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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
生态思想的拓新

———评《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发展史研究》

黎昔柒１，李诗芹２

（１．长沙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００；

２．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发展史研究》一书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生态经济思想、生态

政治思想、生态社会学思想等，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演进过程；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

的形成、发展和深化的历史不仅是实 践 发 展 的 历 史，也 是 理 论 发 展 的 历 史，且 实 践 与 理 论、历 史 与 逻 辑 有

机统一；凸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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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 进 程

也应当从哪 里 开 始，而 思 想 进 程 的 进 一 步 发 展

不过是历史 过 程 在 抽 象 的、理 论 上 前 后 一 贯 的

形式上的反映。”［１］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形

成发展 是 历 史 与 逻 辑 的 有 机 统 一。彭 曼 丽 的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发展史研究》一书从历

史线条出发，系 统 梳 理 了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生 态 哲

学思想、生态 经 济 思 想、生 态 政 治 思 想、生 态 社

会学思想的 主 要 内 容，揭 示 了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生

态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与逻辑。了解马克思恩

格斯生态思想的形成发展是历史与逻辑的有机

统一，这对于 理 解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以 及 与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传承创新关系十分重

要，对实现马 克 思 主 义 生 态 文 明 理 论 的 创 新 发

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揭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形成、发

展与深化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内涵经历了一个由

生态哲学思 想 到 生 态 经 济 思 想、生 态 政 治 思 想

再到生态社会学思想逐步拓展与深化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形成主要体现在

哲学层面。从马克思１８３５年中学毕业到１８４８
年《共产党宣 言》发 表 这 段 时 期，是 马 克 思 恩 格

斯生态思想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恩

格斯最伟大的理论成就是创立了唯物史观。伴

随唯物史观 的 形 成，马 克 思 恩 格 斯 生 态 思 想 基

本观点 形 成。在 唯 物 史 观 系 列 观 点 形 成 过 程

中，以人与自然关系为逻辑起点，形成了以生态

哲学思想为主体内容的生态思想。在中学毕业

论文中，马克思开始思考人与动物的区别，触及

到人与自 然 关 系 问 题。在 其 题 为《论 德 谟 克 利

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差

别》博士论文（以下简称“博士论文”）中，马克思

通过对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

自然哲学进 行 比 较 研 究，将 人 与 自 然 关 系 问 题

的认识上升到哲学高度。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马克思阐释了劳动是人与自然的中

介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异

化劳动导致 了 人 与 自 然 关 系 异 化，从 劳 动 视 角

出发形成了“人 化 自 然”概 念，“人 化 自 然”概 念

的形成 确 立 起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生 态 哲 学 思 想 的

“人化自然”本体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

恩格斯通过 梳 理 英 法 唯 物 主 义 的 起 源 和 发 展，

评判黑格尔自然哲学以及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

尔自然哲学 批 判 的 片 面 性，确 立 起 实 践 在 人 与

自然关系 中 的 重 要 地 位。在《关 于 费 尔 巴 哈 的

提纲》中，马 克 思 开 始 确 立 起 科 学 实 践 观，科 学

实践观的 确 立 使 自 然 与 社 会 联 系 起 来。在《德

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历史是自然史与人类

史相统一”的观点，这一观点揭示了人的自然性

与自然的社 会 历 史 性 相 统 一 原 理，进 一 步 阐 明

了自然在人 类 历 史 发 展 中 的 重 要 作 用 和 地 位。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客观评价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与自然关系历史发展中

的双重作用，展 望 了 人 与 自 然 关 系 在 共 产 主 义

社会的应然状态。在这一时期，恩格斯在《伍珀

河谷来信》《英 国 工 人 阶 级 状 况》中 用 非 常 直 观

的语言揭示 了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对 自 然 生 态、

人的生态、社会生态的破坏，初步形成生态政治

思想 的 基 本 立 场。在《国 民 经 济 学 批 判 大 纲》

中，恩格斯阐 述 了 人 口 与 经 济 社 会 应 该 协 调 发

展的观点，这 一 观 点 与 现 代 生 态 经 济 学 原 理 高

度契合。以上内容相互支撑、相得益彰，一起构

成了唯物史观形成时期以生态哲学思想为主体

的生态思想体系。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

表明了他们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基本哲学

立场：人化自然的本体论；自然价值与人的价值

相统一的价 值 论；超 越 人 与 自 然 关 系 异 化 的 自

然社会发展 趋 势 论；坚 持 从 自 然 到 社 会 的 认 识

论［２］（Ｐ７５）。生态哲 学 基 本 立 场 的 确 立 奠 定 了 马

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向经济、政治、社会历史领

域拓展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也确立起他们在

人与自然关 系 问 题 上 的 伦 理 原 则，生 态 哲 学 思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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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发展的指南。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

由生态哲学 思 想 向 生 态 经 济、生 态 政 治 领 域 的

拓展。从１８４８年到１８７８年前后是马克思恩格

斯生态思想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恩

格斯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以英国为典型的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发 现 了 剩 余 价 值 理 论。这 一 时 期

的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主要体现在《资本论》

《论土地国有化》《论住宅问题》《反杜林论》等著

作及其相关文献中。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生

态思想以生 态 哲 学 思 想 为 基 点，由 生 态 哲 学 思

想向生态经 济、生 态 政 治 领 域 拓 展。在 经 济 学

领域，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人类经济活动对自

然的影响以 及 自 然 对 人 类 经 济 活 动 的 制 约，确

立起一系列 与 现 代 生 态 经 济 学 相 吻 合 的 原 则，

如：商品价格应该体现自然价值；经济应该实现

可持续发展与循环发展；技术与自然、社会应当

协调发展；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要相适应；城乡

实现融合发 展；土 地 等 自 然 资 源 应 当 实 现 国 有

化；资本创新 生 态 化；等 等。在 政 治 学 领 域，在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态批判的基础上实现了

对资本主义 社 会 制 度 的 生 态 批 判，进 而 提 出 要

建立符合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新的社会制度，

即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制度里，人与自然实现

和谐共生。以上这些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

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２］（Ｐ１２１－１２３）。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深化主要体现在

生态 哲 学 思 想 向 社 会 历 史 领 域 的 延 伸。从

１８７８年 前 后 到１８９４年，马 克 思 恩 格 斯 生 态 思

想伴随 着 对 唯 物 史 观 认 识 的 深 化 而 进 一 步 拓

深。在这一时 期，马 克 思 写 了 一 系 列 自 然 科 学

笔记、一部数学 手 稿 和《评 阿·瓦 格 纳 的〈政 治

经济学教科书〉》，形成了《人类学笔记》与《历史

学笔记》。这 些 笔 记 与 手 稿 为 唯 物 史 观 提 供 了

自然科学与 史 料 依 据，同 时 也 把 唯 物 史 观 关 注

的领域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拓展到整个人类社

会与历史。恩格斯 则 完 成 了《自 然 辩 证 法》《家

庭、私有制和国 家 的 起 源》《路 德 维 希·费 尔 巴

哈和德国 古 典 哲 学 的 终 结》等 著 作。在 这 些 著

作中，恩格 斯 深 入 阐 释 了 唯 物 主 义 历 史 观。在

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在生态文明领域的成

就之一是运用当时新的科学发现与考古学成果

实现了 对 自 然 与 人 类 起 源 发 展 关 系 的 科 学 论

证。与此同时，恩 格 斯 系 统 阐 述 了 自 然 对 人 类

思维的重要 作 用。这 样 一 来，生 态 哲 学 思 想 实

现了向社会 历 史 领 域 的 拓 展，自 然、人、社 会 在

实践基 础 上 相 统 一 的 生 态 思 想 得 到 了 科 学 论

证［２］（Ｐ１５４－１５７）。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贯穿于其生态

思想形成、发 展、深 化 全 过 程，它 规 定 了 人 类 对

自然的道德 义 务、道 德 范 围、道 德 标 准 等，与 生

态思想其他 组 成 部 分 相 互 交 织，一 起 经 历 了 一

个逐渐深化的过程。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提

到人追求实 现 在 自 然 面 前 的 自 由，但 这 种 自 由

应该要符合 自 然 的 要 求，人 类 的 实 践 活 动 不 能

超越自然的 界 限，初 步 认 识 到 人 类 应 承 担 不 破

坏自然的 责 任。恩 格 斯 在《国 民 经 济 学 批 判 大

纲》中提出 由 于 土 地 是 人 类 生 活 的 基 本 生 活 资

料，因此，买卖 土 地 是 不 道 德 的 行 为，从 土 地 对

人类生存发展意义的角度强调了人类对土地的

责任。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从人与自然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出发强调人对

自然的高度 依 附 关 系，认 为 人 的 本 质 与 自 然 的

本质相统一，人的发展与自然界的复活相统一，

这确定了人类对自然的基本道德立场。在随后

一系列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很大篇幅论述

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

异化以及自 然 对 人 类 的 反 作 用，为 生 态 伦 理 思

想提供了充 分 的 理 论 依 据，形 成 了 以 人 类 对 自

然的责任为基本原则的生态伦理思想［２］（Ｐ２４－３２）。

　　二、阐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实 践 逻

辑与理论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形成、发展、深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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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既是实践发展的历史，也是理论发展的历

史，是实践发展与理论发展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恩格 斯 面 临 的 时 代 课 题 是 他 们 生

态思想形成 发 展 的 实 践 基 础。马 克 思、恩 格 斯

生活在１９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文明上升的年代。

这一年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机器化大生产开始

改变在农业 文 明 时 期 人 对 自 然 的 高 度 依 赖，人

类开始大力改造与征服自然。

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使人对自

然的主体意识大幅提升。这主要表现在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广泛利用自然力以及人们对人类自

身与自然界其他动物的区别的思考等方面。马

克思、恩格斯 曾 在《共 产 党 宣 言》中 对 资 本 主 义

生产方式对 自 然 力 的 使 用 高 度 赞 扬。这 时，人

们也认识到 人 之 所 以 为 人 在 于 人 有 意 识、能 思

考、能创造、会 劳 动，具 有 理 性 精 神。这 一 时 期

的理性主义 直 接 影 响 到 德 国 古 典 哲 学，德 国 古

典哲学家康 德 就 认 为 人 的 本 质 是 理 性 的，正 因

为人有理 性，所 以“人 是 目 的”。马 克 思 在 中 学

毕业论文、《１８４４年 经 济 学 哲 学 手 稿》《关 于 费

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中，都对人的本质问题进

行了深入 探 讨。恩 格 斯 在《劳 动 在 从 猿 到 人 转

变过程中的 作 用》中 运 用 达 尔 文 的 进 化 论 详 细

说明了从猿 到 人 的 进 化 过 程，进 一 步 阐 明 了 人

与动物有区别。

资本主义生 产 方 式 给 环 境 带 来 污 染、对 工

人身体健 康 造 成 伤 害。恩 格 斯 在《英 国 工 人 阶

级状况》、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都对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环境污染与损害工人身体健

康的问题进 行 了 描 述。他 们 认 为，随 着 人 在 自

然面前主体 意 识 的 提 升，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使

生产力 迅 速 发 展 的 同 时 也 带 来 严 重 的 环 境 污

染。主要表现 在：一 是 工 业 化 大 生 产 带 来 巨 大

的工业污染。狄更斯笔下的“雾都”伦敦举世闻

名，除了 因 为 伦 敦 独 特 的 地 理 气 候 条 件 以 外，

１８、１９世纪工业化过程中大量使用煤炭是导致

浓雾弥漫的重要原因。煤炭的大量消费造成空

气污染，因此 引 发 的 呼 吸 系 统 疾 病 在 当 时 成 为

英国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二是城市化带来巨

大的生活污染。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工业

革命的国家，其 环 境 污 染 程 度 在 当 时 也 最 为 严

重。资本主义 生 产 方 式 导 致 城 市 迅 速 扩 张，随

之带来大量 生 活 垃 圾，而 这 些 生 活 垃 圾 经 常 得

不到较好处 理，便 造 成 严 重 的 生 活 污 染。工 业

化大生产及城市化造成的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 副 产 品，但 资 本 家 由 于 只 关 注 利 润

的最大化，全 然 没 有 考 虑 它 的 严 重 后 果。马 克

思、恩格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作为无产阶

级革命家，他 们 的 主 要 任 务 是 领 导 无 产 阶 段 反

抗资产阶级 的 斗 争，他 们 也 不 可 能 不 关 注 到 当

时已经存在的环境问题。

理论是对实践的反映。在深入考察实际的

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致力于寻求理论解

答，因此，在继承和超越德国古典自然哲学基础

上形成了马 克 思 主 义 自 然 观，进 而 形 成 了 一 系

列生态思想。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观是马克思恩

格斯生态思 想 的 直 接 理 论 来 源，而 马 克 思 恩 格

斯生态思想是对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观的继承与

超越。

康德是德国 古 典 哲 学 的 创 始 人，其 自 然 观

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人为自然立法”，自然是

人的认识中 的 自 然；二 是 主 张 用 发 展 的 眼 光 看

待自然。康德的辩证自然观打开了近代形而上

学自然观的第一个缺口。康德唯心主义有机论

自然观将人 与 自 然 紧 密 联 系，既 强 调 人 在 自 然

面前的主体 性，又 注 意 到 人 在 自 然 面 前 的 道 德

责任与人类 对 自 然 的 依 附 性，克 服 了 近 代 自 然

观将人排除 在 自 然 之 外 的 缺 陷，同 时 还 把 自 然

看成是人类认识中的自然以及认为人对自然存

在不可知的局限性。

谢林发展了 康 德 自 然 观 中 的 辩 证 法 因 素。

谢林的自然观主要有两点：一是“自然应该是可

见的精神，精神应该是不可见的自然”［３］。自然

界是精神的客观化，是精神无意识发展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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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无 意 识 的 精 神 则 始 于 主 客 体 的 绝 对 同 一

性。二是自然 界 是 一 个 辩 证 发 展 的 生 成 过 程，

其演变历程也是精神无意识的发展过程。谢林

认为，对立是自然事物运动的最终根据，进一步

说明自然界 处 于 不 断 运 动 变 化 过 程 中 的 道 理，

这为马克思、恩 格 斯 把 自 然 看 成 辩 证 运 动 的 过

程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黑格尔自然观主要有三点：一是自然是“绝

对精神”外化的结果。二是自然是有机整体，为

精神活动所渗透。自然的一切过程都应当用精

神的内在活动来解释而不应该用物质的外在运

动来解释。三是人的主观因素对自然有重要作

用。虽然黑格 尔 的 自 然 哲 学 是 唯 心 主 义 的，但

其中所包含的合理而丰富的辩证法因素使德国

古典哲学自然观向前迈进了一步。

整体来说，德 国 古 典 哲 学 自 然 观 是 唯 心 主

义有机论自然观。唯心主义有机论自然观克服

了近代机械 自 然 观 的 形 而 上 学 性，尤 其 是 黑 格

尔第一次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描述成一种辩证运

动的过程，这 为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自 然 辩 证 法 提 供

了启示，但这 种 唯 心 主 义 自 然 哲 学 不 能 达 到 对

人与自然关 系 的 正 确 认 识，只 有 在 此 基 础 上 汲

取唯物主义 自 然 观 的 基 本 内 核，才 能 彻 底 实 现

对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观的超越。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自然观展开了批判。费

尔巴哈认为，黑 格 尔 自 然 观 颠 倒 了 存 在 与 思 维

的关系，应该以自然为一切科学的基础，把人和

自然界作为 哲 学 的 最 高 研 究 对 象。这 样，不 但

确立了自然 在 哲 学 研 究 中 的 基 础 地 位，还 确 立

了自然在一切科学中的基础地位。从唯物主义

自然观出发，费 尔 巴 哈 认 为 近 代 哲 学 的 任 务 是

研究现实的自然界和现实的人。人通过揭示自

然界的本来 面 目 来 表 现 自 己 的 本 质。但 是，费

尔巴哈以直 观 的 方 式 来 理 解 人 和 自 然，不 能 认

识到实践对 于 理 解 人 和 自 然 的 重 要 性，存 在 旧

唯物主义的 各 种 缺 陷，他 的 自 然 观 依 然 具 有 感

性直观性、机 械 性、抽 象 性 特 征，但 他 坚 持 唯 物

主义立场，主张按事物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这

是对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

有机论自然观的超越。

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观极大地体现了人的主

体能动性，但 这 种 自 然 观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造 成 了

人类在自然面前的盲目自大。费尔巴哈对黑格

尔以至全部 德 国 古 典 唯 心 主 义 自 然 观 的 批 判，

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前自然哲学的最重要发展。

他提出要从 感 性 的、物 质 的 人 和 自 然 界 出 发 来

认识周围世界，把上帝、绝对精神归结为感性的

人的本质的异 化，但 他 在 高 扬“自 然”物 质 第 一

性与“复辟”唯 物 论 的 同 时，却 抛 弃 了 德 国 古 典

哲学中强调 人 的 主 体 能 动 性 的 思 想，世 界 成 了

直观的、抽 象 的 人 与 自 然 之 间 的 对 立。马 克 思

恩格斯自然观是在超越整个古典哲学自然观基

础上形成的，这 种 超 越 不 是 简 单 地 把 唯 物 论 与

辩证法相结 合，而 是 把 旧 自 然 哲 学 上 升 到 唯 心

主义的最高 层 次 而 后 又 恢 复 到 唯 物 主 义，是 在

费尔巴 哈 唯 物 主 义 自 然 观 的 基 础 上 的 创 新 发

展。

马克思、恩格 斯 在 汲 取 德 国 古 典 哲 学 自 然

观合理因素 的 基 础 上，在 领 导 全 世 界 无 产 阶 级

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他

们生态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马克思恩

格斯生态思想的形成发展是实践逻辑与理论逻

辑的统一［４］。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形成

发展的历史 与 逻 辑，对 于 我 们 从 历 史 与 逻 辑 相

统一的角度考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与

发展，进而正 确 把 握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的 时

代特征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具有指导意义。

　　三、揭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经 典 作

家生态思想的守正创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遵循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结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是基于人 类 特 别 是 中 国 在２１世 纪 面 临 的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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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问题 而 形 成 的。２１世 纪 人 与 自 然 的 关 系 状

况是它的逻 辑 起 点。正 是 基 于 这 样 的 现 实，在

继承和 发 展 马 克 思 主 义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基 础 之

上，逐渐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从习近平个 人 生 活、工 作 经 历 等 方 面 进 行

考察，习近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的 形 成 与 发 展 大 体

经历了陕北 梁 家 河 知 青 时 代 的 萌 生 时 期、河 北

正定与福建 宁 德 的 探 索 时 期、浙 沪 主 政 的 初 步

形成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完善发展四个时期。

在梁家河知青时期（１９６９－１９７５年），习近

平作为梁家河大队支部书记在带领当地农民解

决灌溉和饮用水源问题、修建沼气池、学习农业

种植、育种制种技术以提高粮食、蔬菜种植产量

等过程中，形 成 其 对 自 然 的 朴 素 情 感 与 对 人 民

高度负责的 使 命 感，这 可 视 为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想的萌 生 时 期。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初，在 河 北

正定当县委 书 记 期 间，习 近 平 提 出 发 展 农 业 和

农村经济要有生态战略眼光等观点。在福建宁

德当地委书 记 时 期，习 近 平 强 调 贫 困 地 区 要 开

发好潜在自然资源、因地制宜选择主导产业、要

正确处理经 济 发 展 速 度 和 效 益 的 关 系 等 问 题。

在河北正定时期与福建宁德时期所形成的一系

列政策主张得益于习近平在青年时期培养起来

的对自然的 朴 素 情 感 和 对 人 民 负 责 的 使 命 感，

得益于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原则

的理解，得益 于 其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具 体 问 题 具 体

分析基本观 点 与 方 法 的 运 用，体 现 了 他 在 执 政

过程中对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关系的深刻

思考，这可视 为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的 探 索 时

期。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习近平先后到浙江和上海

任职，在浙江 任 职 期 间，他 提 出 了“绿 水 青 山 就

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这标志着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初步形成。此后，习近平到中央任职，

其政策主张开始上升到国家决策层面。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在 正

确处理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上形

成了一系列 新 思 想 新 观 点 新 论 断，习 近 平 生 态

文明思想进 一 步 完 善 深 化。在２０１８年 全 国 生

态环境保护 大 会 上，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首 次

得到系统阐释，“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的 表 述

正式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党的重大实

践和理论创 新 成 果，是 新 时 代 推 动 生 态 文 明 与

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伴随着习近平个人的

工作生涯而形成、发展和深化，体现了个人命运

始终与集体 命 运、人 民 命 运 的 相 伴 相 生。习 近

平生态文明 思 想 是 党 和 人 民 集 体 智 慧 的 结 晶，

它不仅汲取 了 中 国 古 代 传 统 生 态 智 慧，广 泛 借

鉴吸收了西 方 生 态 文 明 思 想，最 主 要 的 是 对 马

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守正创新。党的十八大

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实践的成功证明

了习近平生 态 文 明 思 想 符 合 中 国 实 际，是 科 学

的理论［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在于

它创造性地 发 展 了 马 克 思 恩 格 斯 生 态 思 想，具

体而言：在生 态 经 济 建 设 方 面，如 果 说 马 克 思、

恩格斯 实 现 了 对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的 生 态 批

判，习近平生 态 文 明 思 想 则 是 把 这 种 对 生 产 方

式的生态批判变成了活生生的生态经济建设实

践，真正实现 了 发 展 生 产 力 与 保 护 环 境 的 辩 证

统一，首次揭 示 了 自 然 与 社 会 协 同 发 展 的 生 产

方式［６］。在生态政治建设方面，如果说马克思、

恩格斯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有制度反生态性的

批判和对未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美好社会的描

绘，习近平生 态 文 明 思 想 则 通 过 明 确 生 态 文 明

制度建设的“两 个 最 严”标 准，构 建 起 生 态 文 明

制度的“四梁 八 柱”，探 索 出 实 现 美 好 社 会 的 有

效现实路径，生 态 文 明 制 度 的 完 善 彰 显 了 新 时

代生态文明的制度正义［７］。在生态文化建设方

面，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人与自然相处

的价值目标、价 值 原 则、价 值 取 向 等 问 题，习 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则通过大力倡导生态化生活方

式，明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把马

克思、恩格斯 关 于 人 与 自 然 相 处 的 伦 理 原 则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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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伟 大 的“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的 现 代 化 实

践。在生态社会建设方面，如果说马克思、恩格

斯通过对人 类 历 史 的 人 类 学、社 会 学 考 察 确 立

起生态问题社会化解决和社会问题生态化解决

的生态社会 学 思 路，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则 通

过不断强调“环 境 就 是 民 生”，大 力 推 进 我 国 生

态治理体系 和 生 态 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建 设，开 创

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学视野下的成功生态治

理实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对马克思恩格

斯生态思想的创新发展不仅体现在生态经济建

设、生态政治 建 设、生 态 文 化 建 设、生 态 社 会 建

设等具体领 域，更 主 要 的 是 在 世 界 观 方 法 论 层

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在哲

学本体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本体论，

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在方法

论上，坚持马 克 思 主 义 关 于 人 与 自 然 之 间 的 唯

物辩证法，主 张 用 系 统 思 维 的 方 法 推 进 生 态 与

经济社会协 同 发 展。在 认 识 论 上，坚 持 马 克 思

主义从自然 到 社 会 的 认 识 论 路 线，主 张 实 事 求

是、因地制宜建设生态文明。在价值论上，坚持

马克思主义自然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相统一的

价值原则，提 出“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的 价 值 目

标［８］。正是在世界观方法论上坚持了马克思主

义基本观点、方 法、立 场，才 实 现 了 习 近 平 生 态

文明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守正基础上

的创新。因此，只 有 在 全 面 继 承 创 新 马 克 思 恩

格斯生态思 想 基 础 上，不 断 推 进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思想创新与我国生态文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

动，才能不断 推 进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生 态 文 明

实践与理论创新。

著者在揭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形成发

展的实践逻 辑 与 历 史 逻 辑 基 础 上，进 一 步 分 析

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发展的实践历史与

理论逻辑，阐 明 了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既 具 有

马克思主义 理 论 的 一 般 品 格，又 具 有 鲜 明 的 时

代特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 系 中 占 有 极 为 重 要 的 地 位，是 对 马

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守正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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