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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三维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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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构建了以经济、政治、文化为一体的生态思想。他们从自然生产力和循环经济论两个方面论述了生

态思想的经济维度；从资本主义政治性的角度阐述了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并提出树立人、自然、

社会和谐共处和生态科技的观念以解决人类社会持续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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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存在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随

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从迷信转变为科学地对

待——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马克思恩格斯早在

资本主义社会环境问题刚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已经洞察到其

深刻的内涵并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以及指出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科学之道。

1.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经济维度

马克思恩格斯从经济角度阐释了自然生产力的重要性，

形成具有经济维度的生态思想。这一思想包含了自然生产力

论和经济循环论，二者之间逻辑严密，层层递进，即人类在

利用自然生产力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会在不同的生产环节产

生废弃物，但这些废弃物在其他生产过程中可能用作原料，

从而形成生产环节的废物利用和经济环节的循环往复。

1.1 自然生产力论

马克思自然生产力是生产力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首先，自然生产力能够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影响，并能

够创造一定的生态财富和经济财富的自然力。劳动和自然力

的结合才能创造财富是马克思所秉持的观点，他认为单纯的

劳动并不是一切财富的来源。正如他所说的：“劳动不是一

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

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

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1] 其次，人类社会发展的整

体生产力是由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二者的相互作用形

成的，而在形成这个生产力过程中，马克思认为“人和自然，

是同时起作用的。”[2] 在经济再生产的过程中，任何社会的

某个部门总也是和一个自然再生产过程相互交织，比如，“农

业生产就可以使自然生态系统的各种物质循环与能量转化

达到动态平衡，进而提高整个生物圈的生产能力。”[3] 这充

分说明了自然资源作为自然生产力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

1.2 循环经济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描述过资本家为了使剩余价值

最大化而想尽一切办法节约成本，其中就有减少生产过程中

排泄物这一举措。马克思认为，在一个部门被抛弃的排泄物

可能是其他部门的生产原料，如果把废弃物放对了部门也能

发挥其重要的作用。比如人们的消费废弃物在某种程度能促

进农业发展。因此，马克思主张废物通过重新加工后继续使

用，或者直接用作生产资料，这样废料就重新具有了商业价

值。而在这些废物重新利用时技术进步尤为重要，不管是

通过对机器的改良还是资源的重新归置都离不开科学技术。 

“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

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特别

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4] 马克思认

为，科学技术进步不仅能够清洁生产，还能使废弃物得到重

新利用，这样的生产装置还也在很大程度上也减少了对生态

环境的破坏。

2.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政治维度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蕴含环境问

题是特殊的政治问题、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环境问题的根源的

政治之维。从政治角度出发研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有

利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和成果。

2.1 环境问题是特殊的政治问题

按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自然界和人的各种

实践活动是相互联系的。在历史上发生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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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与其当时的政治因素是分不开的。因此，环境问题不仅时

关乎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和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

题。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本性，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

所处时代发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直接原因。恩格斯曾

在英国城市的工人区亲眼目睹由于生存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工人没有清洁的资源可利用而染上各种疾病的惨状，这是资

本家对自然和工人双重剥削的而导致的，这也使资产阶级与

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长此以往发生斗争也是必然

的。恩格斯从生态政治的角度分析了资本逻辑的本质并得出

环境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的结论。

2.2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环境问题的根源

自然界是人类物质资料生产和社会经济财富增长的基

础，因而应该被人所尊重和保护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但资

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本质使资本家不计后果地破环和掠夺自

然资源，从而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破坏。资本主义大

工业发展使人口都聚集在城市中，人口的大规模聚集加快环

境污染的速度。恩格斯说： “人口的工厂的集中，城市规

模的扩大，也使城市生活中的生活排泄物和生产排泄物迅速

增加和相对集中，从而造成了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和城市环

境的局部的甚至是严重的污染。”[5] 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在

化肥和农药使用下造成土地的污染和地力的浪费。为了获取

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往往是无视自然本身的

价值和利益，这一行为直接导致环境的污染和严重的生态破

坏。从以上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

化的动机导致对自然的非法占有和剥夺是造成生态环境问

题的直接原因，只有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这一问题，从而将自然与人从对立转向统一。因此，生态危

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不仅要从经济角度看，更要从资本

主义制度的政治性角度来分析。

3.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文化之维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内涵了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

处的生态价值观、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的科技观。这样的文

化观对于当下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树立生态意识具有重

要意义。

3.1 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的生态价值观

价值观从来都是文化体系中的核心部分。作为理性思想

和科学技术进步发展结果的资本主义也盛行“人类是自然的

主宰者”的说法，为资本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提供堂而皇

之的理由。人类中心主义正是在这个时候强调人的主体性，

将自然界和人类对立起来，并强调对待自然界应该以人的利

益为尺度，一切为了人的发展。但马克思却认为这是对人类

主体性的片面强调。他认为人类对任何自然资源都不存在支

配和占有关系。他说“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

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

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于一

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所有者。”[6] 人生

存于自然环境中并与自然环境一起发展。自然为人提供了衣

食住行的基本物质资料，一旦离开自然人将无法存活。人对

自然并不被动地接受，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借助自然条

件改变动植物的性质从而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能使自然更

好地服务于人。但人对自然也不能为所欲为，能动性也只是

“把整个自然界——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作为人的生

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7]

也就是说，人对自然施加的措施只是在改变人无机的身体。

由此可见，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就是对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

的破坏。人应该平等、友好地对待自然，因为这也是对待人

类自己。

3.2 经济发展和保护自然的生态科技观

在自然界可承受范围内发展经济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

想要实现的目标，也是人类面对的一个现实难题。对此，马

克思恩格斯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解决这一难题还得靠科

学技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科技即可以为人所用以发展

社会，也可以人类造成灾难。科技用于生态方面可以为人

类提供清洁的资源，但如果利用不好也会给破坏自然环境。

解决经济发展的同时又保护自然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其

中，生态科技是关键因素。 “机器的改良，废料减少了”[8]，

显而易见，这是生态科技的发展造就而成。随着生态科技日

新月异的发展，部分工业废料也能得到重新利用。生态科技

的发展将会使生产模式向可循环经济转变，实现废物最大化

利用以达到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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