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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中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陈冬颖*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摘  要：《资本论》中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生态批判及其解决为逻辑主线，内容论及自然界是人

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前提和条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及其断裂、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对劳动力和自然界的双重剥削、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共产主义“自由王国”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复归六个方面，极具理论价值和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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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爆发，让世人切身

遭受自然界的报复。面对日趋严峻的生态挑战，马克思主义研

究者纷纷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寻找危机成因分析和解决出

路探索的思想资源。《资本论》因其富含生态论述、深蕴生态思

想而成为学界争先研究的对象，更因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

生产方式内生固有的反生态性质、保有对“人类解放何以可能”

的前瞻性生态省思而成为重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密钥。 

一、文本根柢：《资本论》中的生态论述 

《资本论》第一卷中的生态论述围绕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对

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及其解决展开，内容论及自然条件及其对

人类生存发展的作用、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及其断裂、自

然界和劳动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条件对工人分工

和劳动时长的影响、自然物的再循环与废物的再利用、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界和劳动力的双重剥削破坏及其解决、自然

界的规律及其作用、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应用导致的多重恶果及

其批判等。 

《资本论》第二卷中的生态论述围绕资本在流通过程中对

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及解决展开，内容论及自然条件及其对人

类生存发展的作用、自然界和劳动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界和劳动力的双重剥削破坏及其解

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态原罪及其批判、自然界的规律及

其作用、技术革新应用对劳动生产力的推动等。 

《资本论》第三卷中的生态论述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

中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及其解决展

开，内容论及自然条件及其对人类生存发展的作用、人和自然

之间的物质变换及其断裂、自然界和劳动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

的源泉、自然界的规律及其作用、自然物的再循环与废物的再

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界和劳动力的双重剥削破坏及

其解决、资本对自然力的利用、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等。 

总体看来，《资本论》中的生态论述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生态批判及其根本解决为逻辑主线，贯穿资本的生产过程、流

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内容论及劳动价值论、剩余

价值论、资本积累论、资本循环论、资本周转论、社会总资本

再生产论等，深蕴极富现实解释力和实践指导力的生态思想。 

二、意涵要义：《资本论》中生态观的叙事维度 

1.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前提和条件。人是天生的

自然生物和社会存在物，自然界对人有生存价值。人一旦离开

了自然界，就将失去延续生命的生活资料、改造世界的劳动空

间和生产商品的物质材料，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人的生命自然

和社会自然都将受到严重威胁。对此，马克思专门提到机器大

工业时代英国工厂存在的“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

震耳欲聋的喧嚣等”[1]490 工人的劳动环境问题对人的一切感官的

损害乃至生命的威胁。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在资本主义体系

中已经降格为资本家规划下的单纯有用物，成为资本家借以剥

削雇佣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的中介和手段。 

2.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及其断裂。马克思指出：“劳动

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

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207-208 物质变换表明

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材料、能量和信息的交换，通过这种交换，

人同自然建立起了有机联系。但在资本主义货币化生存世界中，

原初状态的一切都发生了异化扭曲。主体方面，资本家成了资

本的人格化，工人成了机器的奴隶。对象方面，自然界成了单

纯的有用物，任由资本掠夺和破坏。中介方面，劳动本身及其

过程和结果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结果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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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的自然规律被打破，一条无法弥补的裂缝出现了。 

3.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区别于政治

经济学家单方面宣称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错误论调，马克

思坚称自然界也是财富的源泉。自然条件和自然环境不仅影响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也会影响剩余价值的转换

率与劳动的生产率。当然，自然界本身是没有价值的，自然界

是因为具有满足人们需要的自然属性才获得了使用价值。在资

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自然界异化为私有财产、变成了社会财

富和政治权力的象征，谁占有更多更大的自然资源，相应地就

拥有更多更大的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资本家阶级正是因为垄

断了自然资源才实现了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和压迫。 

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力和自然界的双重剥削。资本

必须同时占有雇佣劳动力和自然界，一方面，“资本由于无限度

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3] 306，导致工

人因过度劳动而短命早死。另一方面，资本把土地变成了剥削

工人阶级、实现价值增殖的中介和手段，由此造成地力严重损

耗。在这一过程中，机器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机器越进化、

分工越发展，工人越是朝着“单面人”的方向畸形发展，自然

资源越是遭到肆无忌惮的掠夺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阶

性发展导致严重的生态问题，结果是，自然界为人类的罪恶行

径买单，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逐渐走向崩溃的边缘。 

5.废弃物的循环利用。马克思认为，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

泄物的利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扩大，通过废物利

用的方式来节约成本将成为必然。马克思坚持“技术中性论”，

强调技术进步对于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再利用的决定作

用，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会深化人们对废弃物和污染物的

成分、属性和用途的认识，而且会促使废弃物和污染物所具有

的使用价值得到充分开发利用。随着技术的持续进步，人对自

然界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必将大打折扣，技术本身也会随着

资本主义应用的废除而扬弃异化性质、复归纯粹造福人类社会

的本质。 

6.共产主义“自由王国”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复归。想

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复归，首先就要从根本上变革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由它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体系，在此

基础上正确认识自然规律及其作用，进而敬畏自然、利用自然，

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马克思指出：“自

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4] 928-929

不难看出，自由王国是在必然王国充分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彼岸

王国，在这个王国里，人、自然和劳动分别实现了各自的本质

复归，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必将实现本质复归，真正走向

和谐共生与协调发展。 

三、独特价值：《资本论》中生态观的理论贡献 

1.之于马克思生态观的“成熟典藏”。《资本论》之于马克

思生态观的特有价值，首先在于它把实践劳动明确界定为“调

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 208，实现了从本体

自然观到实践自然观的转化。其次，《资本论》赓续了《德意志

意识形态》对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划分，把人类社会发展理解为

一个“自然史的过程”，丰富发展了马克思的人类史与自然史辩

证统一观。马克思以资本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资本的自然史

研究，揭示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在自然史的基础上得出

了人类史的结论：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所取代。 

2.之于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核心典籍”。区别于马克思

哲学文本、科学社会主义文本和其他政治经济学文本对马克思

主义生态理论的表达，《资本论》中的生态观具有鲜明的政治经

济学理论特色。其叙述从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资本主

义生产的总过程三个维度纵横展开，内容论及劳动价值论、剩

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资本循环论、资本周转论、社会再生

产理论、平均利润理论、资本主义地租理论等。马克思在批判

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机理，

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生态负效应，进而在扬弃资

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构建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中强调复归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状态及其重要意义。 

3.之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传世经典”。《资本论》之于人

类文明思想史的突出贡献在于它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

式生态批判的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研究范式，奠定了生态危机成

因反思与出路探索的基调。一方面，《资本论》把生态环境问题

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对自然界和劳动力的双

重剥削破坏，指明了生态危机成因反思批判的方向和矛头。另

一方面，《资本论》基于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预测了未来社会

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共生与协调发展的应然状态，提出了“设想

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6] 96 和构建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从而为

实践中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复归提供了行

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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