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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logical problem is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n the new era,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and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drawing lessons from and analyzing the ecological 

thoughts of Marx and Engels, and using the method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analyze the self-consistency of "man and nature" and "man and society", whi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realize the balance between social equity and ecological harmony and to construct a 

new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cep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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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态问题是新时期国家建构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关乎人民的福祉和民族的未来。

树立科学的生态观，“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1] 既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生命根

基和本质要求，又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政治主张和执政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借鉴和剖析马

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的自洽性，这对于我国实现社会公平与生态和谐的均衡，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生态文明观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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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生态问题是新时期国家建构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的根本问题，关乎人民的福祉和民族的未来。树

立科学的生态观，“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既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生命根基和本质要求，又是

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政治主张和执政理念。对此，我

们应该站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高度，积极探析借鉴

和剖析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这是从理论上认识

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生态问题的重要议题。 

2.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对生态问题作专门的研究，

他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人与人”的自洽性分析，却给人们呈现出了丰

富的生态思想，给我们今天汲取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生态

思想资源奠定了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2.1. 自然是客观存在的 

马克思认为，自然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而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人自身的一切

都是具有自然属性的，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人要与

自然保持一个和谐统一的状态。同时他也认为人的生存

发展是离不开自然的，自然不仅提供了物质资料，还为

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财富，所以，人一旦离开了自然，

就会失去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由此，我们就可以得

出，自然是先于人和人的意识而存在的，人类是自然的

一部分并且以来自然而存在，破坏自然就是毁灭人类自

身。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66

Proceedings of the 2020 4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Social Sciences (ISEMSS 2020)

Copyright © 2020 The Authors.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SAR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C BY-NC 4.0 license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934

mailto:b*392268756@qq.com
mailto:b*392268756@qq.com


 
 

2.2. 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而

这二者是通过实践来实现统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

为，“任何人类从自然界的长期发展中产生的，形成了

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且强调人与自然的统

一性，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2]在原始社会中，

人的生活、生产资料都直接的来源于自然，人必须紧紧

依赖于自然才能活下去，人们对自然是一种崇拜、敬畏

的心理，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开始追求更多的生

活、生产资料，开始大肆的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不断

向自然索取，而在这改造、征服、索取的过程中，人与

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由开始的被动到了主

动，自然变成了人类的对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

会劳动实践搭建起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客体关系的桥

梁。”[3]人类通过劳动，不断将一个原始的自然，改

造成一个“人化自然”，不断地向自然索取。 “人类

通过劳动不断的实现自然的‘人化’，自然界的变化发

展和人类活动的辩证性在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由此

可以看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体，作用于自

然，而这二者又是通过实践活动来达到一个和谐发展的

状态。但在实践活动中，人类仍然要尊重自然，正确地

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而不是盲目地创造和消灭它，只

有这样做，才能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才能达到我

们所预期的结果，实现可持续发展。 

2.3. 社会制度会导致生态危机的出现 

导致生态危机出现的真正原因是社会制度的不完

善。“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

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社会聚集的历史动力，

另一方面有破坏着人类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

使得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

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4]资

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破坏了人与自然原本的生存状态，破

坏了生态环境，同时还损害了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所

以，生态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占有同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是资本家为获取最大利益

与占有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

主义制度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所以就必须改革

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使

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一种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要想重

新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

方式和社会制度，通过调节社会制度来调节人与自然的

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然界

在人看来才是联系人与人的桥梁和纽带，人们才能摆脱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剥削和异化劳动，合理地调节人与

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马克思认为要想解决生态

环境问题就必须要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实现共产主

义，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进而达到人与自然

的和谐统一。 

3.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3.1. 生态环境制度不完善 

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不完善，主要的问题就是在立法

体系方面有待完善，并且环境执法也不完备。具体就体

现在以下几点：首先，还没有征收专门的环境税。虽然

在税收中也有许多与环境相关的税种，涉及到了机动车

辆、自然资源、废弃物管理和污染排放等领域，但是由

于这些税种并非专门针对环境保护的，所以各税种之间

缺乏联系与协调，没有充分的发挥到保护环境的作用。

其次，在环境保护的价格上，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价格体

系。排污的成本低于废弃物处理成本，这就导致一些企

业不完善资源再生相关制度，也不会真正解决污染物的

治理。最后，就是环境执法不完备。由于受到行政管理

体制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的影响，执法主体出现混乱，

执法力度不够，对现实的约束力不强，并且执法手段也

比较单一，多为罚款，这就导致环境保护制度的执行不

能落到实处，也没有真正的起到环境保护的作用。 

3.2. 环境的监管法制制度不完善 

首先，排污的收费较低，对其的惩罚力度不够，环

境经济学在这一方面坚持的原理是“排污费标准应当高

于治理成本”，而中国恰好相反，治理的成本是远远的

高于排污的收费，同时对于严重的超标排污行为的处罚

力度太轻，仅仅是采取罚款的形式，并且罚款金额较少，

这就导致了许多企业宁愿掏排污费，也不愿投资建设相

关的废物处理设施。其次，环境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方

式单一，主要以罚款的方式为主，并且金额少，“如对

超标排污行为规定罚款最高限额 10 万元，对违反环评

擅自开工建设行为规定罚款最高限额 20 万元，对水污

染严重超标的违法行为最高罚款限额为 100 万元。”但

是对于企业来说，获得生产时间和最终的生产利润才是

最重要的，这一点处罚对他们来说，只要是不影响生产，

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他们对于自然与社会带来的危

害远远超出他们所缴纳的罚款。最后，环境的执法力度

不够，许多地方为了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往往忽视对

环境的破坏，使得环境保护的法律都是流于形式，并没

有真正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使得环境

监管不能落到实处。 

3.3. 社会公众的参与度不高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活动，

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及一些政策的制定实施，而我国现在

在生态文明建设这一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公

众的参与度不高，不能调动起公众的积极性。而这种参

与度的不高就主要体现在一些环保组织只是流于形式，

并没有发挥到真正的作用，许多地区没有专业的人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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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首先从环保组织这一方面看，现在有许多各式各样

的环保组织，但这些环保组织平时都是闲散的，只有在

某些特定的时间才会组织一些环保宣传、环保活动等，

并没有真正达到环保的目的。其次就是许多地方上缺乏

专业的环保工作者，许多地方在发展过程中一味的追求

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环境的考虑缺乏，若有专家提供一

些专业的自导，则会产生更加理想的效果。最后一点就

是公民自身的参与度不高、积极性不强，许多环保活动

都是在政府的组织下进行的，公民并没有自主性与主动

性，就如每年的植树节，只有一些单位、学校组织植树

活动，并且许多人都是不情不愿的参加，都抱着能逃就

逃、能躲就躲的心态，并没有人民主动提出去参加，参

与的热情并不高。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我国在生态

建设过程中，还需要不断提高公民的参与度，完善相关

的制度，真正达到环保的目的。 

4.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的启示 

根据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内容，在生态文明建设

中，要先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首先关键在于改革

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建设能够促进生态文明进程的生态

制度体系，形成一个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协调发展的关

系，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 

4.1. 建立完善的环境保护制度 

要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做到节能减

排，这也就需要各个地区、各个主体之间因地制宜，根

据自身的资源状况、产业结构及经济结构来合理的安排

节能减排的指标，而要想完成这些就必须要有一套完善

的制度来保障。具体的还表现在没有征收专门的环境

税，这就导致许多机构不能做到责任到人，所以要建立

专门的绿色税收体系，对一些重污染的地区及企业实行

征税，让经济与环保直接挂钩，加强人们对环保的认识。

其次，在环境保护的价格方面，要适当提高价格，提高

排污的费用，对一些重度污染的企业要加大处罚力度。

最后，就是建立一套详细的执法体系，加强执法的力度，

做到责任到人，并且丰富执法手段。 

4.2. 加强环境监管法制制度建设 

首先，提高环境违法的成本，建设完备的处罚机制，

由于现在排污收费低，处罚不严，导致许多企业宁可交

罚款也不去治理，所以应该建立完备的处罚机制，对于

违法排污的行为进行严厉的处罚，并交纳数倍的排污

费，同时对环境破坏严重者，则应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总之，就是要加大处罚力度，丰富执法形式，也可以令

其停产或是停工，让其感到紧迫感与危机意识，令其建

立相应的排污设备，把经济利益与环境的保护紧密联

系。最后，就是要加强环境执法力度，环境执法部门并

没有延伸到乡镇基层，所以乡镇在发展本地经济时，仍

然我行我素，对环境的污染破坏置之不理，所以就要在

乡镇基层设立专门的环保部门，并由以上一级直接管

理；同时，要加大对环境执法建设的投入，提高执法水

平，不断提高执法队伍人员的专业水平与能力，使他们

真正意义上了解到环保的重要性，并真正参与到环保建

设中来。 

4.3. 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度 

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度，推进全体公民的积极参

与。这就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各地区设

立专门的环保部门，并培养专业的人才，为该地区在发

展经济和环境保护方面提供专业的意见与指导，协调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直接领

导各种各样的环保组织，在思想上提高这些环保组织的

认识，并在经费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加强环保宣传，

增加环保活动，真正的发挥到他们的作用。再次，提高

公民的环保意识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生态

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

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

好风气”[5] 通过宣传教育，来增加公民对环境保护的

认识以及认识到当前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使更多的人认

识到我们自身的发展是与环境密切联系的，增加他们参

加环保活动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参与热情。最后，就

是要全力倡导绿色消费，政府要大力扶植发展绿色产

业，强化对非绿色产品的生产限制，建立权威的绿色标

识制度，同时要构建促进绿色消费的税收管理体制，引

领消费者购买绿色环保且耐用的产品，最终达到生态文

明建设的目的。 

生态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只有真正解决了这些社

会问题，生态危机才能解决，进而达到一个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就为当前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的指导，为我国生态问题的解决指

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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