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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科技的飞跃和经济的繁荣，与此同时，严重的生态危机接踵而来。如今，治理生态

危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必须面临的难题。福斯特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中的杰出代表，

强调深入挖掘并重建马克思的生态观，以此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全面、深刻、具有指导意义的生态批

判，寻求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案。这对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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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re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have promoted technological leaps and eco-
nomic prosperity. At the same time, serious ecological crises have followed one after another. To-
day, managing the ecological crisi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re difficult problems that we must face. As an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the Ecological Marx-
ism school, Foster emphasized the deep exca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arx’s ecological view, 
so as to carry out a comprehensive, profound and instructive ecological criticism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and seek solutions to ecological problems. This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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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生态危机的蔓延和人类社会认识水平的提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为解决当前紧迫的生态问

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传统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一直与阶级斗争、经济和社会革命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福

斯特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生态学理论进行了发掘和重建，披露了资本主义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

两种意识形态的结合催生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旨在分析和解决资本主义掠夺性发展过程中

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和阶级斗争，并呼吁人们构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社会。本文以生态文明建设为

出发点，旨在阐释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2.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现实背景 

当今，人们处于一个现实与理性对立的时代，科学研究不断警告我们，如果人类按照目前的生存方

式继续下去，纵然再延续一个世纪，最终的结局也将是人类的灭亡。也许再过十年，随着北极海冰和喜

马拉雅等冰川的永久消失，大自然可能会达到临界点——引起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巨大变化，危及人类和

无数物种。是以，一场生态革命——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变革现已得到广泛认可。那么，这种生态革命

路径的对立冲突，现在可以被视为环境社会科学面临的核心问题。这不再是关于技术与非技术的争论，

而是关于一个结合了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等诸多方面的制度，以及它是否即将达到了极点的争论。

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仅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产生的理论，而且是应对这一现实环境的关键

理论之一。 

2.1. 生态危机蔓延 

纵观人类历史，人与环境的关系一直紧密相连。在原始社会，人类活动全都受环境控制，没有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辉煌往事。然而，当时人口少、资源使用率低、人类不断迁移，对环境的影响很小。农

业文明时期，人类加快了征服大自然的步伐，随之也带来了环境的破坏，在一些地区，森林砍伐、土壤

贫瘠、河流泛滥，甚至导致生态紊乱。但这些仍然仅限于地球的个别角落。然而，资本主义长达数百年

的发展，使人类陷入了全球生态危机[1]。尽管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许多高水平的科学家认为，

我们正在加速地球上生命的崩溃。因此，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避免我们即将面临的危机，否则人类的

未来将充满黑暗。面对全球环境危机，福斯特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生

态理论。 
社会大变革时代，生态环境破坏逐渐向更大区域、更多领域蔓延，区域性自然环境危机进一步发展

演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人们沉迷于物质生活享受，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大自然也在悄然吞噬人类。

福斯特身处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亲身体会到资本主义贪婪的本质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以及地球即

将到来的危机。因此，福斯特在 1994 年出版了《脆弱的星球》一书，他简要列出了一些问题：“人口过

剩、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物种灭绝、基因多样化缺失、酸雨、核污染、热带森林砍伐、森林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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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破坏、土壤侵蚀、沙漠化、洪灾、湖泊/溪流/江河的破坏、地下水抽取和污染、海岸水河口水污染、

珊瑚礁破坏、石油泄漏、过度捕鱼、垃圾填埋场扩张、有毒废物、杀虫剂和除草剂毒害效应、城市拥挤

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2]。福斯特认为，不仅是全球变暖，还有很多其他类似的问题也是导致全球

生态危机的原因。如今，地球生态系统衰退，环境问题迫在眉睫。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是长期追求自

由、征服感的阶级战争的产物。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自然环境是需要被征服的对象和统治世界的手

段。因此，世界范围内生态自然灾害日趋严重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盲目征服和扩张。 

2.2. 科学技术工具的资本主义运用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紧张 

福斯特认为科技的运用提高了劳动效率，但埋藏在背后的是资本主义对利润的疯狂追求。资本主义

国家不断追求技术进步，关注的是利润的产出，而不是如何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面对工业化发展和生产资料变革带来的生态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然而然的把目光投向了推进

自身发展的科学技术。他们认为，提高科学技术不仅可以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还可以解决环境问

题，所以他们找到了两个方法，一个是发明可替代材料，另一个是提升劳动效率、降低能耗。但事实上，

提高资源使用率反而会导致对资源需求的增加，因为效率提高的结果是扩大生产规模。例如汽车工业，

虽然美国在 20世纪 70年代减少了汽车的能源消耗，但由于汽车数量的增加和人们对汽车的需求量增加，

能源消耗不减反增。那么推广技术运用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1997 年在日本京都召开了一次会议，以保护环境为目的。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的决议。但是

美国是唯一一个以妨碍本国发展为由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国家。此外，美国政府还认为改进技术

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表面上美国把问题归咎于科技，实则是逐利。其中隐藏着

资本主义为获得利润的最大化而放肆扩张。马克思一语中的，“资本只有一种独有的生存本能，就是资

本的增殖，即获取剩余价值”[3]。有限的资源无法抵御永无休止地逐利，最终造成的是生态危机和人的

异化。 

2.3. 绿色运动的兴起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掀起了最早的“生态革命”运动，“生态革命”一词是美国思想家博而丁提

出的。他在其著作《组织革命》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生态革命”，促使人

们解放思想，以全新的方式处理问题，这将影响人们各方面的日常生活。60 年代，“绿色革命”逐渐成

熟，《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我们共同的未来》三本书的接连出版，反映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

关注愈演愈烈。 
在《寂静的春天》这本书中，蕾切尔·卡逊以生动而严肃的笔触，描绘了因过度滥用化学药品而带

来环境污染。赤裸裸地给予人类强烈的警告，号召人们提高环保意识，认真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

美国德内拉·梅多斯等人在 1972 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阐述了人口增长、工业发展、环境污染、

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等问题，表示人们不能单单追求经济增长，这不可避免的会导致世界末日的来临。

此后，各种绿色运动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如火如荼地开展。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绿色运动结

合了政治运动，进而成为一种非政府组织形式，然后演变为国际行动。早期最著名的是新西兰的国际性

绿党组织，而后于 1981 年成立的德国绿党将绿色运动推向了高潮[4]。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经过一连

串的发展，绿党在国际上已经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对全球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福斯

特尤其受到熏陶，以至于在他的著作中提出可以通过生态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生态问题。 

3.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 

在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发展的历史时期，生态危机远没有现代社会严峻，因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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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在系统梳理他们的理论时，能够清晰地发现其中并没有具体的“生态学”理论阐述。但福斯特坚持

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关注着人与自然的问题，并且极富远见的意识到生态危机的走向对人类自身

的影响更深。他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态学思想为己任，重新研读并挖掘《共产党宣言》《资本

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马克思著作中的生态学思想，从生态学的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

解读：“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指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词中的所有积极含义)世界

观，而且这种生态观是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5]”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蕴涵的生态思想

是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 

3.1. 福斯特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学思想的梳理和重建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态学思想一直都是“伴随着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而

成长起来的”[6]，由不成熟到成熟，由隐形到显性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初具生态学思想的阶段，开始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指出人和自然并不是孤立的个体，

人既依附于自然又在生产实践中对自然进行改造。第二个阶段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

刻抨击，恩格斯鲜明地指出生态危机的产生就是资产阶级对自然资源的巧取豪夺，这一阶段标志着马克

思将生态环境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第三个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学思想的成熟阶段，在

《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理论中的生态学思想，即：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科学的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生态危机进行批判。 
在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础上，福斯特大胆地将其作为马克思著作的主要思想，并在《马

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中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学思想进行了完整的系统重建[7]。首先，

福斯特肯定了生态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并对马克思唯物主义本体论、认识论以及实

践论进行了总结分析，得出了唯物主义生态论这一哲学基础概念[8]。其次，通过马克思生态学中“新陈

代谢断裂”理论的解读和发掘，从生态学的视角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9]。最后，福斯特认为，无法在资

本主义的制度下解决生态危机，需要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源上解决生态危机，构建一个人、自然、

社会和谐统一的社会。 

3.2. “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解读和发掘 

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讨论当代生态危机问题最直接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新陈

代谢”这一概念。马克思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主要有两方面的理论内涵，其一是生态层面的，即存在于自

然界，就像马克思所描述的：“机器由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破坏作用而解体。铁会生锈，木会腐蚀”[10]；
其二是社会层面的，主要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异化出来的、复杂的、动态的需求和关系，以及更

广泛意义上的人类自由问题[11]。福斯特从这一概念看出，不论是生态层面的“新陈代谢”还是社会层面

的，它们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转化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人类可以利用这一规律，但强行介入

改变的话，将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12]。 
马克思在运用“新陈代谢”理论时，不仅科学、清晰地描述了人与自然、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动态依

存关系，还为“新陈代谢断裂”这一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福斯特通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在

实践运用这一新概念的过程中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新陈代谢断裂”现象，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趋

利的本性所导致的自然与社会的异化。我们不难发现，在这种制度下，自然与社会终将走向对立，所导

致的最终结果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但福斯特的研究并没有止步于此，他想到了如何跳出“新陈代谢断

裂”这一困境的方法，福斯特断定我们无法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根本解决问题，之所以出现“断裂”

现象或出现生态危机，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只有打破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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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才能从源头上舒缓这一严峻的局面。同时，通过福斯特对“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解读和发掘，我

们能意识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生态学的批判是辩证统一的。 

3.3.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生态学的深刻批判 

在资本主义社会到来之前，人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真实生存状况就是“为了生存而艰苦地与自然

抗争”，生活方式以农业生产为主，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13]。为了不断满足自身的需要，人

类对自然环境进行了持续的干预，福斯特指出：“每当一个地域能够容纳人口增长需求的狭窄界限被越

过，便会遭遇生态崩溃的幽灵”[14]。受限于农耕社会的生产力，此时由于人的需求所导致的生态破坏，

还主要只集中在与农业生产直接联系的土地层面，例如：土壤贫瘠化、土地荒漠化等，破坏范围较小，

水资源、大气环境还远远没有被影响。而工业革命的到来，资本主义制度的趋利性逐渐显露，进一步加

强了人类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把原始的生态破环问题推向了影响人类生存的严重危机。 
虽然资本主义在形式上快速拉动了社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发展格格不入，资本主义的

发展必然伴随着环境的破坏，福斯特就此对资本主义生态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12]。福斯特透过“新陈代

谢断裂”的理论发现，资本积累更为雄厚的地区，其生态环境往往更加脆弱，但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并

不是人类大脑中使用与控制自然的影像，而是反生态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国家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的发展，同时通过“转嫁”生态危机于一些欠发

达的地区这一廉价的手段肤浅地解决生态问题，使得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加深。而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就解决生态危机提出了“自然资本化”的方案，也就是通过市场的形式迫使资本家关注生态资源成

本，进而减少破坏自然环境的生产，以此来解决资本与自然之间的矛盾[13]。福斯特也就此提出了他的批

判，他认为，对生态资源定价是资本主义霸权的暴露，是为了掩护资本主义制度在货物交换过程中强硬

的掠夺性本质，是想“合理”实现对其他国家自然资源的不合理侵占，最终肯定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无

限制扩张，进而诱发更深层次的生态危机。 

4.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意义 

福斯特将解决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运动联系起来，对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具有指

导意义。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用科技手段和市场经济解决环境危机，就是无视现存的环境污染和损失，

进而维护遭受巨大损失的资产阶级利益。我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在国际环境中，我们必须选择适合我

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方式，维护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此，我们必须妥善处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

关系，学习借鉴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积极要素，结合实际，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5]。福斯特在剖析资

本主义社会时，阐述了一些新的论点，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生态危机的成因，并探索出适当的解决办

法。 
福斯特以更加理性的视角重新解读生态危机，创新发展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我们国家长期以来

生态治理所总结的经验教训与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合理因素相结合，有助于我们摆脱目前

的困境[16]。福斯特重建“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对我国城镇化具有启示意义。我国城镇化进程在快速推进，

但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城市人口增多，废弃物不能以肥料形式返回土地；城乡之间的长距离贸易为城市

居民提供了物资，给农村人口增加了收入，但也导致了土地代谢出现一定程度的裂缝。所以，有必要建

立一个生态平衡机制和有偿使用资源的制度，让人与自然能够正常代谢交换，确保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

防止走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与此同时，福斯特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利用，对我国

的科技领域具有警示作用。科技一方面促进生产力，另一方面也悄然将人类推向深渊，我们切记不可因

为眼前利益而牺牲生态环境。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着对生态危机敏锐的洞察力，具有重要的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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