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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70年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资本主义正在推动着

生态环境的恶化，而我们却无法控制住它。考虑到这一问题将会成为未来社会的一重大议题，西方马克

思主义流派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先后进行了生态学的思考和分析。乔尔·科威尔作为美国生态

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一直积极参与绿色政治活动，曾经是美国绿党(GPUS)的领导人物。面对全

球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以及如何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等问题时，他提出了一系

列较为合理的见解和主张。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生态社会主义相关理论和思想，还促进了生态学马克思主

义到生态社会主义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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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970,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society, economy and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people began to realize that capitalism is driving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
ronment, but we can not control it. Considering that this issue will become a major social issu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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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ture, the ecological Marxists of western Marxist schools have made ecological thinking and 
analysis on this issue successively. As a representative of Ecological Marx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Joel Kovel has been actively involved in green politics and was once a leader of the Green Party of 
America (GPUS). Faced with the causes of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the conception of the ideal 
society in the future, and how to realize ecological socialism, he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reasonable 
opinions and propositions. It not on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theories and thoughts related 
to ecological socialism, but also promoted the transition from ecological Marxism to ecological so-
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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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威尔是当代生态社会主义重要的倡导者之一，他率先提出了“资本是自然的敌人”这一著名的观

点，明确把资本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他认为资本反生态逐利这一本性使得资

本具有不可持续性，这也就导致资本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从而进一步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与

生态环境屡遭破坏之间的关系。为此，他试图在反思传统社会主义局限的基础上，通过对生态社会主义

前景的描绘，探讨生态社会主义体系的建构路径。而他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也将为我国如何真正展开生

态文明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2. 追源溯流：诱发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 

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以及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哲学价值观，这种哲学价值观的哲学基

础是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的理性主义哲学。具体体现在：一使得当下自然界和人类自身逐步

商品化，不间断的商品化和交换打碎了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运行规律，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生产

条件必然会不断恶化，最终损毁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完整性；二是自然环境的恶化破坏了资本主义

的生产条件，使资本主义生产与其生产条件的矛盾进一步突出。资本为了应对环境问题所导致的工人身

体健康的费用的增加，不得不减少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投入，导致生态问题无法得到有效治理。与此同时，

由于技术进步使得生态危机得到短期的遏制，资本更加无节制的进行生产，使生态危机愈演愈烈。因此，

科威尔认为：资本本身是不利于生态平衡的，“任何性质的平衡和抑制都是资本的敌人。”在洞悉资本

的本质、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后，科威尔对当前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进行了生态学视角的分析和

探究，他提出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树立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2.1.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本末倒置 

商品的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种属性，介于资本主义经济是以交换为手段的商品经济，

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的交换价值逐渐超过了使用价值。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其

实质就是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在于生产使用价值，而在于实现交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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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资本获得利润的目的。因此，由于商品生产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销售以此来维持其购买其他商品

的能力，而使商品只保留了交换价值但却淹没并丧失了使用价值。在科威尔看来，资本主义的这种生产

方式就是把经济高高置于一切之上，把人类的一切存在都转换成金钱关系，以至于“资本变成了一种存

在方式，要克服资本，就必须探究和克服发展本身”。[1]他利用马克思“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两

者间相互矛盾的理论冲突充分论证了资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阐明当下商品生产的现状：不再单一为了

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重交换金钱和商品。因此，“资本主义的增长不是物质生产要素或产品的增长，甚

至也不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是交换价值的增长”[2]。这种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本末

倒置的资本求利性做法也必将加剧生态危机的发生。 
科威尔对于生态危机的研究视角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早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基

本的经济理论出发，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循环往复的生态是相矛盾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

的发展是以牺牲环境承载力换取的，这也不可避免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发生。且他的主张也论证了马

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合理性，也为深化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2.2. 资本的“反生态性”瓦解生态系统 

在生态环境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有了一点“绿化”的倾向，但这也只是暂时

的迹象。“对于资本家来说，资本是一台汲取剩余劳动的永久抽水机。”[3]资本的无限扩张，使之具有

“反生态”的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随着商品生产的需要，资本具有降低自身生产条件的趋势。资本家们出于逐利的本性，使得

在商品生产的过程中，开始高度关注商品的生产成本。为了攫取高额的利润，他们开始对包括工人在内

的生产设备、生产环境等一切生产条件进行尽可能地降低。一切的生产关系都被转换成简单的金钱关系，

就连自然本身也被不停地转化为商品，且自然的剩余价值被榨干后也会被无情抛弃。资本的这一做法也

将自然推向“崩溃”的边缘。 
第二，随着资本积累的要求，资本需要无止境地扩张。《1844 年政治经济学手稿》曾这样论述资本

存在的本质：要么增长抑或是死亡。科威尔借此说明，只要对交换价值有所渴求，那便会陷入无限循环

的扩张中，这种扩张污染生态系统、破坏动植物栖息地、耗尽自然资源，不惜破坏自然的完整性也要达

到。对商品扭曲的欲望使得生产和消费相异化，改变人类长此以往的生活方式，破坏一直稳定的生态环

境。 
第三，随着生产的持续进行，资本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导致世界混乱。世界上南北贫富差距之悬殊

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享有的通过科学技术、工业、经济管理等所创造的经济收

益实则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更为严重的是，随着世界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在全球范围内，他们必

将进一步加大对自然资源的盘剥和压榨，加大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发展中国家在经受经济与环境

的恶性循环后，也终将陷入混乱。 
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剥削人的制度，也是剥削自然的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根本不具备修

复生态的能力。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必须要建立另外一种生态友好型社会制度，

弘扬生态理性。 

3. 理论重建：科威尔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初步预想 

在资本主义社会陷入深深的生态环境危机的背景下，不禁有人发问：人类该如何摆脱这一现实生态

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他们从生态学视角展开了对资本主

义的批判。与所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科威尔认为要解决生态危机和挽救人类，就必须要发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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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重构文明的生态完整体系并实现人类生态价值观。它的建构

是无法通过改良资本主义达到的，因为资本主义具有不可持续性，所以科威尔认为唯有诉诸生态社会主

义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宏伟蓝图”。 

3.1. 克服资本主义劳动力的异化，实现人的劳动的解放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

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资本家为了增加财富，千方百计降低生产成本，把

一切改善工人劳动和生活环境的投入视为多余和浪费，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实则是一种异化劳动。

科威尔在对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深入剖析后提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违背了人类

发展的客观规律，资本求利性的不断膨胀加剧了自然资源的耗费，与生态原则相冲突导致自然的异化和

生态危机的发生。因此，在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人的劳动的解放和自由就变得尤为重

要。科威尔认为，整个人权的概念都源自于劳动者的自由联合，它是人类存在的终极表达。生态社会主

义是从以劳动力的解放扩张到恢复自然的完整性的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就是通过解放劳

动以克服生态危机，重新发掘自然的内在价值，解放人类的创造能力以解放人类的本身。其生产是以生

态而不是以追求利润为中心的，这就决定了其劳动目的是为了满足使用价值的需要的，因而也是愉悦的、

没有压抑的自由的劳动。 

3.2.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生态复位 

生态危机的发生就是生态系统长期所处的一个稳定状态被破坏、组成生态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的有机

联系出现了断裂。这种断裂可能是因内部结构紊乱、规律被破坏而造成。比如，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

过程中，“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这两者的关系一直被颠倒。基于此，科威尔呼吁回归对使用价值

的追求，使得生态系统能处于一个整体、完整的状态。 
首先，寻求生产目的的生态复位。这是一种生产目的的转变，即从为交换而生产转变到为了使用而

生产。所谓为了交换而生产实质就是为了利润而生产。利润从何而来？只能从降低成本以及增加产品的

附加值着手，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就是为了抢占资源，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但产品的真正的财富其实体

现在它的使用价值，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是无法构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是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

的。其次，聚焦生产的质而非量。人们对产品的使用量总是有限的，没有必要为了积累财富而无节制进

行商品的生产。如果一味把目光聚焦在交换价值上，则会导致人的认知受到扭曲、社会发展偏离轨道甚

至直接加剧生态的负担。最后，改变既定的消费方式。人们往往沉迷于商品消费，科威尔分析这一行为

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人们在软弱、孤立和精神绝望时会通过消费来宣泄个人的不满，

这也是生态遭到破坏的又一诱因。但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以科威尔为代表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们拥护

生产者的尊严和其存在的内在价值。他们认为，生产是建立在自我管理和自由联合的基础之上的，生产

就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过程，是一种美的享受过程。无需用消费来缓解劳动所带来的痛苦。 
包括科威尔在内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敏感地意识到过度追求商品交换价值所带来的后果，所以他们呼

吁生产者应将重点放在使用价值上，那些没有尽头的财富积累只会让人陷入到一个“怪圈”中，只有使

用价值的复归，才能避免生态危机，保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完整性。 

3.3. 商品生产向以生态为中心生产的生态过渡 

“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这一概念出现在科威尔《自然的敌人》一书中，人类生产的物品多种多样，

与之相应地可供选择的生产方式也各有不同。所谓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实则紧扣“生态”这一核心要义，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4131


张馨文 
 

 

DOI: 10.12677/acpp.2022.114131 739 哲学进展 
 

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去看待生产。生态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整体性”与“协同性”，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

的首要准则便是保证生态系统完整性，保证了使用价值和质量而非为了交换价值和数量，尊重所有生命。

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一

味强调经济效益，却忽略了经济活动应该与生态自然环境保持和谐统一。所以眼下要解决生态危机，就

应在人的价值观念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进行一场变革。科威尔与立足于人类中心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者们不同，他主张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生态为中心的，相应地，他所提出的生产方式也是以生态为

中心的生产方式。 
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包括了很多交互性的内容：第一，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过程与生态化产品是一

致的，也可以说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是从属于生态化产品的。商品生产的过程应与拿到产品的过程一样

快乐，无论是于商品本身还是商品制作的过程而言。第二，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要充分实现劳动力的“使

用价值”。人们有自由选择自己职业和爱好的权力，在劳动的过程中，不应只看到其劳动之力而忽视其

背后的使用价值。第三，解放劳动者，解除劳动的等级和剥削关系，促进社会各个层面的民主化。当生

产的过程是快乐的，人们的需求与欲望也就不再扭曲，交换价值也便不再对人有任何实质性影响。第四，

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需要获取人类的认同感。认同自身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密不可分，整个生态

是我们与自然的共同存在构成，不存在我们统治自然这一说法。 

4. 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在探究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时总试图还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态向度，与之相

反，科威尔更多强调的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来分析当下现存的社会问题。也正因如此，

他的理论更具针对性与实践性且与我国一直践行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观点高度契合，对我国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启示作用。 

4.1. “绿色社会”应为社会主义应有之义 

科威尔的理论展示了社会主义与生态问题的内在联系，他认为生态危机的解决与否关乎着社会主义

的前途与命运，“绿色社会”应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绿色发展和可

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其“根本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在当下，中国各类环境污染呈现高发态势，已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发展之殇；生态赤字与生态资

本短缺仍在加重，使我国进入生态“还债”的高发期，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最为短缺的生活要

素、生产要素和生存发展要素。这就决定了生态环境问题是严重制约中国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最短板，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绿色中国梦的最大阻碍，是中国绿色发展与绿色崛起

的面临的最大挑战与绿色压力。因此，我们直面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必须摆脱与摒弃过去所走过的工

业文明高碳高代价的“黑色”发展道路，与工业文明黑色发展模式彻底决裂，积极探索生态文明的绿色

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发展尽早实现从工业文明黑色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向生

态文明绿色发展道路与模式的根本转变，成功建成生态文明绿色强国。 

4.2.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仍应贯彻生态文明发展始末 

自然既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前提，人类实践活动也相应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同时自然又是人类实践

活动的对象，人类根据自己的需要能动地改造自然界。自然具有相对于人存在的优先性，也就是说自然

具有不依赖于人存在的特点，但其又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因此，恩格斯在论及人与自然的

关系时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绝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族那样支配自然，决不像站在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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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自然界之

中的。”[4]人类要生存与发展，必须通过能动性的劳动实践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并在劳动

实践的基础上形成既对立又统一的辨证关系，这也意味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

化和深入。人和自然的关系取决于人们在劳动实践种形成的社会关系，因此，解决生态危机既需要解决

人和自然的关系，也需要解决不合理的社会关系。 
科威尔的思想启示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面临诸多现实矛盾，其中最为突出便是经

济增长过程中资源供需关系与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要坚持走新型

工业化道路，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布局，实施资源节约战略，推动发展循环经济，

建立科技支持体系，增强公众参与意识，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5]。 

4.3.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绿色社会”添砖加瓦 

“科威尔从展现人类面临的灾难性境况破题，以批判自然的敌人和人类的刽子手资本为逻辑起点，

对资本的反生态本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癌性增长进行了理论批判，得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制正在历史

性地走向崩溃’的结论，从而奠定了建构生态社会主义这一绿色乌托邦的理论基础。这些思想对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6]唯有社会主义，才可以克服当今人类所共同面对

的生态危机。 
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建设美丽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使之融入到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也是

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提出的更新更高要求。其一，在经济建设层面，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产业，增强产业可持续

发展的能力。其二，在政治建设层面，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完善基层民主制度。科威

尔在生态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基层民主的重要性。在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具有自己独特的优越性。它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

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因此，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

实的民主权利。其三，在文化建设层面，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加强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

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促使大

众觉醒，使更多的人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和不可持续性。他的这些思想，对我们将生态文明

理念融入到文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其四，在社会建设层面，全面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提高

人民生活质量。我们推动发展和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良好的生态

环境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说到底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生态产品的需求。 
全球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努力做好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形成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这必将指引着我们沿着绿色发展与绿色崛起的科学发展道路不断

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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