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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化不仅表现在经济的全球化，也表现出生态危机的全球化。资本逻辑下的“生态性资

本主义”缺乏现实实现的可能性，生态危机的解决必须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具体表现在生态社会主义。

以“生产性正义”为核心的生态社会主义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体现了人们对正义性社会的价值诉求。

奥康纳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有其深刻和进步的一面，但理论所表现出的非彻底性、非革命性也注定其生态

社会主义道路现实实现的“乌托邦性”。对奥康纳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可行性批判，对于探索社会主义发

展道路，把握社会主义发展前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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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pital-led globalization not only shows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but also shows the glob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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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t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The “ecological capitalism” under the capital logic lacks the possibility 
of realizing reality, and the solut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must be based on socialism, which is em-
bodied in ecological socialism. Ecological socialism with “productive justice” as its core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socialism and embodies people’s value demands for a just society. O’Connor’s 
ecological socialism theory has its profound and progressive side, but the non-thoroughness and 
non-revolutionary nature of the theory are also doomed to the “utopian nature”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eality of the ecological socialism road. The criticism of the feasibility of O’Connor’s ecologi-
cal socialism theory is of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ocial-
ism and grasping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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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本逻辑下的“生态危机”——奥康纳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场 

资本主义生产与自然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奥康纳看来，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研究资本主义

生产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性问题，需要弥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空场”，实现对于马克思历史唯

物主义的“重新建构”。进一步，探究矛盾性问题下“生态危机”的根源，奥康纳从资本积累和生产技

术等角度出发，基于“双重矛盾”和“双重危机”理论展开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总之，

资本逻辑下凸显出资本反生态与反自然的本性，不仅会带来蔓延的“生态危机”，这种危机也会愈演愈

烈，造成资本主义自身统治的危机。 
在奥康纳看来，针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空场”，必须实现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建构，

实现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的相互融合。针对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建构，奥康纳一方面将“协作”

范畴作为切入点，同时重视劳动范畴的中心地位，突出“文化”和“自然”维度的重要作用，主张文化、

社会劳动与自然界“三位一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总之，奥康纳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建

构，不仅表现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生态危机的“双重批判”，更是主张探索新的社会主义模式

——生态社会主义。 

资本逻辑会造成资本的不断积累与扩张，资本的不断积累又会造成生态危机的不断加剧。“高利润

率导致了高积累率，高积累率反过来又导致了对原料的更大的需求，对原料的更髙水平的开发导致了生

产成本的降低，而生产成本的降低又会使本来就很高的利润和积累率变得更高”[1]。在奥康纳看来，资

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下，造成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双重矛盾和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地双重危机。资本主

义社会的第一重矛盾是贯穿社会发展过程始终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一个特定

形式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或被剥削)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的生产与周转之间的矛盾中的一

种。”[2]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引发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仅

是商品的生产，而且还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即对劳动的资本主义剥削过程”[3]。具体逻辑表现在：资本

的逐利性造成对劳动者剥削程度的不断加深，工人被严重地剥削，造成的后果必然是消费能力的下降或

者说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出来的商品随着社会整体的消费需求的下降而无法实现其利润。“这样，

如果其他一切条件都不变，生产出来的利润越多，或者对劳动的剥削程度越高，实现了的利润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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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就越小。”[4]而且，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大量资源堆积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造成

对工人身体和身心健康的损害，造成一定程度的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奥康纳从成本角度出发，

重视生产条件因素的考察，借由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引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实现对于资本主义

社会矛盾的补充和修正。奥康纳将生产条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进入到生产过程中的自然要素即“外

在的物质条件”；第二类是劳动者的“体力和脑力”即“生产者的个体条件”；第三类是社会生产必需

的“公共的、一般性条件”，如自然环境、社会基础设施等[5]。这些生产条件贯穿于商品生产过程中，

但它们并不拥有商品的本质，不可以当作商品来看待。但是在奥康纳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于

利润的追逐毫无疑问也会将上述三种生产条件作为商品的范畴。“一方面，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发展的

自我扩张系统，其目的是无限增长或者说钱滚钱。利润既是资本进行扩张的手段，又是其扩张的目的。

另一方面，自然界却是无法进行自我扩张的。……自然界本身发展的节奏和周期却是根本不同于资本运

作的节奏和周期的。”[6]总之，资本的本性是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抵触的，资本主义生产表现出的自我扩

张系统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同时，生产过程中也会造成对于自身生产条件的限制和损害，

从而引发由生产要素成本提高带来的“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 

总之，资本逻辑下的“生态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危机不仅会蔓延为全球性的危机，也会带来

资本主义自身统治的危机。因此，在奥康纳看来，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必须寄希望于社会主

义，具体表现为生态社会主义。 

2. 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奥康纳生态社会主义理论阐释 

奥康纳生态社会主义是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的一条显著的道路。在奥康纳看来，生态危机作为

全球性危机的一种表现，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制度影响下，所形成的原因和解决措施既有相似之处，也

存在着不同之处。区别于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阵营，生态社会主义旨在解决生态危机，具有其存在

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生产性正义”为核心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展现了奥康纳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

路径。但是，究其根本，奥康纳生态学社会主义道路不具备现实实现的可能性。 
首先，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损耗和污染更多是政治而非经

济问题；这也就是说，与资本主义的情况不同，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可能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7]。
一方面，“工业化道路”、“城市化进程”等相似的价值理念，会造成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发展进程中与

自然发生冲突，造成生态上的灾难。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关系和法律关系是不同于

资本主义世界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环境破坏的原因和影响又是不一样的”[8]。这种区别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就生产的归宿看，社会主义生产遵循生态理性原则，其目的在于满足全体人民生活的需要，

不会对自然界过度索取，而资本逻辑下遵循的是经济理性原则，资本主义生产在于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

就社会产品的最终分配看，社会主义社会遵循平等原则，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分配性正义”所造成的

形式上的平等分配。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作为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崭新的社会主义方案，不论是替代充满双重危机的资

本主义还是相较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都具有其深刻性和进步性。一方面，就生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两大阵营相比较，生态社会主义的优势主要体现为两点：其一，生态社会主义“希求使交换价值从属于

使用价值，使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这也就是说，按照需要(包括工人的自我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利

润来组织生产”[9]。可以看出，生态社会主义生产重视生产领域的公平正义，致力于满足社会整体的需

要，不会对自然过度索取和利用，从而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其二，生态

社会主义倡导“保护第一”的理念，即更好利用劳动力、技术等与机器、知识等要素的有机结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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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能源、资源的最大限度的利用和节约。另一方面，相较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生态社会主义也凸显

出进步性和优势。“传统社会主义关联于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生态社会主义则关联于生产条件的生产

和再生产。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同传统社会主义相比，其范围更为宽泛，即更为普遍化。但是，生态社

会主义同时也更为特殊化。因为，譬如它会关心某些特定工人群体的健康问题，某些特定社区的污染问

题，以及某些特定行政区的分区问题等等。”[10]奥康纳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相较于传统社会主义涉及的

范围更为宽泛，更加关注生产条件，关注自然、社会和人的协调。 

最后，以“生产性正义”为核心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展现了奥康纳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区

别于资本主义追求“分配性正义”的价值诉求，奥康纳生态社会主义更多的体现“生产性正义”的价值

诉求。“生产性正义强调能够使消极外化物最少化、使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具体劳

动和使用价值)，因此，正义之惟一可行的形式就是生产性正义；而生产性正义的惟一可行的途径就是生

态社会主义。”[11]在奥康纳看来，“生产性正义”一方面重视社会整体的权利和要求。另一方面，在肯

定人类社会改造自然的作用的同时，也发挥“自然的自主运作性”的作用，从而更好实现自然与人类社

会的和谐，实现生态良好。 

3. 对奥康纳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可行性批判 

奥康纳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极强的针对性。我们一方面要肯定奥康纳生

态社会主义理论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更多地要看到奥康纳生态社会主义现实实现的

“乌托邦性”。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坚持辩证思维，立足于具体的时代环境和现实条件的变化，展开对

于奥康纳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可行性批判。 

奥康纳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有其深刻的一面。首先，它是对探索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升华与具体

阐释，是对社会主义多样性道路的丰富和补充。奥康纳从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出发，主张社会主义与生

态学的“联姻”，认为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之间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恰恰是相互补充的，从生态保护的

角度论证了生态社会主义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探索模式，也为我们把握世界

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和发展前景提供了新视角。其次，奥康纳生态视域下的资本主义批判，各种新社会

运动、绿色思潮不断涌现，也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前途的危机性、不可持续性，随着生态危机的不断加

深，资本主义内部反资本主义的力量也会不断壮大，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这也为我们了解当代资本

主义的发展状况以及探索可持续性发展道路提供了帮助。 

但是，奥康纳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彻底性和实践的非革命性注定其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现实实现的

乌托邦性，即奥康纳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不具备可行性。首先，奥康纳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

人物，其所遵循的理论范式和具体路径并没有想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的根本，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换句话

说，奥康纳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生态社会主义方案，是在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实现对于现实

资本主义的修补，本质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是“改良社会主义”而非“革命社会主义”。其次，奥康

纳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理论将矛头直指人与自然的矛盾，而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这些

更为根本的矛盾却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这也决定了其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不可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事实上，生态危机是经济危机在新时代中的延伸性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范畴，

只有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才能有效解决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最后，针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具体实现路

径，奥康纳全盘否定“分配性正义”的价值诉求也是值得反思的。一方面，“分配性正义”的价值诉求

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社会一定发展阶段和过渡阶段也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能全盘否定。

另一方面，追求“生产性正义”的价值诉求也要充分考虑现实社会条件和社会发展阶段，脱离具体的社

会条件转而抽象的追求“生产性正义”也会凸显出其实现的“乌托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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