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６－１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１２ＸＫＳ０２３）

　　作者简介：林安云（１９６３－），女，安徽黄山人，副研究馆员，从事生态文明问题研究。

第１　６卷 第５期

２　０　１　４年０　９月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ＩＴ（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５

　Ｓｅｐｔ．，２０１４

·生态文明建设·

论马克思的社会生态原理

林 安 云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图书馆，昆明６５００３４）

　　摘　要：当代世界的生态危机，是资本逻辑违背生态正义而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如何解决这一危机，人

们再次求教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人类第二次正义危机即劳动者不拥有基本生存资料的经济生态危机

时代，它的主要理论是把人类从第二次正义危机中解救出来的理论。但是，一则由于这一历史任务遗留到了我

们这个时代（资本主义和资本逻辑依然统治世界），二则由于马克思哲学构建的深广历史内涵触及人类学生态

学的根底，从而它也能够解救人类面临的这第三次正义危机即生态危机。马克思生态思想与西方生态思想的

不同，主要在于马克思首先从社会生态考虑问题。他直接间接提出了社会生态的四大生态原理：其一，人与自

然的合理物质变换原理；其二，人与人的合理物质变换原理；其三，人自身的合理物质变换原理；其四，“每个人

与一切人”的合理生存与健康发展原理。这四大原理是马克思社会生态思想的基石，它为从社会立场解救生态

危机、开辟生态文明新时代奠定了理论基础。因为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在自然界，而在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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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世界的生态危机，是资本逻辑违背生态

正义而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为解救这一危机，
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治理活动，但

是，一直未能阻止生态恶化的态势，我们称之为生

态治理 危 机。如 何 克 服 生 态 危 机 和 生 态 治 理 危

机，是人类在当代面临的最大困境。为解救这一

困境，生态思想家们再次求教于马克思，这就是生

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然而，在

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方面，却还有待于深

入研究。马克思不仅有他的自然生态思想，如人

与自然界是同一个生态整体的思想，自然界和人

与自然界关系的生态循环与生态平衡思想等，这

些我们已另文阐述。这里，我们拟集中阐述马克

思的社会生态思想，以及由这些生态思想所凝结

的对于解救当代人类的生态困境有重大意义的社

会生态原理。

　　一、人与自然界的合理物质变换思想：
生态正义的生产原理

　　马克思在未来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合理物

质变换的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同时也是生态

学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建立在他对当时资

本主义掠夺自然、掠夺人这种严重违背生态正义

的不满基础上的。他对资本本性（即资本逻辑）的
认识，使他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改变人对自然的

和人对人的掠夺行径不抱任何希望。所以，他把

这一思想寄希望于消除了资本统治的新社会。马

克思认为，只有在那时才能实现：“社会化的人，联
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

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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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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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恩格斯对 这 一

目标说得更具体：“在一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

制度下……就应当考虑，靠它所掌握的资 料 能 够

生产什么，并根据这种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

的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
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２］

马克思把自然科学的“物质变换”这一概念，
运用于人与自然界之间，用它表示人通过劳动生

产把自然物转化为人的生存价值物，而人本身和

自然界都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改变。但是，这一变

革过程由于资本逻辑的统治而成了非正义的：它

的掠夺自 然 的 生 产 破 坏 了 人 与 自 然 界 的 生 态 平

衡，使自然界的熵有增无减，走向熵增道路，从而

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不合理的即严重违背生态

正义的反生态关系。
所以，马 克 思 特 别 强 调 在 将 来 要“合 理 地 调

节”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它包含了如下丰富的

生态意蕴：一是“合理”，既是符合自然存在之理，
又是符合人类生存之理，就是既符合自然界的以

数理、物理、生理为基础的生态生存关系之理，又

符合人和人类世界的以心理、人理、事理为基础的

社会生态生存关系之理，即符合生态正义。二是

“消耗最小的力量”，包括人的力量与自然的力量，
即以最节约的方式进行基本的、必要的物质变换。
三是“人类本性”，是指摆脱了资本灵魂和物欲统

治的人类同生共存、和谐生存的本性，是伦理化、
道德化了的人类本性，是具有高度责任和健全心

理的人类本性，是个人与类群的关系、人与自然界

的关系得到合理协调的人类本性，因而是可以遵

循生态正义要求的人类本性。四是“控制”，所谓

“调节”，所谓“根据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的关系”
来确定生产，就是只满人们基本生存需要的生产，
而不再像过去那样让资本逻辑这种“盲目的力量

来统治”生产。所有这些，都在“合理地调节”的意

蕴之中。这些表明，马克思反对盲目的毫无节制

的为了资 本 增 值 的 生 产，他 甚 至 视 之 为“造 孽”、
“罪恶”。毫无疑问，这种“合理的物质变换”，就是

符合生态正义的生产。五是人与自然界的这种物

质变换过程，既是从自然向社会的物质流变过程，
也是从社会向自然返回（废物、肥源与改变自然）
的物质流变过程，这种双向的物质变换过程就使

二者形成一种生态循环，“合理”表明对于双方来

说都是有限度的。超过限度就会失衡，形成生态

裂缝，因为地球的资源和环境的纳污能力都是有

限度的。马克思的“裂缝”概念，就是在这一意义

下讲的。
总之，在这段话中，包含了人与自然界 的“合

理物质变换”的五条生态正义原则：一是最小化原

则，即付出和得到的物质流量都趋于最小化，也可

以理解为最节约原则；二是最无愧原则，即最无愧

于人类的良善本性，排除物欲权欲所导致的人性

异化对事物的支配；三是最佳化原则，即最适合人

的基本生存发展需要，不多也不少；四是合理化原

则，即既符合自然生态正义之理，又符合社会生存

正义之理，更符合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正义之理；
五是共同控制原则，即把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和

分配这种物质变换过程，通过制度由全体成员操

纵，以便在“合理的”即符合生态正义的范围中进

行，而不让少数人的盲目物质追求力量来统治生

产。这五条生态正义原则，是今天实现生产的生

态正义的最重要的原则。通过这些原则，就回答

了人与 自 然 界 的 生 态 和 谐 如 何 可 能 的 问 题。因

此，可以把马克思的这些原则归结为人类物质生

产的生态正义原理。
针对今天的生态危机和生态治理危 机，这 就

是要求把人们对自然界的掠夺性生产，转变为符

合生态正义的生态性生产。而要做到这一步，根

本之途就是消除 资 本 逻 辑 对 于 生 产 的 支 配。马

克思的这 种 思 想，为 克 服１００多 年 来 的 生 产 异

化而实现人与自 然 界 的 生 态 和 谐 关 系 奠 定 了 理

论基础，因 而 是 一 个 极 为 重 要 的 生 态 正 义 的 生

产原理。

　　二、人与人的合理物质变换思想：生态

正义的分配原理

　　马克 思 不 仅 要 求 人 与 自 然 界 的 合 理 物 质 变

换，他也把“物质变换”这一思想运用于人与人的

社会物质关系之中。这是通过对“交换”的理解而

实现的：“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

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
就这 一 点 说，这 个 过 程 是 一 种 社 会 的 物 质

变换。”［３］

既然商品交换可以理解为“社会性的物质变

换”，那么，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四大环节———“生
产、交换、分配、消费”，综合起来应当都是一种社

会性的物质变换过程。“生产”把自然物通过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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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变换为人的生存价值物；“交换”通过市场和

物质交流实现着财富性质的变化和在不同社会成

员之间流转；“分配”作为物质变换，是根据资本和

劳动或某种法定原则，把社会财富（生产资料和生

活资料）这种总体价值，分配到不同的人手中而转

化为其使用价值，这同样是由价值或交换价值（分
配前）转变为使用价值（分配后）的过程，它在不同

人们之间变换，并为不同的人所有。特别是对于

没有生产资料和资本的人来说，生活资料的分配

（工资等），直接决定着人的贫富水平和社会公平，
决定着人的生活消费水平；“消费”作为物质变换，
是在分配基础上把社会财富通过人的衣、食、用、
住、行、教，以及社会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等

等耗费，把使用价值变换为非使用价值，由财富变

换为非财富，但却支持了人的生存发展活动。总

之，通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种物质变换，
实现从自然物质资源通过形态变换进入人的社会

物质生活，又在人的社会物质生活中发生变化反

馈到自然界的生态循环过程，这是一个物质与能

量的生 产 和 消 耗 的 耗 散 过 程。通 过 这 种 耗 散 过

程，实现人的生命和社会有机体这种“耗散结构”
的生存运转。

这就是说，马克思的“合理的物质变换”思想，
既适用于人与自然界的生产之间，又适用于人与

人的分配之间，这就为分析人与自然界的自然生

态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生态关系奠定了物质分析

基础。从自然层面说，“生产”实现的是人与自然

之间的生命、生存、生态关系，这里有个生产的生

态限度和生态正义问题，“合理”所强调的就是这

种生态限度和生态正义。从社会层面说，它主要

是指在生产之后的交换、分配、消费的合理生态关

系。尤其是分配—交换实现于分配而分配又决定

消费，这里有个分配合理和分配正义的问题，其背

后是经济限度和经济正义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分配”是在生产之外的关键

环节，它决定着人与人之间在物质关系上的合理

与否———而不论它是什 么 样 的 社 会。所 谓 合 理，

就是分配公平，这是分配正义的核心问题，是人作

为社会存在物的本质性要求。马克思的主要经济

理论，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在物质财富方面的合理

生产与合理分配问题的。“剩余价值理论”提出的

意义，就在于指证了人类社会在物质价值分配方

面的不合理性，即违背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正

义要求。而社会主义的目的就在于实现“按劳分

配和按需分配”，即人们的相对均衡也相对正义的

分配。通过合理的公平的分配，从而达到“人和人

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从今天的生态观念来

看，这实际 上 是 提 出 了 人 与 人 在 物 质 分 配 上 的

生态合理性，即生 态 公 平 和 生 态 正 义，因 而 是 对

人与人的社会物 质 变 换 关 系 的 生 态 正 义 原 理 的

构建。

总之，生态性的分配正义，就是要通过合理的

相 对 平 衡 的 分 配 消 灭 作 为 社 会 固 疾 的 两 极 分

化，①使 人 与 人 之 间 的 分 配 成 为 满 足 人 们 基 本 需

要的相对平衡的分配———当然不同人们的基本需

要是不同的。马克思所说的需要，都是基于生命

的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他反对的是过度的“浪

费和 节 约、奢 侈 和 寒 酸、富 有 和 贫 穷”［４］８９这 种 两

极分化的状态。这 就 要 求 消 除 导 致 两 极 分 化 的

违背社会 生 态 正 义 的 分 配 和 消 费，构 建 符 合 社

会生态正义的分 配 机 制 和 分 配 制 度。如 果 没 有

合理的分 配 制 度 和 分 配 机 制，合 理 的 生 产 也 不

可能出现。

　　三、人 自 身 的 合 理 物 质 变 换 思 想———
生态正义的消费原理

　　如果说，分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的

话，那么，消费和消费过程，则是由人自身把有用

的生存价值物通过个人的吃、喝、住、行、用，以及

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耗费、浪

费、占有、破坏（如战争）而降解为无用废物和垃圾

的过程。全部的生产和分配，最后都是通过消费

（生产的消费特别是生活的消费）化解为垃圾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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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资本和权力双重逻辑的支配之下，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是西方还是东方，都由于分配不公而导致了社会共同体的贫富两极分化，

其结果是出现人与财富在数量比例上的两个倒挂：８０％以上的财富集中在２０％以下的人手里，而８０％以上的人口只掌握２０％以下的财

富，这种严重倒挂就是社会生态危机。它在今天的世界上不仅是普遍的 存 在，而 且 是 随 着 财 富 的 增 值 比 古 代 更 为 严 重。问 题 的 根 子 在

于，正是由于这种分配异化形成的普遍的社会生态危机，导致了今日普遍的自然生态危机———２０％以下的人支配８０％的 物 质 力 量 恣 意

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从而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耗费而引起生态危机；８０％以上的人为生存而争抢２０％以下的财富，因而不能不过度

威胁自然环境（如过度砍伐森林），从而也导致生态危机的加重。这种情况表明，人类要想克服这种社会生态危机，首先应当从掌握８０％
财富的富人和富国这种决定性角色做起，这才是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的道路。因为８０％以上的生态危机，不能不由占有８０％财富而

恣意消耗的富人负责。



的过程。所以，消费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
一物质变换运动的终环，并通过这一终环一方面

反馈于生产，一方面返还于自然界，既实现人的生

产的增值 循 环 又 实 现 人 与 自 然 界 的 物 质 贬 值 循

环。马克思正是看到这一层，最先批判了资本主

义的不合理消费：“对人的蔑视，既表现为对那足

以维持成百人生活的东西的挥霍，也表现为这样

一种卑鄙的幻想，即仿佛他的不知节制的挥霍和

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消费决定着别人的劳动，从

而也决定着别人的生存。”［４］９５而工业资本家的生

产则为“挥霍者的贪得无厌的享乐创造着越来越

大的机会，并且用自己的各种产品向挥霍者讨好

献媚———他的一切产品都是对挥霍者的欲望的奴

颜膝怯的奉承”［４］９５，即消费异化导致了生产的异

化。
马克思对这种消费异化和其导致的工业生产

异化的批判，和今天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消费异

化的批判是一致的，如果说马克思重点批判了消

费异化是对人特别是对劳动者和劳动的蔑视，是

工业本身的质变的话，那么，今天的生态马克思主

义则主要批判其对于自然资源的蔑视、浪费和对

于生态的破坏，即异化消费在生态上的非正义性，
而这一批判是马克思开拓的。从今天的立场看，
资本主义由于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生产的规模化发

展，发达的生产力创造了大量的商品，而资本为了

自身的膨胀就需要刺激人们大量消费商品———不

仅资本家和各种富人大量消费、超耗消费，对工人

也 提 高 工 资 或 贷 款 使 他 们 也 成 为 广 大 消 费 群

体———正如许多生态主义者所说，过 滥 的 消 费 形

成了资本 主 义 的“消 费 异 化”。正 是 这 种 消 费 异

化，百倍、千倍地促使资本主义生产与自然生态之

间的物质变换成了巨大的掠夺自然的、反生态的

生产机器，成了灾难性的物质变换，从而导致生产

异化和生态灾难不断出现。而这种灾难的最终根

源，在于人类的超高消费。
它表明，由资本推动的生产 异 化、分 配 异 化，

最终是通过消费异化而返回到生产中促使生产更

加发生异化，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正是这三大社

会异化并最终加诸自然界，导致了自然异化、生态

异化，导致了今日人类面临的严重生态危机。而

马克思所提倡的消费是满足基本生存发展需要的

消费，是避免“浪费和节约、奢侈和寒酸、富有和贫

穷”的适度消费、合理消费。在这里，存在着一个

消费的生态正义原理，并且是由马克思奠定的。

这就是说，要克服今天的生态危机，就像生态

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社会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要

从克服消费异化着手。不论人的贡献有多大，创

造的物质财富如何多，他作为一个有觉悟的、有生

态理性的人，其消费只应当是满足基本需要的节

约的生态消费，这是消费正义的基本要求。一个

现实的例子是，尼伯尔总理的个人财产只是３部

手机，政府补贴他一次出国开会的６５０美元他都

原封退回。应当认识到，任何有悖于生态正义的

消费都不能不是一种生态犯罪。三大异化特别是

消费异化如不克服，其罪就是断送人类生存的生

态大罪。
总之，马克思的人与自然界、人 与 人、人 自 身

的三大合理物质变换思想，是主导人类经济活动

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并使之生态化的最根本

思想，是克服当代社会生态危机和生态治理危机

的根本原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由资本

逻辑以及权力逻辑统治的社会，由于资本失禁、市
场失灵、科技失节、消费失度，从而不能不形成它

的四大危机：其一，是在资本的无限张力推动下而

导致的生产无限扩大和自然资源与环境纳污能力

日趋缩小之间的尖锐矛盾，它形成了日趋严重的

自然生态危机；其二，是由于分配不公而导致的贫

富两极分化即人与财富在数量上的两个倒挂的人

与人相对立的社会生态危机；其三，是由于资本主

义借以发展的个人主义、经济主义、拜金主义、消

费主义价值观导致的种种超高欲望、物质崇拜和

异化消费，而也正是这些主义和崇拜反过来导致

人们的精神异化，陷入精神生态危机；其四，是传

统的生产社会化、世界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制之

间的矛盾，它形成了国际性的两极分化以及以穷

国与富国的生态对立为体现的世界性的政治生态

危机。
结论是自明的，那就是要消除今日的 四 大 生

态危 机，挽 救 人 类 未 来 的 悲 惨 命 运，从 针 对 性 上

说，只有从 消 除———不 论 什 么 社 会 的———生 产 异

化、分配异化和消费异化这些社会生态危机着手。
没有社会生态危机的消除，自然生态危机不但不

能消除，反而会———正像现在这样———不断恶化。
而要消除自然的、社会的与精神的生态危机，从根

本上说，那就只有改变资本统治人的制度，消除世

界上主要基于统治者的欲望和人们的意识形态偏

见而形成的形形色色的对立和形形色色的竞争，
才有希望消除三大异化，让资本有禁、市场有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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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节、消费有度———即为人们 的 合 理 生 存 与

健康发展而调控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
自身的合理物质变换，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人与

人的、人自身的全面和谐的生态生存关系，这就是

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进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而

这一切都要以克服分配异化导致的消费异化，实

现生态 消 费 为 必 要 手 段。只 有 实 现 人 与 自 然 之

间、人与人之间和人自身的三重合理物质变换，才
能达到人与自然界的生态和谐、人与人的生态和

谐以及人自身的生态和谐。这是马克思开辟的普

适于人类世界的社会生态原理，也是克服人类今

天的生态困境的最根本的原理。

　　四、“每 个 人 与 一 切 人”的 合 理 生 存 与

健康发展的社会公共生态原理

　　大家知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有句名

言：“代替那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

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

发展的条件。”［５］这句话一般被理解为对未来共产

主义梦想的描述而轻轻搁置。但是，这里的“每个

人与一切人”都能得到“自由发展”的思想，其意义

是非常丰富的。首先，“每个人与一切人”要能“自
由发展”，首先要能合理生存，没有生存谈不上发

展；而要自由发展，也首先得健康发展，没有健康

也就没有自由可言。因而，“每个人与一切人”的

合理生存与健康发展，应当是这句话应有的基础

内涵。
进一步看，“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合理生态与健

康发 展”，更 是 一 条 生 态 学 的 价 值 准 则［４］７３，是 生

态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实现的价值方向。它

既要克服少数人暴富而多数人赤贫的即人们不能

合理生存的当代现实，也不允许任意挥霍生态资

源的病态发展，不可持续的发展。健康发展是满

足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基本需要的可待续发展。
这样理解之后，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就成了一

条重大的生态原理，是人类转向生态文明建设时

代的基本的生态准则，因而也是一条基本的生态

原理。同时，它也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合理物质

变换的基本价值方向。
马克思的这样一种价值准则、价值原理，在生

态崩溃日趋迫近的今天，应当提上日程。一则由

于人类的 科 学 技 术 发 展 而 使 物 质 财 富 已 极 大 丰

富，在均衡的意义上已可以使全人类过上满足基

本需要的生活；二则是生态危机打消了人类无限

发展与任意要求的可能，而只能把合理生存与健

康发展作 为 自 己 的 以 及 每 个 人 和 一 切 人 的 自 然

的、社会的、精神的生态价值准则。即应当把马克

思的这种价值准则，作为今日在生态危机之下的

普遍价值原理看待。

当然，这样一个原理的实现，像其他一切原理

的实现一样，是有前提的。在任何一个资本统治

劳动的时代，在任何统治阶级以超绝欲望统治社

会、统治人的时代，都是无法实现的。它 的 实 现，

要求消除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精神生态中的种种

不合理性。不消除人类世界的种种问题，是不可

能达到每 个 人 与 一 切 人 的 合 理 生 存 与 健 康 发 展

的。所以，马克思把它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寄希望

于未来的非资本主义社会。然而，由于生态崩溃

的迫近，不能不谋求提前实现这一目标。

如果以上讨论是对的，那么，马克思的生态哲

学，实际上是关于全人类如何在自然生态和社会

生态条件 制 约 下 争 取 合 理 生 存 与 健 康 发 展 的 哲

学。因为今日的任何生态考虑，都不能不归结为

对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合理生存的考虑。

概括上述四大生态原理，应当强调的是，马克

思主义产生于人类第二次正义危机①即劳动者不

拥有基本生存资料的经济生态危机时代，它的政

治经济学说、社会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等，主要是

把人类从第二次正义危机中解救出来的理论。但

是，一则由于这一历史任务遗留到了我们这个时

代（资本主义和资本逻辑依然统治世界），二则由

于马克思哲学构建的深广历史内涵触及人类学生

态学的根底，从而使它也能够解救人类面临的这

第三次 正 义 危 机 即 生 态 危 机。正 是 在 这 个 意 义

上，马克思的上述有些原理虽然不是直接针对生

态问题而言的，但却是最重要的生态原理，因为今

天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在自然界，而是根源于人类

社会。

由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到，马克思的生 态 哲 学

思想是成系统的。如果说，系统的生态哲学思想

就是一种生态哲学的话，那么，马克思已向我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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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可以这样概括人类文明发展的三次正义危机：第一次正义危机，是封建主义统治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而陷入的政治正义危机；第

二次正义危机，是在生产的社会化基础上坚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正义危机；而 第 三 次 正 义 危 机 则 是 人 类 经 济 活 动 违 背 生 态 正 义 要

求而陷入的生态正义危机。对此已另文阐述。



供了一种生态哲学———而不仅仅 是 一 种 思 想，它

在根本立场和关键原理方面，奠定了马克思生态

哲学的理论基础。它为解决人类生存发展所面临

的这一空前危机指明了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向。可

以说，马克思生态哲学的这四大生态原理，成了今

日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的四大理论基石。
今日之所以要强调马克思的社会生态思想和

原理，在于当前人类生存的严重形势。一方面社

会的经济生态危机和政治生态危机还严重存在，
另一方面全人类却又陷入了更为根本的自然生态

危机。因此，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生存合理

性的追求，就不能不以同时克服自然生态危机和

社会生态危机的双重姿态体现出来。不过，这并

不是 说，经 济 生 态 危 机、政 治 生 态 危 机 已 经 不 重

要，而是说，马克思的生态哲学，进一步上升到了

一个全面的意义上———即从解决 经 济 生 态、政 治

生态乃至精神生态着手，解决人类面临的自然生

态问题，这是马克思生态哲学与一切其他生态哲

学不 同 的 地 方，也 是 它 的 全 面 性 和 彻 底 性 所 在。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是在一个全面

的、立体的意义上，追求全人类在自然的、社会的

与精神的生态合理性基础上的合理生存、健康发

展与走向自由解放的哲学。而这也就是全人类生

态文明转向的根本要求。人的自然的与社会的双

重生存合理性要求，成了理解马克思生态哲学和

生态文明的一 个 焦 点 性 范 畴。上 述 四 大 生 态 原

理，正是建 立 在 自 然 生 态 原 理 之 上 的 社 会 生 态

的一体化原理。但 是，它 不 是 自 动 实 现 的，它 需

要生态—社会革命的力量才能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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