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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urbanization is the important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ing carrier which is integrated 
with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process. It is one of the key issu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urbanization of our country under the view of ecological theory of Marxism. 
The methods are proposed to solve the developing problem of the rural urbanization of our coun-
try. The main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 is developing the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m-
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 scale town, developing the rural industry and improving the 
farmers’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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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城镇化是我国广大农村把生态建设融入到社会经济全面建设的载体，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对实现我

国广大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了解决我国农村小城镇发展问题，

本文提出了解决我国农村城镇发展的思路和方法，即大力发展我国生态农业，加大农村小城镇建设的力

度，发展乡镇企业，提高农民的生态环保意识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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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这是美丽中国首次作为执政理念

提出。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报告要求：“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健全农村

基础设施投资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统筹推进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2]。 
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战略层面，生态建设融入经济

建设之中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中之重，向生态文明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3]。然而，面对目前资源

趋紧、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的严峻形势，要把农村生态建设融入经济建设之中做好，就必须有新的载体

来承担起这个艰巨的任务。农村的城镇化具有不可代替的融合作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蕴

含着最大的内需潜力，是现代化建设的载体，”同时也是把农村生态建设融入经济建设之中的重要载体

[4]。 
我国农村的城镇化建设应该向新型生态小镇转变。打造各具特色的生态文化小镇是未来农村的发展

方向[5] [6] [7]。有特色的生态文化小镇不是行政色彩的镇，而是有着自己独有产业、文化、旅游特点的

新时期乡村[8]。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面临着许多生态建设问题，主要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匹配的

生态建设机制不是那么完善，以及资源环境的逐渐匮乏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制约的关系。以马克思主义生

态理论为指导，加快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更好地促进整个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

文即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视角下分析探讨了我国农村小城镇的生态发展道路。 

2.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简介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其核心理念是描述人类自身和息息相关的大自然之间的关

系，描述人类和大自然之间互相依存，互相作用，和谐一致，进而实现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形势下

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就是要寻求正确、彻底解决当前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残酷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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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道路以及对策。人类必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马克思主

义认为，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人类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是人和社会存在的物

质条件。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保护自然的目的就是使自然界更好地并且更有效地为人类服务。

人与自然界是相依相存的共同体，人的劳动创造了属于人的自然界，人与自然的统一只有在人的社会才

能实现，脱离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人的社会生活或者离开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考察人的自然属性都是对人

的生存完整性的割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是持续发展变化的。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正确

揭示了人、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以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为主旨和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具有

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作为普遍性的原则，只有也必须与世界上各国的不同历史时代的具体实践的特殊

性结合起来，才能彰显其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我国尤为重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与我国的具体实践相

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在我国得以蓬勃、迅速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成果。 
生态文明是是人类在反思工业文明产生的诸多弊端的过程中提出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人类超越

工业文明思维，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就的总和，它以敬畏

和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强调自然界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和

爱护自然。把生态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之中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议题之一，生态文明理论是对马克思

主义生态经济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3.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对长沟镇城镇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对我国农村城镇化化发展与生态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农村城镇化建

设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我国广大农民的居住生活水平。 

3.1. 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简介 

从我国实际出发，农村城镇发展具有集聚产业、吸纳人口、拉动就业的重要功能，是实现统筹城乡

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载体。发展小城镇对促进大城市、小城镇与新农村三者共同发展有重要的经

济地位，同时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我国农村城镇发展有不尽合理的地方，究其原因首先就是资源配置不合理、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失衡、

发展不协调等因素所产生的。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关键就是要保护生态和环境，农村小城镇的建设

有助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的居住生活水平。对如何发展农村小城镇，有如下建议和探讨。 
首先是要建设资源配置优化的小城镇化，农村小城镇规划必须考虑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配置

问题。其次要考虑建设经济结构合理的小城镇问题。在处理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础之上，要充分加强

产业布局问题，使得农村小城镇具有合理的经济发展体系，注重农村小城镇和大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分

工问题，形成农村小城镇经济布局合理，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与大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相互补充，相互

促进。大力发展农村小城镇的第三产业的逐步、稳定发展，快速加强农村小城镇化进程，建立适合本地

特色的农业生态体系。第三，解决我国广大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是我国当前建设农村小城镇的主要任务

之一。我国农村达到小康水平，一个最主要的指标就是要把我国原来比较落后的农村建设成村容村貌整

洁有秩，适宜民居的农村小城镇。建设我国农村人居环境以改进我国广大农村的生态环境建设问题，首

先就要改进我国农村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农村基础建设包括农民居住环境也包括农村水利以及乡间的交

通设施等。我国还要大力发展农村的道路建设，做到乡村道路户户通，并实现农村公路硬化的指标，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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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改变千百年来我国广大农村的糟糕的交通现状。建设与改善我国广大农村的居住环境与基础建设问题，

改善我国农村的饮用水安全工程以及建设独具特色的生态小镇是我国当前进行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 

3.2. 发展生态农业以促进我国农村小城镇建设 

3.2.1. 生态农业简介 
生态农业是指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根据和遵循生态学以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当代发达的

农业科技知识，与我国千百年来的传统农业的生产耕作经验相互结合，获得较之以往更为可观的经济效

益、农业生态效益以及整个社会效益的现代化高效先进农业。生态农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生态系统中的

生物多样性。利用生物多样性在我国广大农村中生态农业的作用，减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外来化学物

质与外来物种的引入，减少农业生产中的农药和化肥量以及地膜的使用规模。由生态农业可引入生态经

济，生态经济的浪潮已经席卷全世界的各行各业。在新能源利用上，生态经济推崇的是以太阳能、风能

替代石油、煤炭，可见生态农业追求的是低耗、低排、低污染，从而使生态农业实现向可持续经济发展

方向转变。 

3.2.2.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指导下发展生态农业以促进我国农村小城镇发展 
发展生态农业以促进我国农村小城镇发展，从如下角度分析。 
首先，对于我国日益匮乏的自然资源，必须践行节约的观念，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农业是指在

我国的农村地区，遵循生态学和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以及传统农业的生产经验建立起

来的，能获得比较好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以及社会效益的现代化高效农业。生态农业通过人工设计生

态工程、协调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的良性循环，达到经

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 
在我国广大农村发展生态农业，必须要制定完备的生态建设规划，在发展生态农业的过程中，与农

村生态环境建设相互协调发展，实现生产和环境保护相统一。抓好农村乡村建设，起到示范效果，实现

农业生产的低碳、循环、无公害化。其次要加强在那些生态脆弱地区加大集约化农业的建设步伐，努力

走出符合自身发展的模式，推进农业产业化、工业化、标准化的进程[8]。要加强开发适合农村发展的新

技术，比如生物农药技术、农村沼气技术、农村喷灌技术等，以改进传统农业的低效率、高污染的状况。

大力推广秸秆变油技术，努力推进农村的秸秆还田技术，建设成环境友好型生态农业。 
第二，为加快生态农业的建设，必须加大对循环农业的应用与推广。所谓循环农业是指相对于以往

的传统农业而言，运用循环经济学理论和生态学，结合农业生产，在建设农村生态环境过程中，充分发

挥农业生态系统自身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大量减少农业生产中的废弃物，控制外来有毒有害物质如

农药、化肥的引入，从而实现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的和谐统一。循环经济是我

国广大农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循环农业囊括了生态学方法和循环经济的方法。发展循环农业

为我国农村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传统农业节约资源，改善环境开辟了新的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可以

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再利用”。循环经济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生产和消

费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提高农村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达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并符

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 
第三，为加快生态农业的建设，必须进行低碳农业的应用和推广。传统农业我们可以认为是“高碳

农业”。低碳农业的就是存在生态概念的新型农业，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利

用生物多样性在我国广大农村中生态农业的作用，减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外来化学物质与外来物种的

引入，减少农业生产中的农药和化肥量以及地膜的使用规模。由低碳农业可引入低碳经济，低碳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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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已经席卷全世界的各行各业。在新能源利用上，低碳经济推崇的是以太阳能、风能替代石油、煤炭，

可见低碳农业追求的是低耗、低排、低污染，从而使生态农业实现向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向转变。具体在

农业生产过程中，减少化肥、农药和农用薄膜的使用量，用生物农药，生物治理来代替化学的农药，用

先进的可降解农膜代替以往不可降解的农膜。开展平衡施肥方法的研究，根据土壤状况和农作物生长需

要，确定化肥的合理施用量。向农民灌输立体种养的农业生产新模式。立体种养可以充分利用空间、阳

光和水分，增加农产品产量和效益。比如桑田秋冬套种蔬菜、桑田夹种玉米的农桑结合。林中套种小麦、

大豆、棉花等农作物的农林结合，苗木合理科学夹种的苗木立体种植，稻田养殖、菱蟹共生、藕鳖共生、

藕鳝共生的农渔结合，稻田养鸭的农牧结合，树下种牧草，养殖羊、鸭、鹅的林牧结合，水网地区的渔

牧结合等。大力发展绿色食品生产基地的生态环境政策和技术政策，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绿色食品建设

基地的规模和标准，着重强化绿色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建设，积极开展农超对接，拓宽鲜活农产品运输的

绿色通道，切实维护广大群众的现实利益[9]。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做好相关技术的指导和培训，

推动绿色产品的生产，提高农产品的国家竞争力[10]。 
第四，为加快生态农业的建设，必须加大科技的投入，积极推进我国广大农村的现代农业建设进程。

加大对生态农业的投资力度，全国各级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应该持续的对我国落后的农业保持高投入，

同时鼓励全国各界广泛参入到我国农村建设中来。为加快生态农业的建设，必须加大我国农村基础建设

体系，努力完善我国广大农村的生态农业体系。兴修水利，改善农村的吃水问题，污水排放问题，切实

提高我国农村的基本农田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发展农村秸秆还田技术。为加快生态农业的建设，必须

加大对农业科研开发。充分发挥我国各级农校、农科院的作用，推进科研单位和农民结对子，上门服务。

真正提高广大农民的生产能力，技术能力，为推动我国广大农村的生态农业建设提供强大的科研支持。 

3.3. 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以促进我国农村城镇建设 

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实现我国乡镇企业的快速、可持续发展，以促进我国农村城镇建

设。 
当前首先就必须对我国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以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求。目前，我国

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极其不合理，主要表现为：第一，加工工业能力过大，农业、能源和交通运输产业

能力不足；第二，加工工业内部一般加工能力过大，高水平的加工能力不足；第三，企业组织结构不合

理，小而全、大而全，专业化协作水平低；第四，工业的地区分布结构不合理，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

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我国乡镇经济难以协调平稳发展。因此，调整乡镇企业产业结构是搞好治理农村经

济，保持农村乡镇企业的健康稳步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乡镇企业要有一个长远规划，选择绿色经济为

主，绿色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

新的经济形式，是产业经济为适应人类环保与健康需要而产生并表现出来的一种发展状态。我国乡镇企

业应该因地适宜，充分利用农产品的优势，发展绿色经济，以农产品展开进行深加工、再加工。 
绿色经济一种全新的三位一体思想理论和发展体系。其中包括“效率、和谐、持续”三位一体的目

标体系，“生态农业、循环工业、持续服务产业”三位一体的结构体系，“绿色经济、绿色新政、绿色

社会”三位一体的发展体系。对乡镇企业发展而言，绿色经济的关键之处就是是要快速发展农业。乡镇

企业是绿色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生态系统中的主体、维护农村生态平衡的核心。绿色经济与传统产业经

济的区别在于：传统产业经济是以破坏生态平衡、大量消耗能源与资源、损害人体健康为特征的经济，

是一种损耗式经济；绿色经济则是以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与能源、有益于人体健康为特征

的经济，是一种平衡式经济。 
实现我国乡镇企业的快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发展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我国乡镇企业，以适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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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经济发展的需求。循环经济即物质循环流动型经济，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

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

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我国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循环经济，就是要使用可再生资源来代

替以往我国在乡镇企业中的不可再生资源，大力推广使用新能源技术，推广太阳能、风能技术在乡镇企

业的使用规模，探索高科技在我国乡镇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的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实现我国乡镇企业的快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大力加强发展节能减排为主导的我国乡镇企业产业，

在此过程中要建立健全注重节能减排的监督机制。要靠群众的力量、舆论的力量来监督乡镇企业节能减

排的实施。推动节能减排在乡镇企业中广泛展开，以确保农村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

和谐统一。以此加快淘汰乡镇企业的落后产能，解决我国农村的污染问题。同时还要规范和健全我国乡

镇企业发展的各项规章制度，使得在节能减排这个问题上，各乡镇企业能做到有法可依。 

3.4. 为促进我国农村小城镇建设必须提高我国广大农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农民是我国广大农村的重要建设者、参与者，同时也是整个生态环境系统的消费者。只有提高广大

农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才能推进我国农村小城镇化建设进程，才能彻底解决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首先就是必须加大对广大农民的生态环境工作的宣传力度。增强广大农民对生态环境建设的认识水

平，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和自己是息息相关的，增强广大农民的环保意

识、节约意识，这样广大农民才会主动的参加到我国农村的生态环境建设中来。众所周知，我国农民的

自身水平有限，因此要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宣传教育，过程是漫长的，只有这样才能对农民产生潜移默化

的影响。 
要提高我国广大农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以推进我国农村小城镇的建设，首先要建立一种让广大

农民热情参与的机制。让农民自己去监督生活和工作中的生态建设行为，成立村民自助协会，参与到生

态建设中，这样可以提高广大农民的知情权、舆论权，真正让农民参与到生态环境建设中来。其次要在

农民中推广有关生态环境建设的知识。让我国广大农民养成良好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比如让农民真

正参与到垃圾处理中来，在农村建立垃圾收集场所，让农民自己收集，自己处理，并给以监督和帮助。

在农村中建设垃圾收集场，给农村配备垃圾收集、清扫、压缩、运输车辆和设备，方便群众投放和集中

运输。最重要的还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农民，改进自身习惯，逐步提高其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4. 结语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究其原因就是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结构失衡、内需乏力、发展不

协调所导致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是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其实质是要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减少生

产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做到物尽其用，避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促进城乡、产业内

部和产业之间的物质变换。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视觉下的农村城镇化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从而实现农村生态文明的现实路径。

以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为指导，加快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更好地促进整个社会的协调、

可持续发展。本文即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视角下分析探讨了我国农村小城镇的生态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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