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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西方生态主义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比较

张 晓 东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99)

摘要:中国生态文明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应用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中国的

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不同于西方的生态中心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

想始终以实践为导向,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旨归,不同于西方的生

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空想色彩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倾向。 中国马克思主义真正做到了把马克

思主义的生态思想融入生态文明建设中。 中国的生态文明战略区别于西方的生态主义和生态

学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指导思想先进性带来的深刻性,制度优越性带来的实践性,政党组织广

泛性带来的全民性,从国情出发切合中国实际的有效性。 执政党的领导、先进思想的指引、广大

党员的带头作用、全民的积极参与、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综合使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建设的与众不同之处。 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战略思想还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建设进程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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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生态文明战略思想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

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生

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和恩

格斯很早就开始关注自然生态问题,马克思主义具

有深刻的生态内涵。 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经过孕育、形成和发展,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建设的最

高战略层面。 本文通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

内涵、西方生态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试图比较中西方生态思想的不同,揭示中国生态文

明战略的特点和优点。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遵

循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遗产,切实结合中国实

际,克服了西方生态主义的空想性,克服了西方生态

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真正做到了活学

活用马克思主义,在应对生态环境危机方面走出了

一条中国道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内涵

经过西方学者的发掘与阐释,经过苏联布尔什

维克党的解读和实践,经过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继承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内涵已经得到全世界的

认同。[1] 在 1995 年的国际马克思大会上,有学者指

出马克思是最早的社会生态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质上是生态哲学。 尽管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有争

论,但学界对于马克思很早就从哲学高度关注生态

问题、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的生态内涵、马克思主义

在破解今天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这几个方面已经取得了共识。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内涵包括:第一,自然界优先

于人类而存在。 人类是类存在物,也是自然存在物。
自然界的存在是人类生存、生产的前提和基础。 人

的存在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人的出现是自然

界长期发展的结果。 “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

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 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

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

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冶 [2]158 “人



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冶 [2]209第二,人要按照自然

的规律来生产,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要以“人与自

然的和谐冶为目标。 “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

整个自然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

的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

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

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冶 [2]163

美的规律就是合乎自然的规律。 破坏环境、污染自

然的生产方式都是不美的。 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方

式都是与自然规律、美的规律相违背的。 人类利用

自然环境提供的资料与自然界实现物质的交换。 环

境与人之间存在着相互创造、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是统一的。 “只
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冶 [3]

第三,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

“罪魁祸首冶。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利润的最大

化为根本目标,自然环境不在资本的考虑范围以内。
资本主义一方面把自然界当作财富的水龙头,另一

方面糟蹋自然,把自然看作“污水池冶。 第四,只有

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

境界。 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使自然界

真正复活冶,“需要对我们所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

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

实行完全的变革冶 [4]。 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靠
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

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冶 [5]。 共产主

义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 只有共产主义,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

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

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冶 [2]185。 总的来

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丰富的生态思想,揭示了人类与

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原则

和方向。
二、西方生态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西方生态主义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在西方发

达国家兴起的一种社会思潮。 其根本原则是所谓生

态中心主义。 西方生态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观

念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 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就
是一切以人类的物质财富生产为中心,一味鼓吹人

类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不顾及自然环境的承受极

限。 生态主义把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
近代以来宣传的启蒙理性都看作人类中心主义的根

源,质疑并批判西方社会自工业文明以来的发展成

果。 提倡生态中心主义,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倒

转。 生态中心主义就是以生态取代人类的中心位

置,把整个生物圈看作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系统内

各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自然事物具有独立于人

的内在的价值,而人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而且

是非中心部分。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该以生态系统

本身的完整和平衡为依据。 人类对自然事物的利用

应该在尊重其内在价值的前提下进行。 生态中心主

义对工业生产、经济增长都抱有一种敌意的态度。
有论者主张摆脱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欲望,在经济上

实现零增长,建立一个绿色的生态社会。 作为一种

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破坏生态环境的工业社会发

展模式的反思,西方生态主义借助生态科学的理论

资源,宣传生态环境的最高价值,试图在精神上超越

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其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
西方生态主义以生态为唯一价值取向的做法显示出

“反人类冶或者“超人类冶的倾向,显得有些矫枉过

正,对未来的零增长的生态社会的构想具有鲜明的

乌托邦性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西方,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 “生
态学马克思主义冶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加拿大学者本·
阿格尔主张应当激活马克思主义中的生态思想资源,
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和批判精神分析当今西方世界面临的生态环境危

机,才能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途径。 他们认为,生态

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 他们期

望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良好的生态环境之间

的必然矛盾的揭露来引发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利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

和方法,比如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对自然与

人类社会的辩证关系的阐释来分析生态环境问题的

症结,提出把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理想结合起来,“继
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判传统,保留了马克思主义

追求人类解放的精神冶 [6]116,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在当

代社会的适用价值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 但是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只是根据

自己的需要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作重点的阐发。 在

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

想主要是通过研究者的阐发建构起来并加以系统化

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属于一种理论话语,它
所提出的以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以生态

理性理论取代经济理性理论等策略缺乏向社会现实

层面延伸的有效方案,无法把广大民众组织起来共同

参与对社会的改造和对生态文明的保护,其影响力多

数时候停留在西方高等教育的体制内。 “在生态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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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那里,社会主义运动只是一种话语政

治。冶 [6]117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实践方面的革命性被生

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大大地“弱化冶了。 有批评者指

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已偏离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核心冶 [6]117。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战略

中国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既包

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现实问题,也包括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新情况新问题深入学习马克

思主义的丰富内涵,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新

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与深化

中,中国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生态文明思

想体系。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

“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

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冶的环保方针;邓
小平把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要求各级领导在

制定发展战略时,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

的关系;江泽民提出环境保护工作是实现经济和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

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和

建设生态文明的构想,把生态文明确定为国家发展

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7] 十七大报

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

谐,使人们既能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成果,又能享有良

好的生态文明成果。 在党的十八大上,习近平进一

步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努力开拓一条“生态发展、生活富裕、生
态良好冶 [8]7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子孙后代留下天

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冶 [8]31。 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提出以建设美丽中国为目标进行生态体制机制

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
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经过几代

人的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不断走

向成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工作部署中占

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理论创新与体制改革

相结合,在实践中总结理论,以理论推动实践展开,
形成了科学的、完整的生态文明战略思想:其一,坚
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坚持在发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要求;其二,加强顶层设

计和总体规划,在制度安排上、在利益导向上向生态

环境保护倾斜,优化国土开发空间格局;其三,以体

制改革为核心,建立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立

健全环保法规,加强环境保护部门对环境污染的监

督和处罚力度,增加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改革地

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以绿色 GDP 遏制因政绩渴求

引发的以环境换经济的发展冲动;其四,以科技创新

为驱动,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增加经济发展的科技附

加值,以技术密集型产业替代资源密集型产业,以先

进的科学技术治理污染、恢复生态,对传统产业进行

生态化改造;其五,培养公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倡导

绿色消费、低碳生活,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生态文

明战略思想体系的建立,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对

马克思主义的践行与发展。 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

文明观念、建设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生态家园,
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意志。 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的过程中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中国马

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共识。
中国马克思主义真正做到了把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

想融入生态文明建设中。
中国的生态文明战略思想在形成发展的过程

中,呈现出与西方的生态中心主义思潮和生态学马

克思主义不同的特点。 首先,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不同于西方的生态中心主义。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

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坚持

人的主体地位,而西方的生态主义坚持生态中心主

义,坚决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西方生态主义甚至认为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 需要说明的

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被生态主义抨击的那种极端

的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在西方文

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人文精神,本是无可厚非

的。 只有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极端人类中心的

观念缠绕在一起为开发自然资源大肆污染环境时,
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才会成为问题。 中国的生态文

明建设的最终目标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涵。 我们要建

设的生态文明,既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又重视人与

人的和谐。 生态文明建设会极大地改善人民群众生

活的质量,为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以人为

本与生态文明建设并不冲突。 因为良好的生态环境

正是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
其次,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坚持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不同于西方生态主义的“零增长冶。 在五位一

体的战略布局中,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建设生

态文明,不是不要经济发展。 这是由中国的基本国

情决定的。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我们仍将处于并将

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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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

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因此,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2013 年 5
月 24 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

出,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冶 [9]107。 也就是

说,生态文明建设本身就是对生产力的保护和发展。
在现实层面,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对清洁能源和高

效生产技术的需求会淘汰落后的生产力,“倒逼冶先
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再次,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始终以

实践为导向。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领导下,通过政府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社
会各界共同努力,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资源

承载力,把握自然规律,以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为

目标的伟大工程。 西方的生态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

主义之所以局限在学术研究的圈子,而无法真正进

入社会实践,原因就在于其指导思想本身是以理论

建设为导向。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既有理论探索,
又有实践经验。 法律的制定、干部的考评、科研投入

的倾斜、生态教育的展开、学术研究工作的支持,等
等,说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

面面。 实践是理论的自然延伸,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战略在实践层面的开展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战略在思

想层面的合理性、有效性。 在具体落实方面,中国生

态文明建设有着明确的、合理的时间表和严格的制

度体系。 习近平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

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 2020 年健全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 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冶,制定史上

最严的新环保法,开展范围波及全国的环保督查,这
些在实践层面采取的措施又为进一步深化对生态文

明建设的认识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有别于西方的生态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生态文明战略呈现出独有的优点,即指导思

想先进性带来的深刻性,制度优越性带来的实践性,
政党组织广泛性带来的全民性,从国情出发切合中

国实际的有效性。 首先,中国的生态文明思想从根

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在哲学高度上

领先于西方生态主义。 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毫
无隔阂地学习吸收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滋养,从
头脑深处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以共产主义的

建设目标统领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事半而功倍。
其次,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社

会主义国家。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

属性并不能保证生态环境问题的自动解决。 建设生

态文明,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工程,牵涉到经济产业

的方方面面,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如果没

有先进的制度作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很容易遇到种

种困难和挫折。 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污

染严重的产业、把环境危害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这一

生态帝国主义行径,党和国家提出了由制造大国向

制造强国迈进的国家战略,主动淘汰落后的污染严

重的产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目标,安排财政资金实行产业更

新换代,在较短的时间内扭转了中国第二产业比重

过大的局面,重点发展污染相对较少的第三产业,同
时推行退耕还林等重大工程,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收
到了显著成效。 再次,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党,
共产党员具有的广泛代表性使民众的意愿能够及时

传达到党组织,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借助为数众多

的党员能够迅速反映给社会各界群众。 党和国家的

战略能够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行动。 “中国共产党的

核心地位是指,它在政治体制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

节、各个层面,都处于核心的领导地位,既控制着从

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力,也控制着经济、社会、
军事、司法等各个领域的权力,决定着政府政策的制

定和执行、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以及人们的政治价值

观念等。冶 [10]在生态文明建设这样一项巨大的实践

活动中,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在中国,这一

领导核心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

历史的重托。 党的十八大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冶写入党章,使中国共产党

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行动纲领的

执政党。[11]党的领导能够帮助人民群众认识到生态

文明建设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团结起来

为生态文明建设而奋斗。 最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

设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制定各项战略,针对性

强,可操作度高。 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同于西方,
相对比较复杂。 主要问题有因贫穷导致的生态破

坏,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带来的环境污染,滥砍滥

伐导致的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以及城市生活的光

污染、噪声污染、生活垃圾污染,等等。 因此,在制定

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区别对待,具体把

握。 另外,生态问题往往和区域发展问题联系在一

起。 因此,中国的生态问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或者

观念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而中国的生态文明

战略最大的特点在于不仅把生态文明建设看作环境

保护问题、经济问题,而且把生态问题和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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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问题结合起来。 2013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在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谈到:
“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
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冶 [9]103总的来说,执政党的领

导、广大党员的带头作用、先进思想的指引、全民的

积极参与、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综合使用,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与众不同之处。
从历史上看,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

势。 人类文明的发展,如果不重视自然规律,不重视

生态环境的保护,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历史上消失

的几大古老文明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习近平指

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将生态文明

建设的成败与人类文明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证
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生态环境建设

之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恩格斯在《国民

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曾指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

大转变冶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

解冶 [12]。 只有在思想上、行动上切实为人类文明的

生态转向做准备,才能为两大和解的实现开辟道路。
先污染后治理,是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 毋庸讳言,
我们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走过一段弯

路。 痛定思痛,我们必须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建

设生态文明的方针政策,真抓实干,才能为子孙留下

碧水蓝天。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

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认识最深、推进最快、成效最大的时

期冶 [11]。 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

免地会遇到新问题,需要解决新困难,生态文明战略

思想还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中进一

步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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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Ecosystem Centre
Doctrine and Ecological Marxism

ZHANG Xiaodong

(Research Center of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Shandong 250199, China)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is the concrete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s謖 application of Marxist ecological
thought in solv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blems. It i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f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Different from
Western ecosystem centre doct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is people鄄oriented. Different from Western Ecological
Marxism characterized by fantasy,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Chinese Marxism is practice鄄oriented. The strateg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has the following advantages: profoundness;practicality; effectiveness; involvement of all the people.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ruling party, guidance of advanced thought, leading role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and active involvement of all
the people make the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ll the different.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Chinese Marxism shall be developed and perfec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Marxism; Western ecosystem centre doctrine; Western Ecological Marxism; strateg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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