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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恩格斯从整体性视角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进行了多重批判，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的基本原则进行了反思和建构，最后提出了制度变革这一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根本路径。恩格斯

的生态观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展开，在明确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原则中逐渐生成，在

推进资本主义制度变革中不断升华。“批判－建构－变革”构成了恩格斯生态观的三个主要维度。
恩格斯的生态观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历史性发展，对我们在新时代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

应正确处理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关系，坚持生态效益与经济社会效益相统一；应正确把握

科学技术“双刃剑”效应，坚持科技创新与科技治理相统一；应坚持制度自信与改革创新相统一，建

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和治理体系。

关键词：恩格斯生态观；批判；建构；变革

中图分类号：Ａ８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８６／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２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９８６４（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０９－０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强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

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

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必须以更高

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１］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

想是行动的指南。在新征程上，要谱写新时代

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必须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生态

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充分发挥科学理论指导

的强大政治优势。恩格斯直面其所处时代的生

态环境现实问题，在扬弃前人生态观的基础上，

创立并不断完善了以“批判 －建构 －变革”为

主要维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实现了马克思

主义生态观的历史性发展。恩格斯的生态观对

新时代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

要启示意义。

　　一、恩格斯视野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马克思曾指出：“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

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

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２］恩格斯的生

态观是在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下，在洞

察并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环境问题中形成并

发展起来的。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

义工业日新月异、近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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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大变革时代，伴随着工业与技术的快速发

展，“人类至上”“技术至上”的口号响彻世界，

人类在对大自然的征服中日趋坚定自己是自然

的主人，肆意掠夺并随意向自然界排放废弃物

和污染物，致使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加重。

首先，空气污染问题不断加重。１９世纪中

后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已完成工业

革命，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巨大

变革。在生产方面，大机器生产取代工场手工

业，焦炭冶铁技术得以广泛推广，煤炭作为生产

生活的主要燃料被大规模使用。据统计，１８５０

年，煤炭在英国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已接近

９２％［３］。在生活方面，工业化加速了城市化进

程，许多小城镇迅速发展为大城市。以恩格斯

著作中多次提到的曼彻斯特城为例，其人口由

１８０１年的７．５万，增加到１８７１年的３５．１万［４］。

急剧增长的人口也使得能源消耗量快速增加。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英国工业生

产在１８５０—１８７０年达到高潮，采煤量从 ５０００

万吨增加到１．１２亿吨，生铁产量从２００万吨增

加到６００万吨，铁路里程从１万公里增加到２

万多公里［４］，由此产生的煤烟和废气不经任何

处理就被直接排放到空气中。恩格斯敏锐地注

意到：“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是一些纯粹的工

业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５］３２３伦敦一度

被称为“雾都”，并且在之后的１８７３年、１８８０年

和１８９２年，先后发生过多次震惊世界的煤烟污

染公害事件。日趋严峻的空气污染问题和不断

恶化的生产生活环境，使工人阶级身心健康受

到极大损害，恩格斯对此深表担忧，他指出：

“只要通风的情形不很好，空气就很恶劣，令人

窒息，没有足够的氧气，充满尘埃和机器油蒸发

的臭气；而机器油几乎总是弄得满地都是，并且

还渗到地里。”［５］４４２

其次，河湖水体黑臭问题突出。工业革命

初期，工厂生产的主要机械动力是水力，为了能

更方便地使用水力机械，同时也为了更加快速

地处理废水，工厂大都设在河流旁边，河流因此

成了废污水的主要排放场所，大量有毒废渣、废

液不经任何处理就被随意排入河流。而统治阶

级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对河流污染视而不见，

致使河湖水体黑臭成为日益普遍的问题。恩格

斯指出：“几乎所有的厂房都是沿着贯串全城

的三条河流和各种运河建立起来的”［５］３２８，“工

厂的脏水废弃物统统汇集在艾尔克河里”［５］３３１。

离利兹仅７英里的布莱德弗德亦是如此，“该城

位于几个河谷的交叉点上，靠近一条黑得像柏

油似的发臭的小河”［５］３２１。至于梅德洛克河，

“河水也是漆黑的、停滞的，而且发出臭

味”［５］３４１。此外，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工厂工人

数量的急剧增加，包括人类排泄物在内的生活

废水也大幅增加，如坐落在艾维尔河河边的一

家地毯厂，每年会把２７４５０００加仑的工业废水

和５３０名工人的排泄物最终排入艾维尔河。英

国第一届河流污染委员会成员认为，在某种程

度上这些对河流造成的污染甚至比化学工厂和

煤气厂造成的污染还严重［６］。在这种情况下，

工人阶级甚至连正常的清洁饮用水需求都无法

得到保障，因饮用受污染的水源引起的霍乱死

亡人数众多。据统计，１８３２年英国有２．２万人

死于霍乱，此后，１８４８年、１８５３—１８５４年、

１８６６—１８６７年英国又连续出现三次霍乱，霍乱

共夺走伦敦４万人的生命［７］。

再次，生态系统日趋失衡。在资本主义发

展前期，乱砍滥伐、毁林造田、过度垦荒是较为

普遍的问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列

举过不少地方的居民毁林开荒造田、破坏生态

平衡的典型案例。例如，美索不达米亚等多地

的居民为得到耕地而毁灭森林，致使那些地方

因为“失去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而成为

不毛之地；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砍光用尽山

南坡的枞树林，导致“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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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

水倾泻到平原上”［８］３１３；西班牙的咖啡种植场主

在古巴焚烧山林，使得“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

竟冲毁毫无保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

石”［８］３１６。由于大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

响的系统，随着越来越多的森林和灌木被无节

制地砍伐，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也随之被改

变，原有的平衡被人为打破，致使水土流失、土

壤沙化、气候失调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大自然

开始向人类实施严重的报复，生态危机变得层

出不穷。

　　二、恩格斯生态观的三个主要维度

　　恩格斯从整体性视角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

进行了多重批判，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生

态观的基本原则进行了反思和建构，最后提出

了制度变革这一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根本路

径。恩格斯的生态观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语

境中展开，在明确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原

则中逐渐生成，在推进资本主义制度变革中不

断升华，“批判－建构－变革”构成了恩格斯生

态观的三个主要维度。

１．批判的维度：资本主义的多重批判

其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恩格

斯认为，社会生产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是影

响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历史条件，而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并使人与自然的

关系日趋失衡，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绝不可能成

为一个生态可持续的社会。恩格斯指出：“自

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

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９］这时

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是敬畏而崇拜的。此后，随

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工业革命，资本

主义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生产技

术和效率及其社会化程度都有了很大程度的

提高，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技术和社会分工的

影响下开始转变成一种作用于自然的力量，人

类干预自然、改造自然、支配自然的力量急剧

增长。面对自然，人类不再只是臣服和屈从，

人与自然之间由过去的共生状态逐步转变为

对立状态。

其二，对资本增殖逻辑的批判。恩格斯认

为，资本增殖逻辑是造成人与自然对立冲突的

深层原因。资本增殖对商品交换的强制要求

导致不断出现生产过剩、资源极大浪费等问

题。资本增殖逻辑决定了资本势必要不断扩

张，资本的盲目性、扩张性和贪婪性必然会导

致生产被无节制地扩大和自然被无节制地利

用。但是，一方面，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无法

随着资本的扩张而自我扩张，这种“资本要求

扩张”与“自然限制扩张”之间必然会产生对

立；另一方面，资本的无限扩张和生产的无节

制扩大必然会促进更多的消费，从而导致更多

资源的浪费、更多废弃物的产生和生态环境

“新陈代谢”的断裂。这种反自然、反生态的

消费主义行径使得自然日趋被异化为资本家攫

取更多利润的工具，由此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

立冲突。

其三，对资本主义技术异化的批判。恩格

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无所不在的技术与人们

通过技术实践创造出来的对象物打破了人与自

然的动态平衡。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技术

的创造与使用日益服从于资本家追逐利润的需

要，因此，技术一方面在无限地增加生产的同

时，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加剧人与自然关系的

异化。资本家出于眼前的利益不加限制地滥用

技术，这使得人类主体以技术为主导的能力突

然转变成一种使自然界力量无法比拟的且与人

自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力量，这种技术对自然的

降服力不断迫使自然为人类服务，其在增强人

类征服自然的信心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形成了

人对自然可以为所欲为的假象，突破了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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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承受的底线。对此，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

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

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

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

黑暗背景上闪耀。”［１０］

２．建构的维度：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原则

建构

恩格斯首先基于“人靠自然界生活”［１１］这

一客观事实而凸显了自然界的重要地位。恩格

斯强调：“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

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８］３１３恩格斯从

生物进化论的视阈出发，指出自然界是先于人

而存在的客观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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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存在与发展以自然界的存在和发

展为前置条件，人的一切物质生活资料来源于

自然界，人的所有生产生活实践活动都离不开

自然界，自然界源源不断地为人类生存发展提

供所必需的物质资源，是人类进行一切实践活

动的必要基础，对人的生存发展具有不可或缺

的重要意义。

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

内在遵循的客观规律。恩格斯指出，“辩证法

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１２］，这些客

观存在的规律既影响自然本身的存在和发展，

也制约着人类的存在和发展。这是因为，人作

为自然的、肉体的、对象的存在物，和其它动物

一样，既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是自然生态系统

中的子系统，因而也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存在

物。人的活动必然受其自身的自然、自然对象

和自然环境的客观规律的制约。也就是说，人

对自然的自主性绝不在于摆脱自然规律而独

立，而“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

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８］３１４。

恩格斯还揭示了尊重自然规律与认识和改

造自然的内在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

“现实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在历史中行

动的人”，人不只有生物共有的自然属性和受

动性，还有人类独有的社会属性和主观能动性。

这就意味着，人的活动是自主的、有意识的活

动。恩格斯指出，人作为自然界一切活动和关

系的主体，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觉能动地、

创造性地认识并改造自然。人区别于动物的根

本特质，就在于人类独有的社会性和自觉的主

观能动性，并且能够借助其主观能动性反作用

于自然界，把自然界纳入自己的实践活动范围，

同时又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恩格斯认

为，劳动是人类特有的改造自然的对象性活动，

是人与自然形成对象性关系的必要环节。劳动

创造了人之为人的一切本质，人类通过改造自

然的对象性活动给自然界打上人的烙印，把自

然界分化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并不断推动

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转变。

３．变革的维度：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制度

变革

从思想观念的角度来说，应变革对立的、荒

谬的、反自然的思想观念。恩格斯指出，自然界

不是孤立的他性存在，人也绝不能脱离于自然

界而独立存在，因此人必须深刻认识到自身和

自然界的一体性，认识到自己绝不能凌驾于自

然之上。人改造自然的实践虽然具有强大的能

动性，但它注定是受制于自然规律的，人类对自

然界的改造和索取必须以遵循自然界的内在规

律为基本前提，如违背规律，必然会遭受自然的

报复。因此，“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

的胜利”，而是要“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

律”［８］３１３－３１４，学会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把握

和利用这些客观规律，并且坚决反对资本主义

社会普遍存在的那种“人类至上”“人的理性为

自然界立法”的错误观念。

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说，应变革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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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

产一方面神奇般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是另

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

本身是不相容的，它带来的只能是对抗、危机、

冲突和灾难。恩格斯深度剖析了资本主义私有

制下供需结构的两极对立，指出，“在今天的生

产方式中……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和谐，竟变成

二者的两极对立”［８］３１６。这种对立和矛盾冲突

的生态方式最终会导致人类社会的终结。在恩

格斯看来，唯有“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

起的阻挠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并

且“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才能停止对“生产力和产品的浪费和破坏”［１３］，

才能消除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两极对立，进而真

正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发的生态环境

问题。

从上层建筑的角度来说，应变革资本主义

制度。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不在

于自然界本身，而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所致，因而

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之内得到有效解

决。若想从根本上消除因制度问题引发的人与

自然矛盾冲突问题，只能以消除资本主义制度

问题本身为前提，即“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

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

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８］３１５，

彻底切断资本与自然界的对立源头，进入人类

与自然界相互和解与共同发展的共产主义。只

有如此，才能治愈“日益腐败的自然界”，进而

实现“自然界的真正复活”和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

　　三、恩格斯生态观的当代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１４］１９恩格斯生态观既包含着他对资本主义

社会生态环境问题起因的探讨，也包含着他对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路径

思考，对我们在新征程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其一，应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

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恩格斯曾多次强调，要

深刻“认识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警示人们

要预判“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

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以此告诫人类要“能够

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而不能“过分陶醉

于对自然界的胜利”［８］３１４。习近平总书记反复

强调：“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

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

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１５］１１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是人类

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绝不能破坏自

然、伤害自然，必须为自然守住安全边界和底

线，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可承受的

限度内，取之有时、用之有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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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当前，有些地方有些干部仍然存在着一些对人

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偏差、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

薄、生态文明理念贯彻不力等问题，对大自然只

索取而不投入、只开发而不保护、只破坏而不修

复，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

和平衡。对此，我们应予以坚决反对，要把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印在脑子里、落实在实践

中，彻底摒弃错误的反生态理念，真正从思想认

识和具体行动上做出根本转变，在绿色可持续

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其二，应正确处理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

保护的关系，坚持生态效益与经济社会效益相

统一。如何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这既是

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难题；既是摆在各

级领导干部面前的一个重大考题，也是树立正

确政绩观的重要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

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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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１５］２５他还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

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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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

展、低碳发展。”［１５］２０现阶段，有的地方还不能很

好地把握生态与生产的关系，一些领导干部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意识还不够强，以牺牲环境换

取经济增长的念头依然存在，“重发展、轻生

态”的错误政绩观依然没有转变，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或是不敢

“动真碰硬、浮于表面”，更有甚者为了求一时

经济增长而不顾自然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容

量，盲目铺摊子、上项目。一些行业、企业违法

违规排污行为仍较突出，这种只顾经济增长速

度而不顾发展质量的粗放式增长方式毫无疑问

会对生态环境造成难以逆转的破坏。生态环境

保护和经济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生态环境是高

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让生态效益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

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坚

决摒弃损害甚至是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

不断培育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

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

代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以高品质生

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生态保护与

生产保护的“双赢”格局。

其三，应正确把握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效

应，坚持科技创新与科技治理相统一。恩格斯

辩证分析了技术进步对于社会生产发展的积极

作用以及技术滥用对于生态环境的消极作用。

任何技术都是“双刃剑”，都具有积极与消极的

双面特征和双重作用。科学新发现、技术新突

破在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会对生态环境

造成潜在威胁，尤其是资本趋利性主导下的不

加节制的技术滥用会给人类带来风险甚至灾

难。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科技是发展的

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要前瞻性研判

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

战，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和监管框

架。”［１７］当前，随着科技创新步伐不断加快，科

学技术的“双刃剑”作用势必会以更为复杂的

方式呈现出来，从而给生态环境保护带来新的

更大挑战。因此，从科技创新角度来说，要使科

技发展跳出唯资本逻辑的藩篱，必须始终将科

技伦理的要求贯穿于科技活动全过程，加强源

头治理、注重预防，加快提升科技伦理治理能力

和水平，不断强化对科学技术的生态风险监控、

伦理预警和对科技危害的积极防范，最大程度

降低科技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负面效应，使

科技在发展的同时“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的角度来

说，要强化绿色技术创新引领，加快推进负责任

的绿色低碳技术创新，鼓励绿色低碳技术创新

投入、创新协同和转化应用，推动发展方式由资

源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让绿色低碳科技

创新赋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其四，应坚持制度自信与改革创新相统一，

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和治理体系。资本主义

社会存在着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只有共产主

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矛盾的和解。福

斯特曾说：“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社会

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在对资本积累的无止境追

求中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也产生了严重的生态

危机。”［１８］事实上，资本主义大肆宣传的生态文

明带有显著的趋利性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

“原罪”，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就是转嫁生态危机，即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

掠夺，在攫取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同时将污

染问题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与之相反，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才是真正的生态文明，党

的领导决定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

向，这个方向是被我国历史与现实检验的、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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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普遍认可的正确方向。党的领导决定了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显著的优势，对此，

我们要不断增强制度自信。同时，也要认识到，

“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

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

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１４］２６５。当前，我国生态

环境保护的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和各类

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只能从更深层次、以更科

学的制度机制去解决。因此，我们要把制度建

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始终坚

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逐

步建立科学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健

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

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为推动生

态环境根本好转、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提供可靠有力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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