唯物史观为逻辑起点的科学

体系,它揭示了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自然与历史

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

义不仅关注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相对关系的和

谐,同时又十分强调人类与自然相对关系的和谐。
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

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

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冶 [1] 在马克思恩格

斯看来,人类的生存环境是指人类生存的外部世界,
它包括自然和人类社会或者说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

境。 人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

会中,自然界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人
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和进化的结果。 在人类社

会发展中,不仅要注重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更要注重

生态健康,只有这样,才能建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因此,践行马克

思主义生态观必须坚持三个基本原则。

一摇 尊重自然规律的原则

尊重自然规律,就是在发展经济以满足人们的

物质文化需要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

承受能力。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的国内生产总

值高速增长,2010 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创造了

世界奇迹。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经济高

速增长的同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已接近极限,污
染物排放已经超过了环境自净能力,许多地区环境

污染已经处于极限状态。 这种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

境污染使我们居住的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化,大自然

不断对我们做出惩罚,人与自然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在尊重社会规律的同时还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具体

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然规律是客观的。 自然规律是自然现

象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它的存在

不依赖人的意识。 人可以使用自己的躯体和物质工

具作用于客观世界,引起自然界的某些变化,并能有

目的地引发、调节和控制自然界中的实物、能量和信

息过程,使各种客观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发生有利

于人的变化或保持有利于人的稳定性。 但是,人不

能任意地改变、创造和消灭自然规律。
第二,人类活动受制于自然规律。 在《1844 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自然界,就它本

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

界生活。 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

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人的肉体生活和人的

精神生活之所以同自然界相联系,是因为人是自然

界的一部分。冶马克思的这种观点指出了人类作为

自然存在物,必须爱护自然,尊重自然,合理地利用



自然。 在马克思人与自然生态观的基础上,恩格斯

指出:“自然界中死的物质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

与冲突;活着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着有意识

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着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

斗争。冶 [2] 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标榜片面

的斗争,而是人与自然在不断解决矛盾过程中和谐

发展。 许多年来,人类与自然一直和谐共处,但是随

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由于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增强,
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破坏自然的现象日益严重。
当今处处可见人类破坏自然界的痕迹。 如大气污

染、森林被砍伐、臭氧层遭到严重破坏、大片的土地

荒漠化、地球温度大范围的提高、江河湖海被严重污

染、 野生生物大量灭绝等等。 人类已经陷入危险境

地,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就会遭到灭顶之灾。 人类

作为自然发展的责任主体,必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

之间适应、索取、反馈、回报的关系,由单纯“征服自

然冶的观念转变为“善待自然冶的观念,由人与自然

对立向人与自然统一转变。
第三,充分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 人类既要按

经济规律办事,也要按自然规律办事,彻底转变以牺

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坚持经济建设

与生态环境建设同步进行,营造可持续发展的生态

文明。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
“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

来灾难。冶自然规律是人类行动的根本依据,自然的

循环和物质变换是一个自然生态的过程,速度要慢

于物质变换及社会生产,人类不能无限扩大社会生

产和再生产,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物质的掠夺,破坏自

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界中的

一个子系统,要通过劳动生产实现与自然的物质变

换和能量转换,必须受制于自然物质循环和能力转

换关系,必须在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上进行社会生

产,否则,人类社会就要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与报复。
因此,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应该遵

循物质循环与转换的生态经济规律,才能真正避免

人、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过程出现的裂缝现象,
实现生态经济的良性循环。

二摇 以人为本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是马

克思主义生态观 “以人为本冶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

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人民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和变革

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原则是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发展,它与马克思主

义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核心价值理念。
第一,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和主体。 马克

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

命的个人的存在。 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

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

的变更出发。冶 [3]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历史不过

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马克思在科学

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也指明了人民群众

创造历史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

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人民群众是

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创造了社会的精神财富和

物质财富。 马克思第一次把以人为本的思想建立在

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成为指导无产阶级

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一项重要指导原则。 马

克思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以人为本冶的概念,但在

他创立的唯物史观中包含有丰富的人本思想,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本质上是 “以人为本冶 的历史发

展观。
第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自由全面的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的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是
依靠人来取得发展的过程,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人
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其他的发展都是为了人的

发展创造条件。 发展的根本宗旨是以人为本,它包

含两层含义:人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具有主体的意义;
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人人共享、普遍受益。 将

人作为发展的目的而非手段,使人得到自由而全面

的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追求的理想。 马克思

主义全面发展思想的内涵可以概括为:(1)人的发

展是追求人的本质实现的过程,“全面发展的人冶包
含着人的多重规定性———个体的人、社会的人、生态

的人、历史性的人、总体人类、当代人、后代人[4]。
(2)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是人的“生活内涵冶的
丰富和发展,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发展,而这种

发展离不开社会和国家的发展,以及具体化的经济

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不断丰富和

发展。 (3)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在前

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发展是畸形

和片面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达到人的全

面发展的理想目标,到那时,“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

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

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冶 [5]。
第三,人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对自然的保护。 人

的需要不仅只有物质需求,也有生态需求,当物质生

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人们的生态需求也变得越

来越重要。 如果污染严重,自然环境恶化,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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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受到威胁,全面发展就无从谈起,良好的自然环

境是人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 一方面,良好的环境

有利于人的成长进步,有利于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

力的发挥。 另一方面,人的生态需求的另一个表现

就是享受自然美的精神需求,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

和充实、情操的陶冶、心灵的净化、审美情趣的培养、
艺术灵感的产生等都离不开优美的环境。 因此,在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态科

技的运用,例如,以前毫无价值的煤焦油,近年来,把
它转化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甚至转化为药品。 机

器设备的改良,使那些原本不能利用的废物,获得一

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生态科学技术的

进步,特别是化学科学领域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

的有用性质。 同时,生态科技的运用,发明和采用新

的生产工具,改进和改革新工艺方法,能够减少废物

的产生,降低污染。 可以看出,人的发展与对自然的

保护是相辅相成的,对自然的保护有利于优化人类

的居住环境,为人类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

部环境,人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反过来为

自然的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

三摇 注重实践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解决问题

的科学方法,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贯穿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

思想的中国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看作是一

个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

生态建设的统一整体,促进当代中国各项事业协调

发展和全面进步。
第一,生产上必须遵循资源节约的原则,建立一

套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世界各国普遍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模式,
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以生态产业

链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达到实现物

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从

国情出发,在立足国内、积极与国际战略同步的基础

上,我国要实现科学发展,一方面,在需要处理好开

发和保护的基础上,还必须大力树立生态资源的视

角,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

的生产方式,争取零消耗或者是低消耗,坚持开发节

约并重、节约优先的原则,逐步形成节约型的生产方

式,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要积极

开发和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加快高耗能行

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依法强制淘汰消耗高、污染

重、水平低的落后生产能力,促进能源资源的合理开

发、节约与利用。 要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

原则,加快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

率。 另一方面,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

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等

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

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逐步将资源税

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坚持谁受益、谁补偿

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

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 切实做到源头严

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从源头到过程直至后果,都
要有全方位的严格的制度保障[6]。

第二,消费上树立“可持续消费冶的新型消费

观,消除异化消费。 异化消费,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根

据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而构造出的一个相对概

念,指消费原本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但是在当今

的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的这一功能却被异化了,成为

人们为了补偿自己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

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
加拿大本·阿格尔教授指出,“异化消费冶是异化劳

动的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当劳动对人们来说是单

调、乏味、无聊的苦役,人们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就

会去消费中寻找自由和幸福的体验。 于是,人们在

追求自由的本性驱使下,把注意力转向消费领域,这
种消费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消费行为,必将对生态

环境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例如,受美国汽车文化

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追求私车与豪宅,如果在

中国每个人或每个家庭都拥有一辆汽车,那么,中国

每天将需要 8000 万桶石油,而目前世界每日石油的

产量才为 7400 万桶。 这种追求奢华的生活方式加

大了二氧化碳和有害气体的排放,能源消耗也越来

越大。 为这种奢华的生活方式付出的代价将是:我
们头顶的天空更灰暗了,河流更脏了,原生生态更少

了,我们后代的生存空间更窄了。 为此,人们必须从

单纯的物质消费中摆脱出来,追求文化和精神消费,
抛弃异化消费;改变享受型、攀比型、形式化的消费

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过大的不合理消费结构,回
归“人为何而存在冶 [7] 消费观,树立可持续的消

费观。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说明人类应该用

文明而非野蛮的方式来对待自然。 践行马克思主义

生态观遵循客观规律原则、以人为本原则的同时,又
要体现注重实践的原则,既外化为人的生产实践,又
内化为人的消费观念,使人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价值观念上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全新视角,即以人

与自然、人与人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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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托,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为重点,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这样

中国才能在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上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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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Principles for Practicing Marxist Ecological View

CHEN Hong鄄bin,LIANG Yan鄄xia
(Xiangtan University,Xiangtan 411105,China)

Abstract:摇 Marxist ecological view us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view of practice as the foundation, and emphasizes on the har鄄
mony of person to person, man and nature, man and societ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ofoundly reveals the objective laws of develop鄄
ment and changes of social relations system with the man as major body. It requires that human beings fully understand the law of na鄄
ture, grasp the law of nature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of nature, realizing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eople, nature and society. The view of practice emphasizes on people蒺s main body role, a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 is condu鄄
c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nature, and the harmony of man and nature, in turn, does good to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people. Therefore, practicing Marxist ecological view requires human beings to obey the principle of respecting natural law and people
first at the same time, and it should also reflect the principle of practice, Pay more attention to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Key words:摇 marxist ecological view;摇 peopl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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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respect natural law

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喻包庆在《探索》2013 年第 6 期撰文指出,为了解决人与自然严重失衡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要

努力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冶,而这又离不开“人类本身的和解冶。 就我国而言,为了解决日益恶化的生态

问题,实现这双重和解,迫切需要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 (一)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在全社会牢固树

立生态文明理念,能为生态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理念基础。 目前要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生态教育

对象的全民化和层次化;第二,生态教育内容的系统化;第三,生态教育方式的多元化;第四,生态教育手段的

多样化。 (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由主

要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的构建。 第一,推动节约发展;第二,推动绿色发展;第三,推动转型发展。 (三)努力实现生态文明

建设的制度化和常规化。 第一,要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第二,要建立健全权

威、高效、协调的统一管理机制,强化政府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管职能;第三,要建立健全民主、透明、公正、
科学、高效的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监督机制。 第四,要完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机制;第五,要健全生态法律制度

体系,建设法治生态。 (四)努力实现生态治理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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