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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经典著作中包含着丰富

的生态思想。本书第一章对其著作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口生

产规律以及劳动的重要作用方面的论述进行了梳理，以突显马克思

主义生态思想的哲学基础。第二章着重摘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多

部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生态危机进行的深刻反思。第

三章摘编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生态指向，并将中国共产党如何

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

代，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生产力与生态生产关系以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角度做了整理。

虽然我们尽力广泛搜集经典著作中蕴含的生态思想的箴言妙

语，但由于时间紧张，水平有限，难免会有遗漏。敬请读者指正。

本书的编写和校对得到了中央党校生态文明建设项目组教师团

队和研究生们的帮助，也得到了家人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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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哲学基础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哲学基础

第一节 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人是自然的产物

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 ( 和
动物一样) 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
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

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
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
粮; 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

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
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
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
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 ( 材料) 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
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
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
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
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61 页。)

如果进一步问: 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
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
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 这里不言而喻，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
产物的人脑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

( 恩格斯: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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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38 页。)

但是，把自我理解为抽象的抽象，知道自己是无; 它必须放弃自身，放
弃抽象，从而达到那恰恰是它的对立面的本质，达到自然界。因此，全部逻
辑学都证明，抽象思维本身是无，绝对观念本身是无，只有自然界才是某物。

(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219 页。)

二、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
前提，这个前提是: 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
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
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
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 马克思和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531 页。)

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
(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58 页。)

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
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
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58 页。)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

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
［马克思: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1868 年 7 月 11 日)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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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生存的首要条件。
( 恩格斯: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70 页。)

土地无人施肥就会荒芜，成为不毛之地，而人的活动的首要条件恰恰是
土地。

( 恩格斯: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72 页。)

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
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

( 马克思和恩格斯: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 58 页。)

土地是有限的，而有水力资源的土地更是有限的。这并不排除: 虽然一
个国家自然瀑布的数量是有限的，但工业上可利用的水力的数量是能够增加
的。为了充分利用瀑布的动力，可以对瀑布进行人工引流。有了瀑布，就可
以改良水车，以便尽可能多地利用水力。在水流的状况不便于使用普通水车
的地方，可以使用涡轮机等等。

(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7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727 页。)

正像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是自然存在一样，他的劳动的第一个客
观条件表现为自然、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 他本身不但是有机体，而且
还是这种作为主体的无机自然。这种条件不是他的产物，而是预先存在的;

作为他身外的自然存在，是他的前提。
(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8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38 页。)

生产的原始条件表现为自然前提，即生产者的自然生存条件，正如他的
活的躯体一样，尽管他再生产并发展这种躯体，但最初不是由他本身创造的，

而是他本身的前提; 他本身的存在 ( 肉体存在) ，是一种并非由他创造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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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被他当作属于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自然生存条件，本身具有
双重的性质: ①是主体的自然; ②是客体的自然。生产者作为家庭、部落、

特里布斯等等———它们后来和别的家庭、部落、特里布斯等等相混合、相对
立，而在历史上采取各种不同的形态———的一个成员而存在，并且作为这样
一个成员，他把一定的自然 ( 这里说的还是土地) 当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

当作是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
(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8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39 － 140 页。)

前面引用的基尔霍夫的那段话中，有一句特别值得注意:
“此外，持久的木材生产本身要求有一个活树储备，它应是年利用额的 10

倍到 40 倍。”

这就是说，一次周转需要 10 年到 4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 马克思: 《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6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272 页。)

如果土地像空气一样容易得到，那就没有人会支付地租了。既然情况不
是这样，而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被占有的土地的面积是有限的，那人们就要
为一块被占有的即被垄断的土地支付地租或者按照售价把它买下来。

( 马克思: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68 页。)

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
(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 1 卷，

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 第 534 页。)

过去，人类以无限制地开发以求生产的发展，这是那个时代的战略。现
在，以合理开发、节制使用以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平衡，这是现代、当代
的战略，人类依靠自然资源而生存，所以，不能不研究资源问题，不能不研
究资源战略问题。

( 习近平: 《知之深爱之切》，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37 －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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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
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
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 208页。)

长江流域生态地位显著，流域内广泛分布的湖泊群和密集分布的河流，

在降解污染、蓄洪防旱、调节气候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尤其是长江上游地区，既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地区，又是
生态环境脆弱地区。

( 李后强，翟琨: 让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长江经济带
建设的重要论述，《人民日报》，2016 －07 －24。)

通过用行动明示共产党人愿意履行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态文明
建设职责，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起应对气候变暖，维护能源安全，同时展开
友好的对话和加强合作，分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携手共建地球美好家园。

(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 211 －212页。)

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 习近平: 《生态兴则文明兴》，
《求是》2003 年第 13 期。)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重要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生态保
障。不可想象，没有森林，地球和人类会是什么样子。

(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 207 页。)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社会产生、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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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则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有目的地利用自然、

改造自然，但人类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在开发自然、利用自然的过程
中，人类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的行为方式必须符合自然规律。

(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学习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21 页。)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
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把不损害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底线。

自然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系统，比如，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
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

土的命脉在树。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只管护田，

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系统性破坏。
(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 233、236页。)

三、自然界和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
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

( 马克思和恩格斯: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 58 页。)

政治经济学家说: 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
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

(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9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550 页。)

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结果是生产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方面: 自然的方面和人
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动。土地无人施肥就会荒芜，成为不毛之地，而人
的活动的首要条件恰恰是土地。

( 恩格斯: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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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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
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
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58 页。)

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生产要素———自然和人，而后者还包括他的肉体
活动和精神活动。

( 恩格斯: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67 页。)

如果认为，劳动就它创造使用价值来说，是它所创造的东西即物质财富
的唯一源泉，那就错了。既然它是使物质适应于这种或那种目的的活动，它
就要有物质作为前提。在不同的使用价值中，劳动和自然物质之间的比例是
大不相同的，但是使用价值总得有一个自然的基质。

(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28 － 429 页。)

在农业中，土地从它的化学等等作用来说，本身已经是一种机器，这种
机器使直接劳动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从而较早地提供剩余额，因为这里较
早地使用了机器，即自然的机器。

(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591 页。)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 ( 而物质财
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 ) 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
力的表现。上面那句话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并且在劳动具备
相应的对象和资料的前提下是正确的。可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
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回避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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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
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
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

( 马克思: 《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428 页。)

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
等等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
存在的物质基质。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
改变物质的形式。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
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
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56 － 57 页。)

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其实也只是因为余额在分工中表现为社会的自然赐予，

表现为社会的自然力，正如在重农学派那里这个余额表现为土地的赐予一样。
(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91 页。)

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
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 ( 如人种等) 和人的周围的自
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
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 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
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
定性的意义; 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

可以用英国同印度比较，或者在古代世界，用雅典、科林斯同黑海沿岸各国
比较。

绝对必需满足的自然需要的数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

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生产者在为自己从事
的劳动之外来为别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可以越多。

(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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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586 页。)

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每一
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
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为有用物的量找到
社会尺度，也是这样。

(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48 页。)

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
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 ( 在
农业中，在其资本主义前的形式中，人类劳动只不过表现为它所不能控制的
自然过程的助手。这些自然力本身没有价值。它们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
是，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自然力，而机器是有价值的，它本身是过去劳动
的产物。因此，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
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 1861 － 1863 年手稿)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 356页。］

自然就以土地的植物性产品或动物性产品的形式或以渔业产品等形式，

提供出必要的生活资料。农业劳动 ( 这里包括单纯采集、狩猎、捕鱼、畜牧
等劳动) 的这种自然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 而一切劳动首先并且
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的。 ( 动物同时还提供兽皮，供人在冷天保
暖; 此外，还有供人居住的洞穴等等。)

(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7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713 页。)

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并且由于自然条件的生
产率不同，同量劳动会体现为较多或较少的产品或使用价值。

(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7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9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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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掘工业中，劳动对象是天然存在的，例如采矿业、狩猎业、捕鱼业
等等中的情况就是这样 ( 在农业中，只是在最初开垦处女地时才是这样) ; 除
采掘工业以外，一切产业部门所处理的对象都是原料，即已被劳动滤过的劳
动对象，本身已经是劳动产品。例如，农业中的种子就是这样。

(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212 页。)

在采掘工业中，例如在采矿业中，原料不是预付资本的组成部分。这里
的劳动对象不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而是由自然无偿赠予的。如金属矿石、矿
物、煤炭，石头等等。这里的不变资本几乎完全由劳动资料组成，它们能很
容易地容纳增加了的劳动量 ( 如工人日夜换班) 。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产品的数量和价值同所使用的劳动成正比地增加。在这里，正像在生产
的第一天一样，形成产品的原始要素，从而也就是形成资本物质成分的要素，

即人和自然，是携手并进的。
(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 696 页。)

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 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土地 ( 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 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

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
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例如从鱼的生活
要素即水中分离出来的即捕获的鱼，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地下矿藏
中开采的矿石。相反，已经被以前的劳动可以说滤过的劳动对象，我们称为
原料。例如，已经开采出来正在洗的矿石。一切原料都是劳动对象，但并非
任何劳动对象都是原料。劳动对象只有在它已经通过劳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
下，才是原料。

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
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
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

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 ( 这里不谈采集果实
之类的现成的生活资料，在这种场合，劳动者身体的器官是唯一的劳动资
料) 。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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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土地是他的原始的
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例如，他用来投、磨、压、切等等的
石块就是土地供给的。土地本身是劳动资料，但是它在农业上要起劳动资料
的作用，还要以一系列其他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的较高的发展为前提。一般
说来，劳动过程只要稍有一点发展，就已经需要经过加工的劳动资料。在太
古人的洞穴中，我们发现了石制工具和石制武器。在人类历史的初期，除了
经过加工的石块、木头、骨头和贝壳外，被驯服的，也就是被劳动改变的、

被饲养的动物，也曾作为劳动资料起着主要的作用。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

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
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 toolmaking animal”，制造工具
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
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
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
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
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本身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 ( 其总和可称为生产
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 远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 ( 如管、

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 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
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后者只是在化学工业中才起着重要的作用。

广义地说，除了那些把劳动的作用传达到劳动对象、因而以这种或那种
方式充当活动的传导体的物以外，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也
都算作劳动过程的资料。它们不直接加入劳动过程，但是没有它们，劳动过
程就不能进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进行。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

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劳动过程提供活动场所。这类劳动资
料中有的已经经过劳动的改造，例如厂房、运河、道路等等。

可见，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
化。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它的产品是使用价值，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
需要的自然物质。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对象化了，而对象被加
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而作为静
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劳动者纺纱，产品就是纺成品。

(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 208 －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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