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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正义是兼具时代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的论题。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全世界范围内环境

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资源枯竭等现象越发严重。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已经成为人类发展

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面对资本主义逐利的本性造成的生态危机，西方学者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思考如何

实现生态正义具有一定的“空想性”，西方各种思潮对马克思是否具有生态思想展开的激烈争论都亟需

我们在马克思语境下寻求解决之策。分析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内在逻辑以及实现生态正义的现实路径是

我们当前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必须作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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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justice is a topic of both tim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the continuous de-
velopment of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iodiversity reduction and re-
source depletion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contradiction be-
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o be solved in human development. In the face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caused by the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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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apitalist profit seeking, western scholars have a certain “Utopian” thinking about how to real-
ize ecological justice in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e fierce debate on whether Marx has ecological 
thought in various western ideological trends urgently needs us to seek solutions in the context of 
Marx.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respond to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by analyzing the internal logic 
of Marx’s ecological justice thought and the realistic path to achieve ecologic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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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中叶以来，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环境主义运动层出不穷。这表明，片面追求数字

化 GDP 的快速增长已经严重地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已经成

为人类发展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但是目前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资本逐利的本性使之不断地抢

夺全球资源，而导致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本主义为了缓解污染，将污染的工厂

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严重破坏了欠发达地区的环境。而一些西方思潮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实现生态正义

的思考具有一定的“空想性”。因此，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人类需要在科学的理论——马克思生态

正义思想的指导下，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实现生态正义的现实

路径，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动态统一，实现人类真正的自由解放。 

2. 马克思语境下生态正义问题的提出 

2.1. 现实原因：资本逐利的本性造成生态危机 

马克思曾提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是人的对象，是有用物”[1]。这是因为资本逐利

的本性，以获取大量的利润为生产的主导方面导致的。资本主义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不得不从自然界

获得大量的自然资源，将自然资源当成攫取经济利益的对象。“资本的饥渴必须由新鲜血液来平息，它

必须不断地寻找新的领地”[2]。当国内的自然资源不再满足资本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魔爪伸向了其

他地区，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力以更加廉价的价格对全球资源进行占有，使得当地原本良性循环的生态链

条遭到破坏，严重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并且资本主义为了转移污染，在国内将有毒废弃物掩埋场建

设在有色人种、低收入人群以及其他弱势群体聚集区附近，而在国外借助于资本的全球扩张，将一些高

污染企业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3]。资本主义工具理性认识论也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在这种认

识论的影响下，以高效率获得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生产方式，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幅提高，创造了巨大

的物质财富。但是在获得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资本主义也在这种认识论的指导下，无休止地从自然界

获取资源，盲目地在自然界乱砍乱采。在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狭隘思想影响下，只是将自然界当作人类

发展的对象和工具，忽略了自然界的本身的生态价值。资本主义为了实现自己的局部的利益对自然界的

破坏以及为了进行再生产而过度性生产和促使大众过度性消费，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造成

严重生态危机的最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逐利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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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原因：西方不同生态思潮失灵 

全球性生态危机引起了西方学者对生态正义的思考，主要可以划分为“深绿”、“浅绿”(绿色右翼)
和“红绿”(绿色左翼)三个思潮派别。首先，“深绿”思潮批评只考虑人类利益的价值观，他们将道德关

怀的范围扩展到非人类的自然存在物。他们把人类中心价值观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科学技术的运用

当作生态危机的根源。但是“深绿”思潮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的反生态性，仍认为在资本主

义体制内进行一些变革就可以解决生态危机[4]。其次，“浅绿”(绿色右翼)也没有跳出资本主义制度框

架去解决生态问题。“浅绿”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资本主义与生态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资本主义在肯

定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前提下，尝试提出一种经济与生态相协调的全球发展新策略[5]。生态资本主义

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修复全球生态正义的另一种策略，和可持续发展资本主义一样，均认为可以通

过政策调整、技术进步、市场调节等资本主义手段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但是“浅绿”思潮未能看到资本

主义逐利的本性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所以“浅绿”思潮的生态正义主张失灵，不能真正实现生态正

义。最后，“红绿”(绿色左翼)则认为要解决全球生态正义问题，只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地实

现生态正义。“绿色左翼”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美好理论构想，但缺乏如何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生

态正义的现实路径分析，具有一定的“空想性”。因此，面对西方不同派别生态思潮失灵的情况下，如

何在马克思语境下解决生态正义问题是当务之急。 

3. 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内在逻辑 

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国内外很多学者关于生态正义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追问与探究。

国外学者大卫·佩珀看到了马克思自然观中具有自然的先在性，唯物辩证法对自然的尊重。并且他还认

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可以应对当前的生态危机[6]。福斯特和帕森斯等学者也认为马克思生态思

想不仅可以分析当今全球性生态问题的原因，而且可以为解决生态问题的现实路径提供启示。国内学者

叶海涛等学者在《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发展轨迹与理论视角》中对马克思各个时期的理论文本中的生态思

想进行了研究，尤其是他提出在马克思后期文本中，马克思更多从社会规律中揭示自然异化的问题，这

为解决生态问题指明了方向，也为后面的学者研究马克思的生态内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7]。姜国凡和任

玲等学者从不同的维度和向度分析了马克思生态观思想。张学华和李艳琼等学者则探究了马克思生态正

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在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发现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

提出生态正义这一概念，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中，不仅内在地富含当代生态学思想，

还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 

3.1. 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生态正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生态正义思想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思考。马克思曾认为

人与自然的问题，“这是一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8]。
马克思提出这个问题不仅基于黑格尔等唯心主义者将人与自然统一于绝对精神，是虚假的形而上学形式

的统一，还基于近代唯物主义也以主客二分的方式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马克

思对这些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人与自然不是分裂，而是在存在论上一体化，人与自然在对象性活动

关系中，不断向对方生成，促进彼此的互动共生[9]。马克思主要从两个方面探究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

一方面自然界是先于人类而存在的，具有本原地位。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并随着自然界的运动

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向自然生成。马克思提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人靠自然界生活”[10]。另一方面，虽然马克思高度肯定了自然界的本原地位和优先性，但是马克思也肯

定人的创造性，提出人可以能动地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活动，不断促使自然人化。但是人类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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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能动性活动也会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因此，在人类对自然的改造的过程中，以尊重自然规律为

前提条件，不然会破坏生态平衡，紊乱生态系统，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最终演化为全球性的生态灾难

和生态危机。因此，人类在通过劳动这一对象性活动，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源的时候，也要考虑自然的

有限性，给予自然以生态修复的时间和空间，承担维护人与自然生态平衡的责任。 

3.2. 实践逻辑：从实践的角度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明确了劳动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人类正是通过劳动与自然进行着物质、能

量的交换。劳动作为人的实践活动，具有主动性、创造性。人类通过劳动改造了自然，在这个过程中也

改造了人本身，因此人与自然是双向互动的关系。马克思不仅抛弃了以往传统哲学将人与自然相分离的

思维方式，而且将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的关系引入了社会历史领域。人与自然的矛盾也是历史发展所造

成的。因此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也被引入到社会与历史发展中。在当前社会，通过培育人类的生态环保

意识，以及协同生产者合理地调节和控制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本真样态。人

与自然的矛盾也会随着历史发展——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不断解决，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高

度和谐，实现生态正义。人类社会的劳动实践一旦开始，“就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

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0]。因此，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是人－自然－社会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

的辩证统一的过程。 

3.3. 资本批判逻辑：批判资本生态非正义以实现真正的生态正义 

在逐利本性和工具思维支配下的资本主义，把自然当成获取生存物质的工具，不承认自然的自在价

值，只重视自然的工具价值，从而产生了生态非正义行为。资本主义为了追逐更多的利益，通过机械化、

自动化等技术手段，无休止地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让本来为了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科学技术成为了资本

支配和奴役自然的权力工具。资本主义一方面通过科学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也在破坏着生态

平衡，使人与自然逐渐分离与对立。但是马克思不认为是科学技术造成的生态非正义，而是认为科学技

术的资本主义利用是造成生态非正义的原因。资本主义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多，为了寻求更广阔的消

费市场和更大的生产规模，资本又将目标放在了国外，不断地加大国外地区自然资源的开采，并且将高

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尚未发达的地区，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并且逃避承担当地环境污染的责任。

这些非正义行为更加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资本逻辑扩张和

工具理性渗透的结果，它是导致人与自然异化。资本主义也促使了异化消费。资本的趋利本性决定了它

具有强制消费的内在逻辑，只有不断地刺激工人进行消费，资本家才能扩大生产规模，从而获得更大的

利润。在资本主义消费观念的引导下，人们毫无节制的消费、挥霍无度的物质享受，严重破坏了生态环

境，造成了生态危机。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生态非正义行为进行批判，提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

真正的生态正义。 

3.4. 价值逻辑：实现人、自然、社会三者动态和谐关系 

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具有辩证主义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将“人–社会–自然”看作一个辩证统一

的有机整体，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正是自然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统一。马克思提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

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非正义的特性，想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好人对自然的非正义问题，必须

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除人对人的占有和剥削，实现社会正义。因此，只有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

“根本性变革”，扬弃私有制，建立联合化的大生产所有制，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大和解，才能

实现真正的生态正义。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人们不必为了获取更多生活资料，而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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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攫取自然资源。社会产品“按需分配”，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并且在“自由人联合体”阶段，还

消除了资本主义恶性竞争的根源。所以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人类自由与

全面发展。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为实现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和谐动态关系，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现实路径 

推进生态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生态正义的必然要求。在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

的指导下达成生态正义共识，培育“生态型政府”，发动社会组织和群众的广泛参与，实现数字化生态

治理的模式，用科学的制度保障生态正义的实现，积极构建全球生态治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维护我们美丽的家园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和目标。 

4.1. 达成生态正义共识 

意识是行动的先导，生态正义的实现首先要靠人们意识的转变。只有人们意识到了生态危机，才有

可能形成生态正义的行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生态危机的

根源[11]。这种观念深深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随着人类实践水平和实践的能力逐渐提高，人们对自然的破

坏越来越严重，俨然没有曾经对自然的敬畏。并且如何运用科学技术和消费的思想观念也是影响生态正

义的原因之一。一方面，莱斯认为不正确使用科学技术将会导致了生态危机的产生。因此要理性运用科

学技术，将科学技术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技术手段，不能成为控制自然的武器。我们要从意识层面形成

对科学技术正确的运用，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正确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肯定非人生命存在物的价

值。其次，合理运用技术守护自然，让科学技术成为一种良性的日常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人们应该形

成正确的消费观念。生产领域人类异化的问题还尚未解决的同时，消费异化又成为我们目前急需解决的

问题。由消费异化所引起的生态危机，例如常见的一次性消费，大量商品包装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大量消

费污染物造成的物种的濒危。在新闻报道中鲸鱼误吞塑料袋死亡的消息令人唏嘘不已。因此，形成正确

的科学技术意识，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达成生态正义共识对于生态正义的实现具有强有力的作用。 

4.2. 协同生态治理多元主体 

生态正义是由社会正义在生态领域的延伸，生态正义的实现要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共生

和谐关系中推进。因此，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生态治理的重要标志，生态正义的实现需要政府、社会企

业以及个人的共同努力。首先，要建立“生态型政府”。生态型政府，是指，“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

实现社会管理职能时要以生态良性发展为宗旨和目标”[12]。生态型政府的宗旨和原则，一方面政府致力

于将生态规律和促进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作为其基本职能，并将这种职能渗透到政府各方面行为之中。另

一方面，生态型政府努力追求和实现政府的各方面职能和目标的“全生态化”[13]。政府在推进生态治理

现代化过程中，要以“生态优先”为价值选择，以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促进人、自然、社会和谐

共生为基本目标。其次，社会企业作为生态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要充分发挥其作用。企业要树立生态正

义意识，在发展过程中选择自然、环保的模式，自觉加大对污染的控制力度，不断创新发展模式，减少

不必要的污染。最后，个人是生态治理的主力军。引导每个人参与到生态治理过程中来，一点一滴，从

身边的小事做起，低碳出行，绿色消费，人民群众之间互相监督，在全社会形成环境友好型氛围。 

4.3. 实现数字化生态治理模式 

提高生态治理现代化能力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利用当代科学技术，实现数字化生态治理模式。技术的

发展给生态治理提供了便捷。其一，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数字技术建立生态治理的数据库以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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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综合协同管理的数字平台。数据库的建立实现了信息的公开，能使更多的群体参与到生态治理过程中

来，并进行监督，提高生态治理的效能。通过综合协同管理平台，政府和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可以进行协

同治理。其二，运用大数据、互联网 + 技术实现生态环境的智能监测。生态保护的前提是要对生态领域

进行检测，运用多种手段对生态进行全方位的监测，建立不同区域不同类别环境污染大数据动态监测、

分析、管理网络平台，以及环境风险评估和危机预警机制。积极与国际生态监测机构进行对话交流，并

且培养生态监测的技术人才[14]。其三，实现生态环境的智能保护。实现对生态的智能保护，首先要先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通过科技找出污染的源头，对产生高污染的企业进行控制和处罚，对已经受到污染

的地区进行及时的治理[15]。其次，提高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的能力。目前生态污染和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

人类的生活和生存，不仅需要我们对已经污染的生态环境进行治理，还需要我们提高防范生态环境风险

的能力。生态环境安全也是社会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加强风险意识，做好防范工作，提高生

态环境风险的应急能力。将科学技术与生态治理有机结合，促使数字化生态治理模式的建立，不断提高

生态治理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4.4. 健全生态治理现代化体系 

实现生态正义不仅需要人们形成正确生态意识，还需要外部的制度作为保障。马克思的在剖析资本

主义生态非正义的过程中，找出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在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本身[16]。因此，

实现生态正义需要科学的体制机制作为强有力的抓手。首先，完善政府的考核制度，摒弃落后的只追求

GDP增长而忽略生态效益的考核标准，将加大生态效益在政府考核中的比重，提高政府的环保责任意识，

让生态真正成为“显性政绩”。其次，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主要涉及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

两个方面，代内正义的实现可以采取两种措施，建立使用补偿制度和消费税制度。使用补偿制度是占用

或使用生态资源的主体根据使用的具体情况对其他主体进行的补偿；消费税是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对免费

获得生态利益的主体进行增收消费税，并将这些消费税提供给创造生态效益的主体进行补偿奖励。后代

人应该和当代人享受同样的生态权益，罗尔斯认为，每一代都从前一代获得好处，而又为后一代尽其公

平的一份职责[17]。为了确保后代能够平等地享有生态利益，应该建立正义的代际储蓄制度。最后，加强

生态立法。通过生态立法规范生态非正义的行为，并且对非正义的生态行为进行强制处罚，为生态正义

的实现提供法律的保障，生态治理道路需要通过生态法制化的路径实现。 

4.5. 促进全球生态共同治理 

生态问题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例如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加重等，不是靠一个国家所能解决的，

必须寻求全球各个国家的通力协作，共同治理与应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国际社会成为一个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8]。习总书记正是基于全球治理的需要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人类命

运共同体在实现生态正义道路上，通过各国的协商和对话，明确生态权利和责任的划分，构建国际通用

的生态正义准则。中国积极构建全球治理，并提出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共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地球村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是马克思生态

正义思想的“当代激活”，为解决当前严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5. 结论 

生态正义已经是全世界人民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面对越发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的挑战，分析马克

思生态正义思想的内在逻辑，不仅有利于我们加深对生态危机和马克思生态正义思想的理解，还从马克

思生态正义思想中得到了解决生态危机的答案——实现共产主义。因此我国在实现共产主义的路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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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要坚持以解决生态问题为导向，不断对马克思经典文本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态思想进行研究，加

强生态正义理论研究与生态现实情况相结合，不断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谐统

一关系，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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