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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early implementation of capitalism and rich natural resources is adapt to 
the era of extensive economy,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rely on science and technolo-
gy of the natural plunder, indisputable fact is that, whether it’s easier to get or develop, capital 
under the drive of interests are bound to lead to excessive 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inevitably 
means high consumption, high production of both promote each other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finiteness of natural resources, raising the ecological crisis. The autho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abor alienation, alienation consumption and natural alienation to reveal the role of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capital movements in the ecosystem, the endless argument associated the alienation 
of the final orientation of a chain reaction: the ecological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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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众所周知，早期的资本主义贯彻的是与自然资源富足的时代相适应的粗放型经济，而现代的开发则依赖

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掠夺，不争的事实是，不管是获取容易还是开发难，资本在利益的驱动下都必然导致

对资源的过度消耗，高生产必然意味着高消费，两者的相互推进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相互作用，必然引

发生态危机。笔者通过分析对异化劳动、异化消费和自然的异化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来揭示资本运动中

的反生态性，即论证首尾关联的异化连锁反应的最终导向：生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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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的“辩证关系” 

在靠异化劳动积累的死劳动运转的市场，商品的生产和需要不是对接的，互为选择的，而仅仅是在

市场暗示的情况下虚假的“双向选择”，资本完全掌握了对产品支配的话语权，从而人的主体性缺失了，

即对事物价值的客观性和主体性的判断、权衡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人需求质量的下降和由广告媒体

灌输的“符号化”消费即“由社会作用而产生的对商品的间接和派生兴趣”[1]为主导的消费大行其道。

消费的异化由此产生，所谓“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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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此可见，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两者是相互推进的

关系。“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者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便

越少，并且越加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模仿马克思的逻辑，在将幸福等同于受资本主义消费文

化主导的广告所支配的对物质商品的占有和消费活动的异化消费中，劳动者对这种“虚假需求”越是渴

望，他能够的到的真实满足就越少，并且越来越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选择性。 
资本的扩张性要求生产的发展，而这些发展又需要越来越多的消费进行补偿。马克思指出：“没有

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资本主义

将人的劳动和需求和资本的要求紧密地联系起来，使人变得单一化、片面化和僵化。在弗洛姆看来，当

代人“对闲暇的消费，就像他所买的商品一样是由工业所决定的，他的趣味受到控制，他想看和想听的

是社会允许他看和听的东西；就像其他东西一样，娱乐也是一种工业，消费者被支使去买娱乐就像他去

买衣服鞋子一样，娱乐的价值取决于它在市场上的流行与否，而不是从个人的角度去衡量”[3]。也就是

说，资本家生产什么和消费者缺乏什么变成了单向一体式的，消费者只能被动和盲目的接受。并且，与

其同时资本家顺理成章地将成本危机转嫁于消费者的购买力，加重了劳动者的异化程度。可以说，异化

劳动必然引起异化消费，人在劳动异化中遭受苦难，亦在消费异化中寻求心灵安慰，这种恶性循环日益

加深了人的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在异化劳动中，劳动仅仅作为生产财富的手段离人而去；购买

力成为人衡量幸福快乐与否的唯一标准。在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的盘剥下，劳动者不仅为了生计还要为

了异化世界催生出的虚荣心和其创立的“世俗”眼光而不得不放弃“个人的自我实现的所有其他可能

性”。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把对个人的自我确认和人际间的尊重等同于对商品的占有和消费”[4]。
这种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形成的消费主义正是利用了人的价值观的可塑性，对其进行了异化消费的扭曲，

造成了混沌的价值观和个人认同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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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成本危机”到“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表现形式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指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

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即私有制生产关系同生产不断社会化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

危机的理论分析的侧重点在于生产的经济领域，对于消费和生态层面上并未明显谈及，这不仅由于时代

的局限性而造成的理论空场，而且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也在为适应统治要求而不断变化着自己的统

治形式，探索着危机的排解方式。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

生存下去”[5]，也正是因为资产阶级要生存下去，因此在它不断变化着自己的统治形式，较为突出地体

现在国家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具体来说，在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治领域的操控有助于

掩盖、安抚经济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是靠向人们许诺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

商品实现的，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会走向一种过度生产。”[6]但是唯一不变的是，资本主义生

产体系依然遵守着资本的逻辑。与人们能自发地限制自己的需要不同，资本具有扩张性，“它必须到处

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7]。“生产过剩的瘟疫”只有在异化消费下才能得到缓解、喘息，然

而资本的生产无节制、异化消费的无底洞最终只能导致自然的异化：污浊、肮脏和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

了人们生活的要素。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在剥削社会中，对自然界的损害加剧了对人的损害。” 
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危机的过程，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方式产生内在的矛

盾根源是致命性的，产生资本和毁灭资本走的是同一条发展路径，正如“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

的是一条道路”。“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来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

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8]笔者正是根据这个基于唯物史观的角

度上中肯的论断来展开思考的。笔者认为从经济危机形态到生态危机形态之间的逻辑沟连在于“成本的

危机”。成本的危机表现为“高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基础设施和空间”[9]。这是因为，资本为了获

得超额利润，便在剥削劳动者的同时无节制地搜刮自然而导致的反作用力，即成本的越来越难以获得和

成本的代价的越来越高昂。 

3. 资本主义生产的反生态性 

资本主义关注环境问题，对生态的投入完全基于将自然界仅仅作为生产资料的前提下进行的，道德、

价值的呼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压力仅仅是次要的，因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

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外部的感性世界是劳动者用来实现他的劳动，在其中开展他的劳动活动，用

它并借助于它来进行生产的材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下，就自然不再是人的无机身体而言，

自然界异化了。无限地发展生产仅仅只是梦想，生产需要有对象，作为对象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恢复

周期也是极其漫长的，特别是对于“损伤性”退化的恢复。因此，马克思主义强调：“应该责备的不仅

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

义的生产方式。”[10]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批判才是首当其冲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破

坏是同一历史过程，也就是说资本的发展是以压榨自然界为垫脚石的，必须强调的是“人是自然界的一

部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加深的劳动异化、消费异化、自然的异化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只有消

灭私有制，扬弃资本主义反生产生态的生产方式才能够铲除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态危机的根源。 

4. 生态危机呼唤“生态革命” 

综上所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的逻辑的指认是有的放矢的，因此对于生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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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探讨园地上成长出许多学派观点。如果革命分激进派和改良派的话，那么笔者在这些思想中抓出

“典型”作了这样的区分并评述其观点：主张“改良法”的生态中心主义的基本理论特点在于把生态危

机的根源归结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世界观”，认为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解决办法主要应致力于

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改变。从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点来看，首先，他们忽视了“人创造了自然”，自然

相对于人类来说，被人们进行了对象化认识了后才是“现实的”，并且保护自然的最终目的也是从人类

自身价值的尺度出发，维护人的生命、生产、生活活动。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与人分

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就是无。”这个“无”的意思就是说对人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即与人分离的荒

野同飘渺的天国一样与人构不成关联。甚至可以说，没有纳入人类实践领域的自然、事物都是毫无意义

可言的。因此生态中心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片面的，同时他

们寄希望于世界观、价值观的变革，单纯地从人和自然的关系角度、抽象的哲学世界观的维度，通过道

德伦理的反思去实现当下生态问题的解决，这种论调是虚弱的。只有推进当前的矛盾并使之处于激化状

态才能找到社会变革的动力，真正实现一种生态革命，要想消灭它，必先加强它，这是活生生的辩证法。 
“马克思拒绝对异化问题的纯哲学解决方案，坚持认为‘只有在实践的王国中，在人类历史中，才

能发现解决人类对自然异化的方案’。”[11]因此在笔者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才是解决社会和自然之间

关系的激进方法，因为马克思的社会——自然的辩证法强调了社会和自然的相辅相成性、统一性。在资

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者和自然都要受阶级统治的剥削，因而，他们将随着阶级统治中解放出来而

获得自由”[12]。“转变的顶点，是全面的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的掘墓人，必须将生态危机

演变成一个行将进行的生态革命才有望拯救、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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