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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ganic Marxism innovates ecological politics by ecological justice, pushes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conomy by green GDP and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renovates ecological culture by or-
ganic education. Its ecological thoughts show some values to some extent in rebuilding a hom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limitations and places of immature. As a conse-
quence, reflecting the Organic Marxism’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s under the context of con-
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
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Organic Marxism, but also benefits the enhancement of confidence of 
road, confidence of theory, confidence of system and confidence of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
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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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机马克思主义以生态正义来创新生态政治，以绿色GDP与有机农业来推动生态经济发展，以有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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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革新生态文化，虽然其生态思想在重铸生态文明家园的过程中彰显出一定价值，但依然存在局限及不

成熟之处。因此，坚持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下反思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不仅有助于有

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完善，更有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与“文化自信”。 
 
关键词 

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三重维度，中国参照 

 
 

Copyright © 2017 by author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奠基于怀特海过程哲学、生发于后现代有机系统科学、发展于全球性生态文明

的、建设性后现代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的理论动态，自其在世界舞台“出场”以来，就一直在

不断诉说着打造新的生态文明家园的愿望与情结。有机马克思主义以生态正义、绿色 GDP、有机教育、

审美艺术、生命共同体等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整体文化转向中的新的组成部分。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有机马克思主义以其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的三重维度构筑的生态思想，作为一种走向生态文

明家园的建设性方案是否包含着“乌托邦”色彩，有机马克思主义在其生态思想中所流露出的对中国积

极打造生态文明的认可赞许仅仅停留于泛泛之谈还是有理有据，甚至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想对

中国有何借鉴以及从中国获得了哪些坚实有力的参照，从而进一步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这些重要而迫切的问题都会对我国正在积极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

全球性生态文明带来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试从这方面做些探索。 

2.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观与中国“制度自信” 

有机马克思主义首先以破除西方传统二元对立思维为己任。资本主义崇尚个体与自我，攫取自身最

大利益的逻辑将自我与他者、自我与自然放在了相互对立中，从而也将其人与人对立、人与自然割裂的

二元对立制度本性一步步暴露。为此，有机马克思主义指出，这种二元对立的不正义制度本性正在使资

本主义自身乃至整个星球的发展难以为继，如何在生态正义的理念指导下使人类适宜居住的绿色星球重

新焕发青春，获得可持续发展便是重要而紧迫的。 
面对这样一个植根于“个人主义”，将生态资源乃至人类本身都置于自由市场中加以衡量，从而把

自身的核心价值与目标确立为财富的创造与增殖的经济政治体系，有机马克思主义指出它的制度本性是

不公平、不正义。在这种制度中生活的“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富人——认为建构人类社会的最佳方法

就是把社会建于以市场为基础的价值评判体系之上[1]”，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当他们“把具有内在

价值的东西——家庭、社区、生态系统，甚至这个星球——转化为商品进行交易买卖，以致市场价值取

代了内在价值”，以“‘全球化市场’主宰人类社会和这个星球[1]”是会带来巨大的生态灾难的，所以

有机马克思主义才在愤懑批判“基于利己主义原则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是一种低级的劣等体制[1]”的同时

积极以“生态正义”来挽救这个千疮百孔的星球。有机马克思主义借用《美国环境百科全书》中关于“生

态正义”的定义表达了自身的理论主张，即生态正义既“指对传统平等理论不满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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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平等和环境的总体态度”，又“指对环境的关切与多种社会平等的连接[2]”。显然，有机马克思主义

所认为的生态正义既是关涉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正义，又是包含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的生态正

义。为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实现人与自然的生态正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人作为自然界中一

种高级的物种不应沉浸于“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应当在平等和谐的关系中尊重自然万物的内在价值，

使自然界中不同的种际能够在自身合理价值的发挥中保持整个生态系统的繁荣稳定。因而人类要与这个

星球的生态环境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使自身在正确认识与合理利用自然的内在价值中打造

人与自然的生态正义。因为在这个星球上，“在人类出现以前就有了价值，而且即使在人类消失以后，

世界上还会有价值。迄今，我们知道，现在发现的最大价值在人的经验中，但是万物皆有价值这一事实

表明，人类应该在计划他们的活动时与其自身一道来衡量这些价值[3]”，惟其如此，人类才能力图实现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道。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应当积极致力于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生态正义。

而当谈及如何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生态正义时，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这应当在时间与空间的不同维

度上加以具体把握，否则就会落入“错置具体性谬误[4]”的陷阱。所谓在时间上把握人与人的生态正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应当注重实现代际正义，即现在的人不应当过度消耗子孙后代的资源，因为很多自

然资源已经被证明是不可再生的了。而资本主义国家最富裕群体们仍然执拗的认为自然资源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他们的错误偏执正是在向子孙后代借一笔他们永远也还不清的资源贷款，并且“一个只寻求

正义而忽视其行为对未来产生影响的社会不可能真正获得正义，因为这样的做法将非正义施加于未出生

的子孙后代——剥夺他们获得体验的丰富性的机会，甚至让他们无缘经历同样的生命历程[5]”，所以有

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正义在代际层面得到重视是十分重要的。所谓在空间上理解人与社会的生态正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共同生活于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不应当以损害其他国家与社会的生态环境为代价来促

进自身的不正义发展。以美国这样的世界上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例，他们不砍伐自己国家的森林来

获取木材资源，他们不勘探自己国家的地质来开采石油资源，他们不将生产的废弃物甚至有毒有害物品

排放在自身的国境之内而是丢弃在第三世界国家之中，他们正以诸种以邻为壑的不正义行为展开对其他

国家生态环境的肆虐践踏。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社会，于正义而不顾就会滋生怨恨，这样

的社会只能依靠暴力手段进行掌控，这样的结构自产生之日起便是不稳定的[5]”，而这也就促使人们“在

个人、家庭、社区、国家等各个层面上保护人们的需要由法律进行规定的从而是不可侵犯的生态权利，

维护全社会的生态公平和生态正义[1]”。惟其如此，这种空间上的生态不正义行为才能得到制止，国与

国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生态正义也才能真正确立。 
有机马克思主义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本性中认识到生态危机不断加重的事实，但其在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参照中又看到建构生态文明家园的希冀。中国共产党自十七大将生态文

明建设作为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明确提出并付诸实践之后，十八大上胡锦涛同志又以“加大自然生态系

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方针政策展开积极推进。除此之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球气候大会巴黎大会以及 G20 的开幕式上率先垂范，签订并执行《巴黎协定》，并以《“十三五”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强力措施助力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发展。基于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赞叹道，

“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已经正式成为党的纲领和工作

计划的重要部分”；“在十八大上，胡锦涛主席强调：‘我们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国新任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也强调要优先发展生态文明。

他说，建设生态文明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1]’”。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有机马克思主义看

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生态正义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本性，看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生

态文明结合的过程中所彰显的力量所在，因而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我们更愿意把社会主义定义为——

旨在为全体人民共同福祉提供社会服务的那些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1]”。不得不说，有机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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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资本主义的不正义牢笼中实现其生态正义的美好愿景是渺茫的，但有机马克思主义所看到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生态正义以及为了广大人民谋求共同福祉的制度本性正是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进行参

照后得出的实际结论，所以这样的制度正义本性能够让我们进一步坚定并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

度自信”。 

3.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经济观与中国“道路自信” 

一直囚困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机械发展观的资本主义固步自封的给自己加上了“无限制经济增长

神话”的“华丽之冕”，但其已经久久罹患了“GDP 拜物教”以及“唯 GNP 是从”的沉疴，所以这种

错误的甚至危险的 GDP 观以及 GNP 观正教唆着他们对自然资源进行滥采滥伐，正怂恿着他们对落后国

家进行疯狂掠夺。而正是资本主义这些不公平、不正义的残暴行为引起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如

果 GDP 的快速增长是以环境破坏、穷人日益增多，忽视教育、文化和生活质量为代价，那么，这能称得

上是真正的成功吗[1]？”加之 GNP 的生产与计算模式“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4]”，其也“越来越无

法引导国家作出谨慎的行为[4]”。由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承认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存在，必

须充分估计污染造成的 GDP 和 GNP 方面的损失，也就是说，必须要实现 GDP 和 GNP 的绿化，走向绿

色 GDP。 
也正是在绿色 GDP 的意义上，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自身的生态经济主张，并以有机农业等具体设

想展开了其对生态文明的重建。首先，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绿色 GDP 的概念。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绿色

GDP 是在其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绿色 GDP 是把包含了 26 项指标

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在做了对自然虚数——“对农作物的损害；物质损失；清洁被污染产品的费用；

等[4]”——与社会虚数——例如由财富分配不均、失业率、犯罪率，等——的扣除之后得到的一个新的

衡量积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评价体系。显然，绿色 GDP 是一种努力降低对社会与自然的损耗甚至不

可修复性破坏，从而不断追求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在一定意义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在绿色 GDP 的开发

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为人们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弊端与“唯 GDP 论英雄”的局限性提供了有效

工具。但值得注意的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绿色 GDP 依然残留着偏重发展数量、忽视自然价值以及漠视

主观审美感受等瑕疵，这就促使并提醒我们在对它的反思性借鉴中要保持审慎的辩证批判精神。其次，

有机马克思主义以有机农业的具体设想展开生态文明的重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农业作为人类生

命存续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在这个星球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自资产阶级推开工业革命的大门后，

农业的发展便沦落为工业革命的附庸。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才遗憾地指出，作为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基

本生产模式的“家庭农场、有机农耕或粮食生产本地化[1]”正在失去其生存的空间，因为“资本家把工

业化生产模式应用到农业生产中的做法，对土壤保护、作物轮作，尤其是对历史上依赖于小型农业社区

的文化传统，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1]”。为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以韦斯·杰克逊对有机农业的实践向农

业正在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提出了反驳：即只有那些“中等规模农业的作物轮作、用生物防治病虫害等传

统的耕作方法”才真正能够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奠定基础。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有机

马克思主义主张后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应当是与保护生态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传统农庄与农耕

方法为后现代的可持续发展农业提供了具体的选择方案[1]”，因而只有本地化的、小型化的有机农业才

是与生态社会的和谐发展相积极吻合的。所以正是因为看到了小型农庄或地区性农业社区的生态经济优

势所在，有机马克思主义才发出了“请记住，人类历史上最有机的社会经济系是小型农业社区共同体[1]”
的吁求。不得不说，有机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社会提出采用有机农业的方式来促进生态经济发展的做

法，在一定意义上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其在美国社会遭到挫败后将有机农业的做法推广向全世界，尤其

注重在中国加以变相“兜售”的行为，则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反思、辨识与甄别。有机马克思主义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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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生态文明基本上是本土的。换句话说，生态文明必须关注特定的场所，相对小的区域必须是相对

自给自足的[6]”。基于这样的观念，有机马克思主义当然会坚定不移的反对将农业的发展建立在工业技

术产业化的基础之上，突出强调科学技术的运用会给生物多样性、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他们才认为中国的农庄经济是未来生态经济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真正希望所在。但是，有机马

克思主义企图“把脱离全球化的自给自足的农庄共同体的本土经济发展看作生态文明的未来，本质上是

把生态文明建设理解为脱离全球化的地方生态自治，这无疑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7]”，因而在中国也

是不可能真正获得生发根基的。 
有机马克思主义借助“有机农业”走向生态文明的构想虽然越来越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却能够为其打造生态经济，重铸生态文明家园提供有效的参照与借鉴。

中国共产党在第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其中最核心的

问题就是在推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助力经济的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建设。随着中国在现代化

道路上高速奔跑多年，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所犯下的重重错误也在当下中国的舞台上一步步上演，所以说，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驶向资本主义当年面临的诸多瓶颈时期。而为了有效避开资本主义所不慎跌入的“修

昔底德陷阱”与“塔西佗陷阱”，平稳度过“人口红利”衰退的难关，顺利认识、适应并引领“经济新

常态”，中国共产党本着一切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的原则，推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剂猛药，借以

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的发展。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的过程中为中国经济发展把准了脉搏，开出了合理药方，从而能够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东风助力中

国这艘巨轮再次扬帆远航，驶向生态文明。因此，这样的实事求是的经济改革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应当认

真参照与借鉴的。除此之外，李克强总理最近发布的《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

的意见》更是在农业领域以“有机”实践的方式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效借鉴。在这份具有关键性

指导意义的《意见》中，李克强总理本着尊重农民意愿、守住政策底线的原则提出了“三权分置”的格

局，推动我国农业实现了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二次飞跃与第二次“有机”发展。它不仅展现

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持久活力，也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农民集体、承包农户的利益，更有利于构建新型

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农业的现代化发展。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革是真真正正

的在中国的有机语境中扎根于中国的有机土壤，使我国的农业成为有助于打造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文明

的“有机农业”，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提供借鉴。基于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与农业发展的不断调整中，我们有理由增强并不断向世界展示我们的“道路自信”。 

4.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化观与中国“文化自信” 

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也体现在教育领域。资本主义世界一直认为他们所坚持的是“价值中立”与“人

人皆有受教育权利”的价值观，然而他们在文化教育领域所开展的却是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诱导，所推崇

的是让那些处于上层社会的受教育者在“利己主义”中再次发酵，所实施的也是让那些本来就处于养尊

处优地位的人再次进行升华的“精英主义教育实验”，所以资本主义所竭力推进的教育不是普罗大众的

有机教育，不是为人民服务、为国家谋利的有机教育，而是有钱人的“交往游戏”、精英阶层的“私人

会所”，甚至有的是普通百姓的“绝对禁区”。因而资本主义的教育不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教育，不是

保持价值中立的教育，也不是让所有人平等享受发展权利的教育，其结果只是造成人情冷漠、寂寞空虚

的“僵尸机器”的无休止生产。为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以“有机教育”的理念对资本主义传统文化教育

的流俗弊端提出了强烈挑战。 
有机马克思主义注重将怀特海“有机哲学”(亦称过程哲学)的理念填充到文化教育中，从一定意义上

来说，就是在生态文化思想与过程哲学理念的双重指导下使文化教育转向一个新的方向。首先，有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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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的文化教育是一种在怀特海有机哲学中展开的新型教育，这种新型教育的特质鲜明呈现为它是

一种生态有机、和谐多元、整体完人的教育。依据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的宣言——“资本主义正义不正义”

“‘自由市场’不自由”“穷人将为全球气候遭到破坏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1]——他们主张文化教育的

改革是时候依据生态原则来重组人类文明了。也就是首先应当培养具有生态文明素养的新人，培养那种

能够从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出发而对整个星球共同福祉负责的人。为此，有机马克思主义积极向世界呼

吁建立这样一种“有机教育体系”，即“包括高等教育和中小学教育在内的”，使“教育的功能在于教

给学生与所有生命共生共荣及公正分配资源和机会的知识和价值观[8]”，惟其如此，注重务实的解决方

案的过程思维才能融入学生生活，从而真正超越“价值中立”的神话，使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有机统一

起来。除此之外，有机马克思主义还认为有机教育应当是一种整体完人教育，即让学生在共同体中学习，

在过程检验中促进学习，相互合作，基于问题展开批判反思，从而最终顺利解决共同体面临的问题。正

如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所言，“当学生在共同体中学习的时候，他们将竞争放在次要于合作的位置。他们

也将发展对和谐社会很关键的社会技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9]”，而这也正是对怀特海过程哲学、整体主

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彰显。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注重在有机教育的体系中增加并突出“审美”维度。

所谓增加审美维度，是指让接受教育的群体在相互的关系作用中去感受、去经验、去体悟世间万物的内

在价值。惟其如此，受教育者才能够把握美、辨识和谐，从而达成美与和谐的统一。而如果用怀特海的

有机哲学来表达，那就是“过程的每一个单位，都具有享受……要存在、要实现自我、要作用于他人、

要分享一个更为广泛的共同体，就是要作为一个完全摆脱了痛苦或快乐的经验去享受[10]”，因为经验是

“作为多中之一的自我享有，并且自我享有成为产生多之构成中之一[11]”。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有机马

克思主义在有机教育中所增加的审美、和谐、经验与内在价值是有机统一的，即有机的教育应当帮助受

教育者辨识美与和谐，发挥自身的内在价值与感受经验，而“如果不能辨识美，就无以理解价值；如果

不能辨识和谐，就无以理解美；如果不基于整体的视角来考虑，就无法把握和谐[1]”。最后，有机马克

思主义还认为基于过程哲学的有机教育应当在中国获得更多发展，因为这将有助于中国现行教育体制的

进一步改革与完善。例如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当下教育制度所走的正是一条为资本主义制度服

务、为资本家生产大量雇佣劳动工人的因循守旧之路，“中国采用了一种专为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工人的

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基于竞争，以造就消息灵通和技术熟练的专业人员为目标，他们会无意识地服

从他们的资本家雇主并致力于他们的财富。这并不是明智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12]”。显然，有

机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看到了中国教育体制的现状才认为中国应当在借鉴有机教育的过程中不断正视并

解决自身的教育问题，回到正确的教育轨道。为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多个城市设立了过程研究

中心以践行其有机教育模式，传播过程哲学理念，他们“希望中国的过程研究中心会有一个马克思主义

者的怀特海主义的空间。该中心的过程教育，应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有机思想而继续致力于教育改革[12]”，
而这样的有机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扭转中国当下教育错位的现状。不得不说，有机马克思主义的

有机教育理念确实在过程体验、生态意义、审美维度、整体和谐方面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也在一定意义

上指出了我们当前文化教育中存在的可能问题，但其基于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有机教育理念应当怎样在马

克思主义教育观的引领中恰当融入我们的思想之中，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参照借鉴，也是值得深入反思的。 
有机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文化的畅想中对资本主义的教育、审美以及中国的教育作了不同程度的反思，

而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的文化教育改革也可有所参照。首先，中国很久以前就打破了机械僵化的教育体制，

并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制定中开启了中国教育发展的新局面。历史与实践的检验都已证明，

《纲要》中所提出的关于不同阶段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育体制机制调整等都是十分契合国情并有

效地推动我国的教育发展的。因而我国的教育并非像有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那样依然囿于机械的、教条

主义的框架之内，而是早已在突破僵死体制的重围中，在不断调整变革的历练中走向有机的发展。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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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 2030”目标的提出也在表明中国正向世界发出过程完善、生态文明、审美提升与健康活力的

积极新号，表明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走向有机而健康的。在《“健康中国”2030 规划

纲要》中，我们认真遵循着健康优先、科学发展的原则而确立了全民健康、共建共享的健康主题，并在

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为重点的过

程中明确了有效推进“健康中国”稳步落实的具体方法。所有这一切都在积极表明，中国为了合理解决

国民素质低下和生态破坏的难题，正从顶层设计中不断激发出新的文化理念，即我们要实施绿色发展和

健康环境战略选择，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有机统一。因而中国人是不缺少有机的发展理念的，中国人

是不缺乏审美与生态保护的健康思想的，中国人也是不缺失正确的过程发展思维的。最后，中国的文化

教育改革所致力于的是“匠人精神”的塑造与培养，而并非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的简单复制与盲目追

随。有机马克思主义虽然对中国当下的文化教育体制做出了误读，但仍有其值得学习与借鉴之处，因为

这种持之以恒、孜孜以求的精神是没有国界地域的限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瑞士手表 10 年出错一秒

的概率仅为千分之一，德国菲仕乐锅具至少可用 100 年，西门子电器等精密仪器在世界上一直遥遥领先，

美国的军事科技更是不可匹敌，所有这些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都是源自“匠人”的“精雕细琢”，都是

“匠人精神”淋漓尽致的展现。所以中国的文化教育改革并不是简单的跟着资本主义的尾巴满世界跑，

步其后尘，不是寻求什么一蹴而就的改革与创新，而是真正要把那种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精神融化到

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血里，使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理念焕然一新。因而无论是我国正在进行的文化教育改

革，还是正在积极推进的“健康中国 2030”建设，抑或是对那种专业敬业的“匠人精神”的打造，都对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化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基于此，在以“中国匠人”塑造为标志的新一轮文化

传播与交流中，我们也有理由向世界展示我们的“文化自信”。 
概而言之，有机马克思主义在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的视角为修补资本主义的弊端、构建

生态文明家园而做出了一定的理论努力，虽然其相关理论主张仍有待于历史与实践的检验，但其站在共

同福祉角度谋求新的生态文明家园的勇气与反思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所展示出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经济发展道路的正确性以及文化教育改革的合理性也是其应当认真参照

与借鉴的。所以无论是对有机马克思主义而言，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实现对有机马克思主义

的“更具穿透性、更具创造性以及更具自我立场的研究[13]”，有助于在理论上洞穿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思

想实质，更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与“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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