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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今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重大组成部分之一，其始终秉持着通过马克思

生态理念寻求出解决当今日益恶化环境问题的新方案和促进世界各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道路，其中约

翰·贝拉米·福斯特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典型代表，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生

态危机理论渊源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批判和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的阐释

与挖掘，深刻地揭露了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提出了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路径，

即通过生态革命建立完全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这对于当前我们认识和改善全球化视角下生态环境问题、

树立公民意识的生态道德观、坚持可持续理念的生态发展观和建立推进自然建设的生态科技观具有重要

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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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Marxist school of ecology abroad, ecological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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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always been seeking new solutions to the worsen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a new roa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world through Marx’s ecological con-
cept. John Bellamy Foster,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Marxist school of ecology, starts from 
the ecological view of Marxism and the origin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theory of Western Marxism, 
By criticizing the ecological crisis caused by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and the interpretation 
and mining of Marx’s “metabolism theory”, the main causes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caused by capi-
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are revealed profoundly, and the realistic path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cri-
sis is put forward, which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revolutionary social-
ist society. At present, it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us to under-
stand and improv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establish the ecological ethics of civic consciousness, adhere to 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con-
cept of sustainable concept and establish the ec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cept of pro-
moting natural construction. 

 
Keywords 
Marx, Forster, Ecological Marxism, Ecological Crisis, Contemporary Inspira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背景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有其重要的理论渊源和现实支撑，它是在立足于自身现实背景

和时代特征，通过对马克思生态观的继承与发展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的启发与借鉴而形成的

生态理论成果。 

1.1. 现实背景 

福斯特生活的年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第三次工业革命空前兴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

国家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条件也得到了快速的改善和提高，然而尽管工业革命带来

了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繁荣富强，也带来了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重大对立和生态危机。工业革命的

快速发展急需大量的生态原材料和资本主义贪婪的本性使得资本家开始对大自然进行毫无节制的掠夺

和滥用，从而导致一系列的大气污染、气候异常、资源枯竭等生态问题，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造成的

种种乱象在人们心中敲响了警钟，使得人们开始思考经济与环境的重大关系。在此背景下，生态保护

者通过创立和发展绿色组织和环境保护团体来应对不断凸显的生态问题，在这场充斥着诸多生态环境

保护的诉求中，兴起于 1960 的绿色运动便轰轰烈烈的开始了。绿色运动首先对资本主义为了利益而罔

顾生态环境和自然规律进行了批判，其呼吁生态环境才是人之根本，资本主义国家应该重视生态平衡，

促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在这场绿色运动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便是这些流派中主要代表之一，其通

过对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挖掘和阐释致力于找出解决当今资本主义发展与自然环境矛盾新途径和适合

当今社会生态环境发展的新思路，其所做出的大量理论方案和实践经验对当今生态问题做出了极大的

贡献。西方工业革命对生态环境的毁灭性打击和绿色运动的兴起对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产

生了深深的影响，为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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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理论背景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理论基础，福斯特生态学马克

思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福斯特指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

统的生态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1]福斯特通过对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

和生态观的研究和分析深刻地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其生态思想的源头，特别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孕

育了一种关于自然本身、人与自然之间的有结构性的生态世界观，马克思自然观中所秉持着深刻的人与

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和社会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长期的生态思想的熏陶下，福

斯特发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为自然、人、社会三者相互关系的异化，而三者异化关系产生的根源

即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福斯特进一步详细对马克思生态思想进行了完整梳理与重新建构，独具一

格的挖掘出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出版了《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揭露出了

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本质及生态危机产生的重大根源。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对福斯特生态

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巨大启示作用，是其生态学理论形成的决定性的关键一环。 
此外，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危机理论的汲取。国外马克思主

义生态危机论是在西方社会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和大规模生态危机的爆发背景下产生的，西方生态学家

将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作为其研究根本，他们指出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是造成生态环

境恶化根源的事实，并积极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举措，其中，针对将生态危机的发生归根于科技的

发展这一结论，以莱易斯、奥康纳为主要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其进行了强烈的反对和批驳，他

们一致认为，科技并非是生态危机引发的重要根源，相反，科技的强大为日益发展的西方社会带来了极

大的促进作用，而资本主义社会对科技的非正确和非理性使用才是促使人与自然矛盾日益加重的根源，

科技本是一把造福人类社会的利剑，却因为其资本家的不正当使用造成了自然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灾

难。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对福斯特生态思想影响至深，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的吸

收下，福斯特认为科技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大规模影响，但生态危机的产

生的根源并非科技，而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由此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是其生态思想中所蕴含

的科技理念的重要来源，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发展后所形成的重

大思想结晶。 

2.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学批判、对马克思“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

挖掘与阐释、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三个方面阐发了自己的生态思想。福斯特在探寻马克思主义生

态思想的过程中发扬了其“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生态学的思想精髓，形成了关于自己的“新陈代谢断裂

理论”，并指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生态危机产生的本质根源，提出了进行生态革命，构建生态社会主

义社会的理论目标。 

2.1.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学批判 

福斯特通过分析和考察现代生态危机导致的根源认为“危机的原因需要超出生物学、人口学和技术

以外的因素作出解释，这便是历史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2]，深刻揭示出了生态发展与资

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

史就是一部环境破坏史，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具有反生态的特性。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

至上和对大自然进行毫无节制的掠夺，使资源从属于资本发展的需要，使自然似乎成了一种“祸害”，

成了诱发各种病患的根源和助涨资本家嗜血工人的原材料。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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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和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损害他人、他物的利益对自然不加节制的开发利用决定了在资本

主义制度内不可能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就决定了其发展道路不可逆转，

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生态环境的破坏就无法停止，人与自然关系就无法达到和谐统一。 

2.2. 福斯特对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的挖掘与阐释 

“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是福斯特对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所提炼出的具有重大代表性的生态思想精华，

也是对探索生态危机原因的重要贡献所在。 
在众多学者质疑马克思存在生态空场的情况下，福斯特通过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深入分析和研习，

深刻地抓住了马克思所具有的生态思想中的关键，即马克思所蕴含的新陈代谢思想，这一思想是马克思

生态理念的基本总结，是福斯特“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直接来源和根本启发，福斯特通过对马克思新

陈代谢思想的密切探索和思考，认识到马克思新陈代谢思想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途径，从而形成了具有

自身风格和特色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指出：“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

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

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3]其认为，自然环境是具有强大定律的生成系统，人类社会作为大自然的一

部分，与自然密切相连，因此人类社会和自然一样具有相同的规律，即新陈代谢规律。人类所具有的社

会劳动在新陈代谢规律作用下进行，劳动在改变自然面貌的前提下，也改变着人类社会，参与到了自然

与人类社会的新陈代谢规律中。福斯特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运用到自己的理论中，其认为人与自然、

自然与社会之间也存在着生物学意义上的新陈代谢问题，资本主义社会正是由于忽视了这一问题而引发

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

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4]福斯特在此基础上认为，随

着资本主义社会大机器工业化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从而导致的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原有的农

业生产方式逐渐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城市的繁荣和崛起使得农业产品不得不通过远距离运输到

城市来实现交换，农产品在城市进行售卖，售卖后商品依然留存于城市，即使是废弃掉的产品也无法再

次回到农村为土地充当肥料，土地逐渐失去肥力，在此同时，废弃掉的农产品在城市被肆意丢弃和践踏，

城市成为垃圾库，在此情况下农村土地越来越贫瘠，城市环境也越来越肮脏，由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

下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再者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农药、化肥等产品开始在乡村农

作物的使用中进行普及，其使用率的大大提高使得原本就十分薄弱的土地问题雪上加霜，土壤污染、水

土流失等土地问题频发，资本主义社会下科技的使用使得其自然环境满目疮痍，原生生态环境不复存在。 
福斯特认为“新陈代谢概念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表述自然异化(以及它与劳动异化的关系)概念的具体

方式”[1]，他指出：“马克思运用‘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然的异化和

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5]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生产方式是造成人、社会、自然异化的根源，

劳动是连接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基本纽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束缚下，劳动不是促进人自由全面

发展的劳动，是被资本家裹挟下痛苦的无意义的劳作，是促使人、社会、自然异化的基本因素。资本主

义制度下劳动的异化破坏了原有乡村生产方式的“新陈代谢”，打破了自然环境的“新陈代谢”规律，

导致整个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都处于“新陈代谢断裂”的局面中。因此，在福斯特看来，要恢复原有的“新

陈代谢”，弥补“新陈代谢”断裂所造成的裂缝，应从消除人、社会、自然的异化开始，使劳动成为促

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劳动，实现人、自然、社会三者的良性互动。福斯特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揭

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方式下所固有的无法调和的新陈代谢断裂的矛盾，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自

身所具有的反生态性质和造成人、自然、社会三者异化的根源，其不仅是对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发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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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也是对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有力理论依据。 

2.3. 福斯特对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 

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是资本社会所产生的新陈代谢断裂，其认为资本主义

社会对自然的剥削造成了新陈代谢的断裂。新陈代谢的断裂本质上是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及自然界本

身的异化，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新陈代谢的断裂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原因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对于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三者异化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

的人、社会、自然三者异化的局面已成既定事实，三者的异化造成了如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由于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张的本性，致使它不可能自始至终地按照生态原则来对待自然和组织生产。”[6]
因此“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和生态革命才能解决所有面临的问题”[2]，改良作为一种没有触及根源的延缓

式的行动，并不能为现有的生态环境带来益处，其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只有我们

愿意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才有可能与环境保持一种更具持续性的关系。”[2]另外，福斯特认为资本

主义社会最大的弊病即追求无尽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对利益无穷尽的渴望是资本家对工人阶级进行剥削

的根本原因，剥削式的劳动造成了劳动力、社会关系和自然的绝对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贪婪的欲望加

持下，人们似乎只关注自己的物质利益方面，而非被掠夺的自然生态问题。因此福斯特强调：“我们要

将人和环境的地位排在经济效益之前。”[2]福斯特在吸收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思想的同时，也在不断探

索着他的阶级革命思想，福斯特通过对马克思传统经典书本的阅读及革命实践和革命经验理论借用艾萨

克·德茨舍在《未完成的革命》指出“人类为了生存下去，必须联合起来”，而人类的这一联合则只能

“到社会主义中寻找”。[7]只有实现彻底的社会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私有制，实现“超越资本主义

制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8]，社会大众才能真正获得公平正义，弥合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新陈代

谢断裂的裂缝，实现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谐的统一。  

3.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启示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生态危机的本质，揭露了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根源，为当前改善

全球生态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参照意义。当前，生态危机的不断蔓延造成了人

与自然关系急剧恶化，在此背景下，坚持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包含的生态学思想，吸收其思

想的重要理论精髓对于我们树立公民意识的生态道德观、坚持可持续理念的生态发展观、建立推进自然

建设的生态科技观具有重大启迪意义。 

3.1. 树立公民意识的生态道德观 

福斯特指出：“全球生态危机日渐涵盖所有领域，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全球化的破坏性失控的产

物，因为它只关注自身的几何级扩张。”[9]福斯特通过深入考察当前生态危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指出

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的根源，他认为，资本主义“结构性不道德”的生态

观，不仅体现在对自然资源的支配上，也体现为全球化的生态帝国主义。福斯特通过深入开展对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将马克思生态思想上升到世界观和理论思维的高度，提出了生态道德观，它既强调生态

环境对人类社会的意义和价值，也强调培养公民的生态意识，树立生态道德观念、构建生态道德体系和

践行生态道德实践。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人类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基本来源，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应注重对自然的合理保护，在无愧于自然的生态条件下建设社会。这启示

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生态建设之时，不仅应注重自身所具有的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还应将生态道德

理念植入社会大众，培养具有生态道德意识的高素质公民，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良好生态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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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坚持可持续理念的生态发展观 

福斯特认为：“得出如下结论就是不可避免的：在人类与土地的自然关系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农

业以及新陈代谢断裂的观点，导致他得出较为宽泛的生态可持续性概念——他认为这种观点对资本主义

社会来说具有非常有限的实用性，因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在这一领域应用理性的方法，但是，这种观点对

于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内容。”[10]福斯特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与地

球建立一种可持续关系并非天方夜谭。”[2]由牺牲生态环境所带来的持续的经济增长会造成自然生态发

展的不可持续性和对环境伤害的不可逆转性，但经济与生态的关系不是两者选其一的抉择，是可以相互

兼顾的两个方面，他认为可持续发展“不是朝着追求利润的方向，而是按照人民的真正需求和生态可持

续性的要求而管理社会的方向”[9]。要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向发展可能，关键是在对自然有限范围内取

夺的同时对自然进行恢复与保护以实现生态的科学发展。另外，福斯特认为，注重生态的可持续的理念

并不代表就是放弃经济的发展，经济乃至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当今看来仍然十分重要，对经济的发

展“生态学的态度是适度，而不是更多”。这启示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既要注重

经济繁荣，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水平需求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树立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真正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如总书记指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1]这进一步强调出

我们既要坚持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也要努力建成环境友好型社会，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促进人与自

然的相互尊重和谐，推动我国真正成为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国度。  

3.3. 建立推进自然建设的生态科技观 

福斯特从历史的角度重新梳理了科学技术与生态学之间的关系，认为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

的恶化的确起着助推作用，但并不认为科学技术是危机的根源，所谓的通过发展新的科学技术来解决生

态环境问题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骗局，是为了稳定社会制度而采取的举措。事实上，科学技术对于解决当

前的生态问题，构建人们的生态思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科学技术是一种神奇的力量，把科技技术进

步同社会的体制变革、制度创新结合起来是解决生态危机的重大举措。这启示我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

也应注重运用科技的力量，通过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来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以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来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通过科学技术加快生态环境治理步伐以真正促进生态绿色环境的实现。 

4. 结语 

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对马克思经典著作和思想探究的基础上，立足于社会现实，结合西

方生态学理论研究成果，创新性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基本理论，阐明了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包

含着深刻的生态学思想，独创性地形成了属于自身的生态理论精华。尽管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受历史和时代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理想化色彩，但瑕不掩瑜，福斯特对当今资本主义

制度的尖锐批判、对“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深刻阐释和对生态社会主义构建的积极倡导，为我们理解

当今生态危机的本质、改善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问题，树立正确的生态道德观、生态发展观和生态科技观

带来了重大启示意义和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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