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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生态思潮主要包括基于生态自治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深绿”生态思潮、强调人类

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浅绿”生态思潮、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红绿”生态思潮。 “深绿”生态思潮主张人类

以外的生物和非生物与人类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强调通过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实施社区生态自治等

途径来解决生态危机,具有强烈的生态乌托邦主义色彩,它的启示是构建将自然资源转化为社会经济财富

的机制,使保护生态环境与现实经济财富增长成为可能;“浅绿”生态思潮认为人口增长过快、现代技术的

内在缺陷和自然资源的无偿使用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解决的措施是坚持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通过技术革

新、自然资源的市场化使用和制定环保政策,它的启示是通过技术进步和运用先进技术能够有效地解决生

态危机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红绿”生态思潮包括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以马克思

主义理论为指导解决生态危机,虽然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和对实现生态文明方式的误解,但具

有“非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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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以来,人类大规模地开发

使用自然资源,加剧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科技

的进步在推动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

来了一系列的环境恶化后果。 为了破解和防范这

些严重影响人类生产生活的环境问题,西方生态思

潮应运而生。 西方生态思潮具体可以划分为以生

态自治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为依托的“深绿”生态

思潮;以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资本主义和生态现代

理论为依托的“浅绿”生态思潮;以生态学马克思主

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为依托的“红绿” 生态思潮。
西方生态思潮对我国学术界关于生态文明理论的

产生、发展等问题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系统梳

理、研究西方生态思潮的观点,对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深绿”生态思潮

(一)“深绿”生态思潮的理论研究

“深绿”生态思潮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作为理

论基础,以捍卫中产阶级的权利和利益为目标,以
生态自治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为导向。 “深绿”生

态思潮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运用和“人

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

有关学者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只注重人类的

利益,相对忽视除人类以外的生物以及非生物的利

益。 “深绿”生态思潮主张由生态科学、环境科学等

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宇宙万物相互联系的生态哲学

世界观和自然观,反对主、客二分的机械论哲学世

界观,认为解决生态危机需要摒弃“人类中心主义

价值观”,坚持“自然权利论”和“自然价值论”的价

值观,强调突破原有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只局限

于人与人之间的做法,将其拓展到人以外的所有生

物和非生物之中。
(二)“深绿”生态思潮的理论局限

“深绿”生态思潮主张人类以外的生物和非生

物与人类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如同“深层生态学”
理论家阿伦·奈斯的观点,即“生物圈平等主义”。
然而这一主张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却存在着一定的

困难,试问“深绿”生态思潮如何站在非人类的角度

和立场来评价人类以外的生物和非生物的价值?
我们该如何得知草木的喜好、虫鱼的需求? 站在生

态中心主义的立场反观人类以动植物及其衍生品

为食的行为是否也是不道德甚至是极其残忍的?
甚至在“深绿”生态思潮拥护者眼中那些抗击艾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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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埃博拉病毒乃至新冠病毒的医学研究应该严厉

禁止,因为这些病毒与人类拥有同样的权利,我们

不得干涉它们在地球上生存。 因此,生态中心主义

强调通过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实施社区生态自

治等途径来解决生态危机,具有强烈的生态乌托邦

主义色彩。
(三)“深绿”生态思潮的当代启示

受西方“深绿”生态思潮自然价值论的影响,结
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中关于“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论述,我国学术界从生态学与经济学、
生态学与哲学等维度深入探讨了如何将自然资源

转化为社会经济财富的机制,使保护生态环境与现

实经济财富增长成为可能。 我们要实现的发展是

绿色的发展、低碳的发展、循环的发展、可持续的发

展,与传统不可持续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告别,取而

代之的是绿色产业和绿色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的

“两山论”充分突显了以绿色产业为导向的生态文

明价值观。
二、“浅绿”生态思潮

(一)“浅绿”生态思潮的理论研究

“浅绿”生态思潮的理论目的是捍卫资本主义

社会中产阶级的利益,其理论基石是自由主义发展

哲学。 “浅绿”生态思潮主张“人类中心主义”价值

观,在他们看来人口增长过快、现代技术的内在缺

陷和自然资源的无偿使用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解决

生态危机可以坚持现有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通过

技术革新、自然资源的市场化使用和制定环保政策

来实现。 “浅绿”生态思潮认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

下,人们对现代技术的非理性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打

破了地球的生态平衡,正如美国科普作家蕾切尔·
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描述的那样,农药的使用不

仅使一个美丽村庄面目全非,而且逐步破坏陆地、
海洋乃至全球生态系统。 简言之,人们将自然资源

看作是上帝无偿的馈赠,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是

导致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 “浅绿”生态思潮主张

给自然资源计价,将自然资源成本化,这样就可以

在市场经济的逻辑框架下解决生态危机。 如此看

来,1997 年 12 月于日本京都通过的《京都议定书》 ①

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这
种碳交易机制的形成就有可能是受到“浅绿”生态

思潮的影响。
(二)“浅绿”生态思潮的理论局限

“浅绿”生态思潮并非解决生态危机的良策,因
为他们主张不改变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这无

疑是在说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上是“西方中

心主义”。 与“深绿”生态思潮排斥科学技术的进步

不同,“浅绿”生态思潮强调经济增长与科技进步和

环境保护之间并不矛盾,然而在资本的控制下技术

的进步和所谓的自然保护无疑是在为生产利润而

非使用价值服务,这种扩张性的生产方式就意味着

对自然的攫夺是不会停止脚步的。 “浅绿”生态思

潮主张自然资源商品化,这样就为西方发达资本主

义合理侵占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提供了可能。
(三)“浅绿”生态思潮的当代启示

“浅绿”生态思潮主张通过技术进步和先进技

术的运用有效地解决生态危机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点

与此不谋而合。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 2021 年世界

环境日的中国主题。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要

求把节约资源放在首位,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的空间格局和产业结构,形成绿色发展的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呼吁人类通过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来承担保护生态平衡的责任和义务,从而保护人类

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

未来,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实施优化产业

结构、构建低碳能源体系、发展绿色建筑和低碳交通、
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人

和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1]31

三、“红绿”生态思潮

“红绿”生态思潮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

导解决生态危机,具体包括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

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有机马克思主义

1.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 有机马克思主

义是近年来在美国兴起的探索生态危机解决路径

的思想流派,具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怀特海过程

哲学理论相结合的特点,在对资本主义制度与现代

性进行批判的同时,探索生态危机的产生以及解决

方式。 怀特海过程哲学的理论观点有:一是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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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实在论”。 怀特海过程哲学认为所有的存在

物(包括人在内)只有处在相互联系之中才能进行

把握和理解,反对像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那样主张

存在着独立的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2] 。 二是提倡

过程性。 因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宇宙是由不同

等级的有机体组成的,这些有机体在不断地相互结

合、相互转化,处于永远变化的发展过程之中。 三

是提倡整体性。 怀特海过程哲学认为整体的作用

大于部分之和,主张摒弃分析的哲学思维方式,以
综合的思维方式取而代之。 四是提倡价值论。 每

一个有机体内包含的关系和创造力不同,因而每一

个有机体内部都包含不同的价值[3] 。 有机马克思

主义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与怀特海过程哲学相结合,
这种结合可以克服它们各自内部的的理论缺陷:马
克思虽然批判机械决定论、个体主义等的思维方

式,但是坚持线性历史发展观和历史决定论,始终

没有摆脱现代主义的哲学立场,注重人类社会而相

对忽视自然界,注重生产方式和经济因素而相对忽

视精神因素;怀特海过程哲学虽然重视精神文化因

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但是相对忽视对

资本主义的阶级分析和生产方式的批判,因此需要

在马克思主义里寻求启发。 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怀特海过程哲学互为补充关系,
也可以说有机马克思主义就是怀特海式的马克思

主义。
2.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局限。 有机马克思主

义理论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和对实

现生态文明方式的误解。 具体体现在:一是有机马

克思主义者把“文明”理解为与自然的疏离,他们同

“深绿”生态思潮一样排斥科学技术,将生态文明理

解为人屈从于自然,把中国的农业村庄经济看作是

生态文明未来的希望。 二是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

建立共同体,即人们生活在一起构成的一个整体,
例如家庭、村庄、城市等不同层次的共同体,这与马

克思主义提倡的人类共同体有本质的不同。 三是

有机马克思主义把开展“有机教育”作为建设生态

文明的根本途径,通过培育有机价值观来替代资本

主义消费价值观。 “有机马克思主义抵制极端个人

主义和消费主义。” [3] 所谓的有机价值观就是与个

人主义相对立的共同体价值观,但是有机马克思主

义所主张的共同体是不同条件下、不同层次的局部

小共同体,是人类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如此便产生

了一个问题: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如何保持和谐稳

定,如何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并最终整合为人类共同

体? 不难看出,有机马克思主义没有深刻领悟马克

思主义的核心内涵,更不可能找到实现生态文明的

现实途径。
3.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启示。 由于有机马克

思主义定义的共同体是由多层次的小共同体组成,
这些小共同体只有相互协调,最终才能上升为人类

共同体,但是这一过程存在一定的难度。 反观我国

生态文明理论中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对有

机马克思主义的狭隘共同体理念的超越。 人类命

运共同体源于对人类共同利益的深刻感知,反映着

全人类追寻的共同价值,始终以人类整体利益为中

心。 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当代中

国的情怀和担当。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1.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 生态学马克

思主义是目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随
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资源环境的重视程度不断

加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逐渐传入发展中国家。 但

在这一研究领域,欧美学者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并

掌握着话语权。 其中代表人物有:威廉·莱斯、本·阿

格尔、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 生

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大致可以分为如

下两类:
一是探究生态危机的根源。 威廉·莱斯认为,资

本主义社会通过掌握科学技术对自然加以控制,以
满足人们对生产生活的需要。 在资本主义的市场

化社会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和运用使

商品大规模涌现,人们的欲望随之不断扩大,进而

无限地扩大生产,这种大规模生产耗费了大量的自

然资源,最终导致生态危机。 “令人眩晕的欲望与

商品的狂舞在人们面前体现了永恒变化的满足与

不满足的总体组合。” [4]30 本·阿格尔认为,生态危机

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均有体现。 由于私有制的

存在,人们将幸福定义为消费的满足,消费欲望被

无限放大从而推动了生产的无限发展,资源被无限

地开发和利用,最终导致消费的异化和严重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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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5]475。 詹姆斯·奥康纳认为,生态危机产生的原

因是资本主义具有追求资本积累和资本无限增值

的本性,这就导致了资本逻辑下的无限扩大生产与

有限的自然资源环境和社会承载力之间产生固有

矛盾[6]198。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深刻分析和总结

了詹姆斯·奥康纳的观点后指出,生态危机是由于

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造成的,它比经济危机的

形势更为严峻。 “在投资决策中,资本投资商注重

高利润和短周期行为的痼疾就成为环境恶化的致

命因素。” [7]

二是探寻生态危机的解决路径。 威廉·莱斯认

为,依托技术的进步和道德的约束,可以控制人的

非理性欲望,建设一个使自然与人的生活都得到发

展的“较易于生存的社会” [4]129。 本·阿格尔认为,
解决生态危机需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革新,改变

人们对幸福的定义,转变人民的消费方式[5]499。 詹

姆斯·奥康纳认为,解决生态危机需要实现社会主

义与生态运动相结合,即实现他所谓的生态社会主

义。 “生态学离不开社会主义,强调民主计划以及

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 [6]434 约翰·贝

拉米·福斯特认为,解决生态危机需要变革资本主

义制度并树立生态道德价值观。 “资本主义不论是

在政治、经济还是生态、道德方面都是不可持续的,
必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 [7]

2.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启示。 生态学马克

思主义具有“非西方中心论”的色彩,为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打开了全新的理论视野。
就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状况

来看,还需要着力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转变发展

方式和生活方式,以提倡低碳、绿色和理性消费为

主要内容,避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生产生活方

式;二是在全球范围内大力倡导环境正义,在保护

环境的前提下稳步推进经济发展;建立科学、完善

的法规制度,以公平正义的立场来协调不同地区、
不同民族在环境资源分配上的矛盾关系。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1]4 环境保护融入民生

建设工程,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

的为民情怀,彰显出环境正义的重要性。

注　 释:
①《京都议定书》:为了人类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997 年 12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

都召开,149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

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 该议定

书规定,到 2010 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 6 种温室气体

的排放量,要比 1990 年减少 5. 2%。 议定书需要占 1990 年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 55%以上的至少 55 个国家和地区批准

之后,才能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 中国于 1998
年 5 月签署并于 2002 年 8 月核准了议定书。 欧盟及其成员

国于 2002 年 5 月 31 日正式批准了议定书。 2005 年 2 月 16
日,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律的形式限

制温室气体排放。 目前已有 192 个缔约方批准加入了议定

书,美国作为主要发达国家没有签署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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