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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s Capital is not only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ork that Marx spent his whole life to complete in 
his mature period, but also a work that shows Marx’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But there are 
many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apital. Through the “deep cul-
tivation” of the text, we find that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s in 
Marx’s capital, either explicit or implicit. Facing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n Marx’s capi-
tal, we need to grasp it comprehensively and completely. Th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these 
controversies on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n Marx’s capital and the clarification of its ob-
vious or hidd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have great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for China enter-
ing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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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成熟时期耗费其毕生精力完成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彰显马克思生

态文明思想的著作。但是关于内蕴于《资本论》中的生态文明思想存在着不少争议。通过文本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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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我们发现马克思《资本论》中具有大量的生态文明思想，这些思想或显性或隐性。面对马克思

《资本论》中或显或隐的生态文明思想需要我们全面、完整加以把握。讨论与分析马克思《资本论》中

生态文明思想的这些争议、厘清其或显或隐的生态文明思想，对于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

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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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态环境问题逐渐凸显。此外，特

别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对于生态这一问题场域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学界中就生态文

明思想的研究和探讨不断增加。但是，对于马克思《资本论》中是否存在生态文明思想有着或多或少的

争议。面对这些争议，我们需要从文本中进一步厘清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生态文明思想，无论是其显

性的或是隐性的，我们都需要加以进一步言说。从学理上进行这些争议的厘清和内容的呈现，不仅可以

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时代内涵，也可以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更好地指导我国

的生态文明建设。 

2. 有与无：马克思《资本论》中生态文明思想之争 

一直以来，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其是耗尽了马克思一生心血的不朽著作——《资本

论》——是否存在“理论空场”争议不断。对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存在着大量的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

内容，不管是《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学界基本认同这样一种观点：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确存在着生态文明思想，尽管这些思想并没有存在于专门撰写的著作中。但是，

关于《资本论》中是否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国内外学者各持己见。 
就国外学者的研究来看，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中的确存在生态文明思想。比如，福斯特、

岛崎隆等人对于马克思理论著作中的生态思想持肯定态度。福斯特(J. B. Foster)不仅认为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对生态极限和生态可持续性问题表现出深切的关注”[1]，而且，他还认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

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2]。日本学者岛崎隆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本来就带有‘绿色’的

一面”[3]，“马克思确实有着丰富的环境思想”[3]。 
但是也有学者对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中蕴含的生态思想持否定态度。比如，沃斯特(Donald Worster)

认为在马克思身上“无法找到多少对包含任何古老的自然观的关心以及对环境保护的任何关注”[4]。奥

康纳(James O’Connor)则明确指出“《资本论》并不包含一种自然和生态学理论”[5]。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认为《资本论》“不仅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当代世界毫无益处或没有用处”[6]。 

在上述论争下，我国学者也对《资本论》中生态文明思想作出了进一步探析和研究。比如，中国马

克思恩格斯研究会会长韦建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向时，坚持

社会视角和自然视角的统一，既周密分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又高度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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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科学地揭示了这两种关系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辩证联系”[7]。我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刘

思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哲学、经济学家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而且是生态学家”[8]。
哈尔滨工业大学解保军教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生态学家，尤其是人类生态学家，

是社会生态学家”[9]。陈凡和杜秀娟在其文章中指出，资本主义越是出现或突发生态危机，马克思“《资

本论》中的生态学价值”[10]就愈发凸显。除上述持肯定态度外，国内学者对于《资本论》中的生态文明

思想持否定态度的几乎很少。 
从上述分析可以指认出，马克思的《资本论》确实存在着生态文明的争论，国内外学者在其理论研

究上也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只要愿意在其著作中进行文本的深度耕犁，还是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关于马

克思生态文明的思想火花。只不过这些点滴火花是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内嵌于《资本论》中的。 

3. 显与隐：马克思《资本论》中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容 

马克思《资本论》是一部内涵丰富的伟大著作。蕴含在其中的生态文明思想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呈现

着，这需要我们走进《资本论》，走进这一思想宝库中去探寻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通过文本的深度

研读，我们发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生态文明思想以显性样态呈现出的理论主要包括：物质变换裂

缝理论、循环经济理论、自然生产力理论。以隐性样态呈现出的理论主要包括经济危机理论、阶级斗争

理论、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双重自由”即“自然自由”和“人的自由”思想。可以说，正是通过这种一

显一隐的方式，马克思将《资本论》中的生态文明意蕴凸显出来。 
(一) 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循环经济理论与自然生产力理论 
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循环经济理论以及自然生产力理论以显性样态呈现于马克思所写作的《资本论》

当中。仔细研读这些理论，我们可以更加深入了解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 
物质变换裂缝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人与土地之间出现裂缝，这种裂缝正是随着资本主

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工业与农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出现的。因此，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阐

述了以下基本事实：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取利润是生产的直接目的，这导致了对大工业与大规模农业

的不断追求，以及大量工人与土地的需求；因此人与土地的分离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前提与最终

结果，这种分离切断了人与土地的直接联系，使二者都从属于资本；当人与土地的直接联系被资本所中

介后，人与土地、社会与自然的整体性就会出现所谓的“裂缝”，此时，“物质变换裂缝”就不可避免

的显现了。从理论的一般意义来看，“物质变换裂缝”理论既不是“环境生态学”，也不是“社会学”，

而是强调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类间双向关系的生态文明思想，这对于当代社会中和谐处理人类与社会

“物质关系”具有良好现实启思。 
循环经济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循环经济的重要作用，强调了发展循环经济的如下

四重作用。首先，发展循环经济有助于减少污染，提高环境质量。当生产者能够自觉的将工厂排泄物、

废料等再次使用时，对于河流、湖泊的污染便相对减少，从而缓解生态破坏程度。其次，发展循环经济

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益。马克思提到：“这种废料——撇开它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会按照它

可以重新出售的程度降低原料的费用，因为正常范围内的废料，即原料加工时平均必然损失的数量，总

是要算在原料的费用中，在可变资本的量已定，剩余价值率已定时，不变资本这一部分的费用的减少，

会相应地提高利润率”[11]。再次，发展循环经济也有利于缓解资源短缺状况。在谈到废棉在生产过程中

充当原料再次使用时，马克思认为这种废棉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用印棉代替美棉所造成的废棉损失。最

后，马克思强调通过机器的改良作用可以在社会生产中添加动力，从而促进生态进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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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12]。马克思重视废

弃物的二次使用，指认出“废料”“废棉”等可以经过循环加工或使用或后产生额外的生态效应，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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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分析中也进一步明确了其循环经济思想，而这一思想在当下语境中对应的即是循环经济思想，对于

发展生态和促进生态文明的形成具有现实意义。 
自然生产力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突出了自然生产力在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论述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时，马克思说：“那个利用瀑布的工厂主的超额利润……所用劳动的已经提

高的生产力，既不是来自资本和劳动本身，也不是来自某种不同于资本和劳动、但已并入资本的自然力

的单纯利用。它来自和一种自然力的利用结合在一起的劳动的较大的自然生产力”[13]。但是对于土地资

源和水利资源，马克思指出这二者皆是有限的：“占有瀑布的那一部分工厂主，不允许不占有瀑布的那

一部分工厂主利用这种自然力，因为土地是有限的，而有水力资源的土地更是有限的”[14]。因此，马克

思进一步分析道，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获得高额利润而过度地剥削自然力，

实质上就是剥削地球的躯体和人类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因为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

剥削地球的躯体、内脏、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15]。在马克思看来，不管是自然生

产力亦或是社会生产力，它们都作为生产力，对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面对自然

力这一稀缺资源，必须合理地、可持续地加以利用，从而更好地引导生态文明建设。 
(二) 经济危机理论、阶级斗争理论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双重自由”思想 
不同于上述显性样态，其隐性样态同样存在于或者说内嵌于《资本论》中。这一隐形样态所包含的

理论包括经济危机理论、阶级斗争理论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双重自由”思想。 
经济危机理论。蕴含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第一个隐性生态文明思想是其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通过阐明资本的趋利本性，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形成，从而透视出资本主义生态破

坏的必然性。“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

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6]。
资本主义不顾群众的贫困，无止境的发展生产力，不择手段地提高生产力，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和

谐。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这样的危机不仅仅包括

经济领域，还包括生态领域。基于这一隐性表达，马克思向我们展现出其保护生态环境、预防生态危机

的思想。 
阶级斗争理论。蕴含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第二个隐性生态文明思想是其阶级斗争理论。在马克

思的言说语境之中，一切阶级斗争，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经济利益这个轴心而展开的。阶级斗争是阶级

关系中的一种，它是阶级对立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根源是阶级之间物质利益的根本对立，

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冲突。恩格斯指出：“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

系的产物”[17]。事实上，阶级斗争本质就是为了争夺经济剩余的斗争，只要社会生产还不足以让全社会

共享，阶级斗争就不会消失。如此一来，在不断争夺经济剩余之时，人们往往利用工具等外部手段谋取

自己所需，不自觉的对整个自然界产生破坏，从而造成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除此之外，“阶级斗争带

来了远不止发生在工厂层面上的围绕着公司利益关切的政治较量。……长期以来，阶级斗争以不同的途

径与形式参与到抗拒由大片生态系统的被占领与私有化构成的广泛性统治与控制形式以及相应的解放潜

能的活动之中”[18]。事实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内嵌于《资本论》中的隐性线索之一，不仅是马克思主

义政治文明理论内容，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重要内容。 
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双重自由”思想。蕴含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第三个隐性生态文明思想是其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双重自由”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分析和充分论证资本主义社会中

存在的基本矛盾的不可解决性，在此基础上，他描绘出了一幅共产主义的美好画卷，在那里人与人之间

的和解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解将成为应然状态。在谈到未来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会处于何种关系时，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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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道：“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

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

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9]共产主义社会得以产生的前提之一是人们自由、自觉地进

行生产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自由是存在两个向度的，即“自然自由”和“人的自由”。

马克思认为，当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自然界获得了“解放”，摆脱了被人们“控制”地状态，此

时的自然界是一种“纯”自然，不受外界污染的自然。与此同时，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思想觉

悟程度极高，自觉意识最大化，人们不再从自然界中盲目汲取资源，从而将自然界以其原本该有的状态

释放出来。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

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

使用”[20]。这里马克思用“自由人联合体”作为《资本论》的理论假设，就是指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

社会中，生产资料归公共所有，社会产品也是归公共所有的，而个人劳动力作为社会劳动力的一部分，

是真正自由的。由此，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的一切活动才能按照人的本性和自然界规律合理地

加以调节，从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由上所讨论的可以看出，在《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中，马克思正式通过显性与隐性逻辑来进一步

阐述其生态文明思想，这一独特的写作范式同样需要我们加以认真对待。 

4. 破与立：马克思《资本论》中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审视 

通过上述争论及其显隐内容的探讨，我们在今天依然能够感受和体会到马克思《资本论》这部经典

之作的生态意蕴及其理论魅力。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砥砺奋进，但是，在经

济社会全面发展中所产生的生态问题也愈加突显，尤其是需要破除所谓的“生态中心主义”错误思想。

此外，那种将马克思《资本论》整部著作解读为“纯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观点也需要加以破除。因此，

重新审视马克思《资本论》生态思想，萃取其生态精华，有利于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引领，树

立生态榜样。 
(一) 破“片面解读”论，立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 
在《资本论》这部科学巨著当中，除了生态文明思想的争论，还存在“片面解读论”。具体来说，

学术界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属性定位存在分歧。一般认为，《资本论》无疑是一部辉煌的经济学

著作，这可以从马克思《资本论》的章节内容中得出结论。但是，不能因为肯定《资本论》的政治经济

学性质, 而忽视、甚至否定这部经典著作的哲学性质。从哲学层面来说，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旨归

仍然是寻求人类解放、实现人类自由。尽管是以“商品”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微小元素来开始其阐述的。

我们认为，《资本论》既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更是一部人类学著作，不能仅仅

在《资本论》的字里行间中发现有关经济学的范畴就想当然认为这部经典之作就是“纯经济学著作”，

也不能仅仅片面认为是一部“纯哲学著作”。我们的态度是，全面把握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资本论》

这一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要求我们，运用历史思维看待事物，以联系、发展、辩证的方法

去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因此，我们需要破除对于《资本论》的单一理论性质，破除单一性和孤立性。 
(二) 破“生态中心主义”论，立生态系统观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催生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兴理论分支。在生态学马克思

主义与西方其他绿色思潮的激烈争论中，逐渐演化出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以“自然价

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学说根基，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于近代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

及建立在这一价值观基础上的科学技术，并把生态保护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立起来，以反人道主义和

降低人类尊严的方式，通过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来解决当代生态危机[21]。这一“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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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义仅从人类意识、道德层面来讨论自然危机产生的根源和矛盾，倡导人改变自身定位，以大自然

为中心，这其实是环境决定论”[22]。在我们看来，对于“生态中心主义”的这一观点，我们在理论研究

和社会实践中都应当加以摒弃和破除，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生活，树立生态系统理念。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在摒弃“生态中心主义”的错误概念下，创新性构

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体系，不断践行生态民生观、生态法制观、生态红线观、生态安全观及绿色发

展观，以系统性、全局性、整体性视域建构着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动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化、民

生化、科学化，进一步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三) 于破与立中，启发生态文明建设理路 
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不能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脱节，而生态文明的建设既离不开理论指导，也离不开

实际践行。为此，我们需要在对马克思《资本论》生态思想的争论中破除“生态中心主义”的错误思想，

逐步形成经济发展的生态系统观。反观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意蕴及旨趣，无不是在这种

破和立中发展起来的。具体而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平衡了外部自然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破除了人类中心主义错误思想；“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

破处了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想；“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体现了生

态文明建设的人民性，破除了西方民粹主义的错误思想。在破除错误思想或观念的基础上，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也建立了生态文明建设方案，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开辟了新的样态。总之，生态文明建设朝着

更加高质量的发展既不能缺少思想和理论错误思想的破除，亦不能缺少实践中错误思想的破除，只有在

这二者的辩证统一中，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做得更好、走得更远。 

5. 结论 

综上所述，马克思《资本论》中所蕴含的生态文明思想仍未过时，其理论魅力、思想张力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依旧得到彰显。尽管在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生态文明思想仍被学者们争

论，但我们能够在争论中进一步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并进一步审视当代生态文明建

设，这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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