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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人类依存的家园，一切人类活动都依赖于自
然界的协调有序运转，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
福祉。立足时代背景，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加快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美好生态目标。
在新时期怎样开展生态文明的建设，如何实现美丽中国
的美好图景，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回归源头，探究马克思
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为美丽中国建设找到科学理论指导。

一、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生态
思想

生态问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研究中关注的重
点领域，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 19 世纪，生态的恶化还
没有凸显为全球性的公害问题，也不曾像今天这样牵动
和影响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但这不等于马克思主义
创始人没有生态思想，在他们的很多著作如《1844 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都
蕴含着丰富的具有前瞻性的生态思想，如奥康纳所言：“当
今世界经济的主要轮廓几乎可以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所
凸显出来的理论视域中被解读出来。”[1] 马克思恩格斯
预见到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未来人类社
会发展面临的两个重大难题，他们从论证人与自然的一
体共存关系以及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反人类本质两
个方面入手，阐述了他们对生态问题的独特见解，并在
此基础上展望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如何实现人与自然
的共同体。两位导师对生态问题的透彻分析闪烁着马克
思主义心系人类命运、观照现实问题的理论光芒。梳理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理论内涵，不仅是继承和创新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任务，更是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现
实要求。

（一）自然界具有先在性，人与自然一体共存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核

心内容。马克思认为，自然优先于人类出现和发展，意
味着自然具有先在价值和优先地位，人类在自身发展中

应尊重顺应自然。马克思从“历时态”“共时态”“未
来时态”三角度论述自然界的先在性。从历时态看，自
然优先于人类而出现，人类是自然之子，自然界孕育和
造就了人和人类社会。“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2]“自
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3] 从共时态看，自
然界始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从自然
界中获取所需的一切生产生存资料，人类的生产和发展
离不开自然界的供养。“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
靠自然界生活。”[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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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未来时态看，不论人类
社会在以后发展到什么程度、进化到多高的水平，都摆
脱不了外部环境的条件限制。整个人类社会都必须加入
自然环境中，并遵守自然系统的演化和作用规律，“一
切生产力都归结于自然界”[6]。

在承认自然界先在性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
人与自然之间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相统一的共存关系。人
在自然界中以主体身份存在和发展，人是具有能动性的
自然存在物，人“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
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7] 人的这种相对外部
自然界的主体性，使人超越其他自然存在物，并且具有
其他生命形式所无法相比的主观能动性；而人的主体能
动性与自然界的外在客体性之间并非是对立排斥的，人
也是“受动的存在物”。在自然界中，人不能随心所欲、
胡作非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
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
制的存在物。”[8] 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
能动性和受动性有机统一的基础。人通过实践活动将自
身的能动性展现出来，同时对自然界施加影响，自然界
被打上了人的烙印，呈现出客体被主体同化的过程，逐
渐成为“人化”的自然；而人的主体实践活动也必须遵
循自然界外在的客观规律，并且要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
不断更新自身的认知，调整自身行为，以便更有效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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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一步实践活动，这是主体不断客体化的表现。人与
自然之间这种主体客体双向共进的演变过程，其演化的
程度越深刻，人与自然之间就越紧密地融为一个整体。

（二）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反生态反人类
19 世纪的西方社会，当人们普遍还沉醉于工业化所

带来的富饶财富，并惊叹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时，
马克思恩格斯就已预见到隐藏于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的种
种隐形矛盾。在自然领域中，自然环境在大规模人类活
动的作用下变得面目全非、满目疮痍，生态问题不断涌
现并逐渐恶化，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开始走向明面；
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也不断恶化，社会贫富分
化越来越明显。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的蓬勃开展，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社会财富呈
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态势，而作为社会财富创造者的工人
阶级，却没有分享到生产力发展所应带来的丰厚物质回
报，反而是工人自身越来越贫困，地位越来越低贱，生
存越来越困难；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了现实社会人与自
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以生态文明的全
新视野，深刻揭示了造成这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阶级和社
会根源。

阶级根源上，马克思认为资产家是人格化的资本，
他们依靠盘剥工人的剩余价值而生存，他们想尽一切方
法去获得剩余价值并加大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在逐
利本性的驱动下资本家们不断压迫工人，并持续扩大再
生产，而这些生产出的经济成果几乎全部被资本家据为
己有，留给工人的只有可怜的仅供维持生计的微薄工资。
“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
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
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9]“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
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
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
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
样。”[10]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详尽描述了
19 世纪伦敦地区工人阶级的悲惨生存境遇和贫困生活面
貌，“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
贫民窟……街道是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
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池，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
洼”[11]。这些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工人们生
活贫困、健康受损等一系列个人问题的罪魁祸首，暴露
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基本人权的践踏和对环境的污染。

社会根源上，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种见“物”
不见“人”的畸形社会。资本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宰，人
变为了资本的附属品，降为次要的存在。资本所关心的
“物”也只是最近最直接的物质生产成果，而那些与现
阶段生产无关，而只会在以后才逐渐显现出来的，由于
矛盾不断积累所产生的隐形危害，如生态破坏和环境污
染所引发的联动效应，被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
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自然条件”[12]，这导致了“地
力损耗——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13]

等诸多生态灾害。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利润化的
发展模式，环境问题才会愈演愈烈，直至无法收场，并
最终会摧毁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发展根基。马克思恩格

斯在相关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丑恶现状的揭露明
确表明了他们对私有制生产方式的人道主义批判，他们
认为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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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要将全人
类从资本主义魔爪中解放出来、摆脱生态不断恶化现状，
必须对具有反生态和反人类本性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
底的变革。

（三）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展望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贪婪本性及其私

有制的生产方式对自然造成无法挽救的破坏的同时，合
逻辑地指出了人类社会摆脱生态困境、走向美好未来的
方式途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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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马克思认为只有更替资本主义制度，
克服私有制生产方式，才能够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制度
必然导致的生态危机。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中提出使用“联合”方式消灭以剥削和异化劳动为
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公有制的理想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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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15]。在共产主义社会里，
人类劳动将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制度所强加的异化状态，
成为人的自由自觉行为。这种社会中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能够调节控制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从而达到对自然
最合理、最正确的利用，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
高理想，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命运归宿。在自然领域，
人不再浪费和破坏自然资源，人与自然将结成“真正的
共同体”。在社会领域，人剥削人的现象彻底消失，异
化劳动被合理扬弃。人成为“社会化的人”，是“联合
起来的生产者”，不再使自然作为盲目力量统治压迫自己，
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得到真正解决，互相之间
形成命运相连、互融共生的“共同体”。

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意义
自十八大首次提出“美丽中国”的概念以来，“美

丽中国”逐渐从一个由政府倡导的官方术语向社会生活
的各个层面扩展开来。无论就公众生态意识的觉醒，还
是学界日趋系统的相关理论研究，抑或是政府的政策导
向和宏观制度建构而言，可以说社会各界均对生态问题
给予高度重视。2017 年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加快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时代目标，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瞻远瞩和深
谋远虑。美丽中国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我们党自觉以马
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为指导，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不
断反思和探索的结果，标志着党在治国理政方略上实现
了一次全方位历史性的深层变革。在当前，从学理上探
析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分析其对美丽中国建设的现
实意义，对做好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一）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人是自然的产物，是在自然界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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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也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是具有能动性的存在物。
为了维系自身的生存和繁衍，人类必然要向自然界获取
所需的物质资料。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在满足了
人主体需求的同时，确认了自然的存在价值和使用意义，
也因此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人类
与自然界命运相关、共生共荣，对自然的保护就是保护
人类自身。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
学解密，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自身与外部环境的关
系，对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思想引导作用。
如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各项事业的发展迫
切需要科学的理论加以引导，在总结过去发展经验教训
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正式提出了“人与
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16]，这一科学论断充分肯定了自然界的客观价值
和优先地位，主张人和自然之间的和平共处。“生命共
同体”理念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在本根上具有一致
性，均主张在尊重和善待自然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共
生共荣，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发展作为价值归宿，将
人的前途与自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新时代所强调的
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当代继承
和与时俱进，体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回归和
发展。

（二）为美丽中国学术研究提供了范式参照
“范式”是指一学科所遵照和参考的理论规范，是

学术研究者在理论研究中所参照的研究模式，科学的范
式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正确的价值引导。对于如何看待
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曾出现诸多的范式学说，
代表性的是以林奈为首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梭罗等
的“生态中心主义”。前者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
界不过是人们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和工具，人具有高于
其他客体的优先地位和支配资源的主宰权。后者则强调
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反对人类对自然所施加的任何利用
和改造行为，贬低甚至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将对自然
的维护推向了极端。两种学说都只看到了人或自然的存
在价值和意义，完全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只
强调各自的主体性却否认了客体性，将人和自然看作绝
对对立的互斥存在物，陷入了非此即彼的错误思维方式。
这些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论”看似“殊途”实则“同归”，
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只会不断加剧现实中人
与自然的冲突。

马克思恩格斯吸取了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论”的
合理观点，克服了自笛卡尔以来西方盛行的自然与人二
元切割的思维方式。他们创新性地将唯物主义与生态文
明联系起来，强调自然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双向互动与和
谐统一，建立了“以人为本”的生态研究新范式。马克
思恩格斯基于唯物主义立场一方面科学地论述了自然界
的优先地位，认为自然是人类生产和发展不可缺少的对
象；另一方面承认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的客观规律，重
视和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自身的生存需要，主张在
满足人类合理需求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他们通过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历史的考察，分析了人
与自然如何从和谐走向对立的现实状况，并预见地指出

人与自然最终将走向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必然性。马克
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始终以人与自然的整体利益为参照，
是唯一可以正确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科学理论，这也为
学界在美丽中国的理论研究中提供科学的借鉴范式。

（三）为美丽中国实践提供了路径指导
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揭示了人与自然本质上的一

体共存关系，但这种理想的双向度关系，在现实中却由
于人对自然不合理的改造，而逐渐沦为自然对人的单向
度供养。自工业文明诞生以来，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现
代化进程后，人类一改过去受自然压迫和拘束的被动状
态，逐渐走上了一条主动的征服超越道路。在日趋发达
的社会生产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与鼓舞下，人类
把支配自然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向大自然不断
地索取各种物质资源，另一方面却把废弃物不加处理地
全部排放给自然界，由此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
题。目前，世界正面临着全局性的气候变暖、生物种类
锐减、土地肥力下降等频发的自然灾害，生态问题已成
为影响和制约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隐患。

在生态文明的实践路径方面，马克思曾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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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构想。这种实现低投
入、高产出的集约发展理念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原则。
党的十九大报告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明
确提出“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18] 的时代新主张，
体现了对马克思物质变换理念的继承和创新。目前我国
社会正经历从近代工业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的转向进程
中，要想实现美丽中国文明形态的转型升级，实现社会
面貌的全方面转变，要求我们在实践活动中遵循马克思
恩格斯生态思想，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

三、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对美丽中国建设的路径
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中，人、自然、社会三者是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统一整体。美丽中国建设也应是建
立在自然美好、社会进步、人的发展三者有机统一的基
础上。自然环境是人与社会发展的物质根源和现实依托，
没有自然提供的环境空间和外部资源，人与社会的持续
发展无从谈起。社会的文明进步是自然价值的现实显现，
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是自然与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指
向。  

自然维度上，建设“自然美”，恢复自然生态平衡，
打造更多的优美自然景观。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启示
我们要重视自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作用，只有实
现了“自然美”，中国才会“美”。美丽中国建设要在
恢复自然生态平衡的基础上，打造现实的自然美景，如
青山绿水、蓝天白云、花团锦簇、莺歌燕语等自然风貌，
或是阡陌纵横、良田美池、鱼翔浅底的田园风光等等，
这些美好景致是美丽中国蓝图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生动
的展现形式，是美丽中国之“自然美”真正形成的标志。
建设清洁美丽的自然环境，使人类在大自然中惬意舒适
地生活，自然也在人类的保护下永续发展并为人类生存
提供资料，实现人与自然的永久和谐。（下转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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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社会工作专业认可度的提升，并非由某单一因

素决定。但在农村偏远地区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更多考

验的是社会工作者的实际问题解决能力和适应能力。在

这些地区，服务对象及其家庭所面临的问题大多与经济

有关，更多体现的是由于贫困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因此，

农村社会工作服务是否得到服务对象认可，是否获得当

地政府部门的认同，与提供直接服务的一线工作者对现

实问题的解决程度和解决效果有着密切关系。基于此，

农村社会工作服务对一线社会工作者的资源链接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沟通交流能力等综合能力有较高要求。

社工既要具备较强的资源链接能力，充分链接社会资源，

同时又要具备一定的扶贫能力，能够帮助服务对象家庭

制定生计发展计划，提升其自助能力，最终走出困境。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7 年广西中青年教师基础能

力提升项目“粤桂两地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主体间合

作机制比较研究”（2017KY023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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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维度上，形成“社会美”，建立生态化的社会体系、

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观念。社会要素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
思想的重要维度，社会是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是人
与自然之间必不可少的连接纽带。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分
析阐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工人的身心伤害和对自然环
境的污染破坏，认为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
主义公有制，才能使人与自然摆脱被资本奴役和污染的
悲惨命运。这一构想启示我们，在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
要注重加强社会层面的制度建设，发挥社会主义在生态
文明建设中的制度优越性。对此，一方面要推动建立资
源节约型、生态安全型、灾害防控型、环境友好型的新
型美丽社会。另一方面要形成生态化的产业结构、政治
结构、文化结构，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社会结
构保障；除此之外，还要在全社会培育树立生态社会观。
理论只有被人民大众真心理解和普遍认同，人们才会在
生产生活中自觉地加以遵循，在实践中处理好现实复杂
问题。在当前，培育正确的生态观念是解决环境问题的
治本之策，要努力在社会范围内培育和树立科学的生态
理念。

人的维度上，实现“人美”，关注人民对优美生态
的诉求，满足人的美好生活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
露和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本质的扭曲和异化：工
人被资本家当作生产的工具手段，人被扭曲为物的片面
的存在，百姓生活在极度贫困的痛苦境地中。新时代美
丽中国的建设必须克服资本主义见“物”不见“人”的
发展陷阱，充分考虑和不断满足人民的正当合理需求，
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9]，
十九大提出的这一重大论断精准阐明了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现实需求。现阶段而言，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
活有着更高层次的追求，而且对优美环境的需求也在与
日俱增，干净水源、优质空气、美丽环境已经成为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要求和新期盼。人民对优美生态环
境的需要，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主要社会矛盾的主要表

现，这决定了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必须正视和参照社会主
要矛盾变化的情况，提升生态环境的发展质量和美丽中
国的建设水平，始终关注并不断满足人民在生态环境领
域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美丽中国的建设进程中促进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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