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

研究、中国古代生态文明思想的探索等都是在依据

现实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新式生态文明的追求。

当然，中国也不例外，习近平主席就指出“历史地

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可见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而当代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

观就是在这样一个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

阶段提出的一种发展理念，它是以马克思、恩格斯

的生态自然观为理论渊源，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绿

色发展意蕴为文化基因，又经过我国几代领导人集

体的探索和实践，为平衡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矛盾冲突而确立的中国

社会发展的新的指导思想，是当代中国实现绿色现

代化目标的重要保证。

目前，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研究

文献只有一部著作和少量文章，学术界并未进行更

加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追本溯源，在研究文献

综述时，从绿色发展观的文献着手归纳，进而将马

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文献研究现状加以深入探

析，从源与流开始，分析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

理论渊源和中国古代生态思想内涵的文化底蕴，以

现实基础和时代演变为内外变量追溯其发展历程

和现状，进而解决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

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从而更好地引导国内学者对

其相关学术的深入研究，将绿色发展扩展到人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最终更好地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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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可持续发展。

一、文献分析

目前，在国内刊发的有关绿色发展观的研究成

果比较稀少，本文以CNKI数据库中收录的文献以

及尽自己最大努力搜寻的书籍为对象，以“绿色发

展观”为题名检索了2002—2016年间的学术期刊上

的研究文献，检索到423条结果，最终有效文献研究

仅为12篇（其中包含以“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为

题名的5篇）。

绿色发展这一概念是在2002年提出的，而自

2002—2012年国内并未形成系统的绿色发展观研

究，基本上研究的关键词还是放在“科学发展观”和

“绿色”这两个词上，一直到2013年，陈凡、白瑞的

《论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历史演进》才正式将

绿色发展观放入研究中，随后又有11篇期刊文章以

及博士论文为绿色发展观添砖加瓦；在书籍方面，

只有傅晓华在其2013年出版的《可持续发展之人文

生态——兼论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一书中谈及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

而在这些文献研究中，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演变进程、

伦理意蕴、价值维度、结构体系、精神内核以及

时代意义等。而本文对文献情况（表 1）进行分

析和总结时，采用新的模式对其进行研究、归

纳。

文献来源

《经济纵横》

《学术论坛》

湖南人民出版社

知网

《中华环境》

《伦理学研究》

《求索》

《云梦学刊》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新西部》

《才智》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中外企业家》

作者

白瑞、秦书生

陈凡、白瑞

傅晓华

王永芹

刘建珍

张治忠

陈春燕

宋瑞恒

黄志斌、沈琳、

袁蛟姣

施德军

研究文献题名

《论我国绿色发展思想的形成》

《论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历史演进》

《可持续发展之人文生态——兼论马克思

主义绿色发展观》

《当代中国绿色发展观研究》

《绿色发展观，践行是关键》

《论当代中国绿色发展观的伦理意蕴》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价值维度》

《追求人文与生态的和谐统一——马克思

主义绿色发展观的精神内核》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结构体系》

《毛泽东绿色发展观探析》

《邓小平的绿色发展观初探》

《江泽民绿色发展观探析》

《毛泽东的绿色发展思想及其时代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绿色发展观》

发表时间

2012年第7期

2013年第4期

2013年8月

2014年4月

2014年第10期

2014年7月

2014年12月

2015年5月

2015年6月

2015年5月

2015年第12期

2015年第12期

2015年第8期

2015年第11期

文献类别

期刊

期刊

专著

博士论文

杂志

期刊

期刊

期刊

期刊

期刊

期刊

期刊

期刊

期刊

表1 2002—2015年国内学术研究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情况

二、文献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源与流：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与中国古代生

态思想

1. 产生的根源

关于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多数专家学者都是

将矛头指向了唯经济发展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且

他们也早已“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17亿以上的

居民没有适当的安全饮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

的卫生设备，因此不得不冒污染水体的风险。由水

污染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25万人死亡”。“每秒钟有

1.5亿公顷雨林在消失，现在物种的灭绝率突然加速

了上千倍……这一切都表明了人类文明与自然之

间日益强烈的对撞”[2]。而如今无论是哪个社会形

态的国家都已面临着生态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同

时，生态危机全球化。这就从根本上说明，生态危

机是由人与自然的对立而产生的，因此这也是解决

生态问题的唯一出路。

白瑞、秦书生（2012）认为我国绿色发展思想形

成的国内外背景是“国内以及全球性气候变化、能

源资源短缺等问题迫使我国必须加快发展模式的

绿色化转型，而高新科技的发展，绿色技术和信息

资源的国际分享以及政府和国民环境意识的提高

则为绿色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条件。”[3]

傅晓华（2013）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掠夺

自然为发展的起点，从而造成对自然生态的破坏，

是造成当代社会人文生态危机的开端。而究其主

要原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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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还存在认识上的缺陷、实践政策的偏差和对自

然的破坏。目前面对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发达国家

由于前期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资本主义制度的束

缚以及应该承担的责任认识上与发展中国家有很

大的不同，他们主要担心的是环境污染、人口过剩

和自然保护；而发展中国家虽然有的国家已进入社

会主义社会，有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生

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还有待提升，他们则认为贫困

比污染更严重，发展中国家还有三分之一人口处于

饥饿的状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贫困，污染只是

其次[4]。因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自然的破

坏程度和范围不一、认识不同、采取的措施和重视

程度也不同。

王永芹（2014）谈及绿色发展观提出的时代背

景时，主要从三个方面指出绿色发展观产生的根

源：首先是生态贫困、生态危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实践困境；其次是由于生态危机唤醒了全球生态保

护意识；最后是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发展观念的变革

和科技的发展，使绿色发展观的产生有了现实的条

件[5]。而在当代各种发展观提出的大背景下，应对

生态危机，科学发展呼唤绿色发展观的诞生。

无论是西方的生态学、当代的生态观、我国传

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

我国古代生态思想的结合，其研究的主要目的还是

为了解决如今的生态环境问题，都在理论上间接或

直接的提出了“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但到目前

都并未得到很好的实现。

2. 理论基础

关于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理论渊源，众多

学者在谈其理论基础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

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源与流关系阐述的不多，更多

指出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理论来源是中西方

的结合，并经过我国几代领导人的探索最终才形成

的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的指导思想，不像卢根源

（2015）在其文中明确指出的《易经》是马克思主义

生态思想的理论来源。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

的理论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陈凡、白瑞（2013）认为马克思主义绿色观的产

生根源是马克思、恩格斯所留下的生态观，而其发

展是经过我国几代领导人结合我国每个发展阶段

所探索出来的生态道路，最终形成的科学的绿色发

展思想。

张治忠（2014）指出：“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

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为理论渊源，以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绿色发展意蕴为文化基因，在总

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初步形成的”[6]。

傅晓华（2013）认为，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是

与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等思想一脉相承的，其

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思想，理论基础是

生态系统论，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无论是马克思

主义生态观还是我国古代生态智慧，尤其是自然、

社会与人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才是其不断探索的

方面。

王永芹（2014）指出绿色发展观的思想来源除

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外，还包含对西方现代发展

观的理性批判思想，如对“发展天然合理论”的辩证

认识、“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的价值批判

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的生态思想，如儒家

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和佛家中的“众

生平等”等生态伦理思想。

3. 内涵研究

（1）绿色发展观的内涵

对于绿色发展观的内涵，国内外的学者对其理

解各不相同，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统一的定义。

绿色发展的最早说法是绿色经济，是由经济学

家皮尔斯在《绿色经济蓝皮书》一书中所提出，倡导

社会应该建设一种可承受的经济，即经济发展必须

在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不能

因盲目追求经济增长而破坏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

耗竭会停滞经济的发展。而威廉认为绿色发展关

注的是个人为改变和控制自己的权力的过程。而

我国学者对绿色发展思想进行研究的第一人是胡

鞍钢，他认为绿色发展就是以人为本，强调社会发

展与环境保护的统一。而牛文元强调的是绿色发

展主要包括的是生态健康、绿色经济、社会公平和

实现人民幸福这四个特征。

对于绿色发展观的内涵，王永芹认为绿色发展

观是关于什么是绿色发展、如何实现绿色发展的理

论体系。绿色发展观以建设生态文明为统领，坚持

以人为本与以生态为本相统一，达成人、社会与自

然的和谐统一，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施德军认为，我国的绿色发展观是以马克思主

义的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观念为哲学基础，

历经中国共产党几代人在复杂的社会主义建设实

践的探索中不断成熟和完善的，最终完成了理论层

面的探讨的一种新型的可持续发展观。

（2）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内涵

对于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内涵，傅晓华认

为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是一个大而宽的领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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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人文生态、可持续发展这两个方面进行说明，

其著作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做了7种阐述，但是

未对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下一个直观的定义。

但傅晓华提出：“西方环境危机触发了绿色生态运

动，生态运动产生了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核

心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经济

增长、社会公正、生态保护是人文生态建设的核

心。”[4]P56而生态文明正是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

核心内容。

陈凡、白瑞认为：“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包含

着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内核、

生态文明的文化精髓，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的组成部分，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理论指导。”[7]

张治忠比较系统的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绿色发

展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是以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为理论渊源，以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绿色发展意蕴为文化基因，在总结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初步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可持

续的发展观[6]P17。

黄志斌、沈琳、袁蛟姣（2015）对马克思主义绿

色发展观所下的定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核心是正确处理人与自

然的关系，持续追求生产、生活、生态的协调共进，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而满足人民的生态需求，

实现人民的现实幸福。”[8]

（二）内外变量：现实基础与时代演进

1．现实基础

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描述“住宅地狱”时

在资本论中这样说道：“毫无疑问，伤寒病持续和蔓

延的原因，是人们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不堪

……男人、妇女、儿童夜晚混睡在一起……这些住

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通风，成了传染病

的发源地。”[9] 即使到现在发达的社会，在很多大城

市的拥挤的地下室、城中村这样的情况也还是能看

到。住宅问题、消费主义、对自然的过度掠夺和开

采、环保意识薄弱、唯经济发展……等这些问题，一

直以来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张治忠认为，对资

源有限性的认识，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是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理论发展的现实基础[10]。

正如傅晓华在谈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

费方式时说：“私有制催生的占有欲，是人文生态失

衡的罪魁祸首，是导致人类利益对立的根源。”[4]P181

而从历史看，我们人类从“人类服从自然”到“人类

依赖自然”再到“人类支配自然”到现在提出的“人

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可以看出，我们人类在处理

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始终是处于自然之中的，自然是

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追求经济致使我们人

类可能连一滴干净的水、干净的空气都没有的话，

何谈发展？在“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的原则坚

持中，现有的环境才是呼吁绿色发展观的现实基

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生态危机也在向全球

化蔓延，生态破坏和空气污染、水体污染与疾病频

发，温室效应与陆地被淹、全球性灾难频发，人口增

长与环境枯竭的矛盾不断激化，经济增长与贫困增

长并存，再加上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物质产品至上、

人性化缺失、私有化的短视行为，生产消费的人文

背离。“本来就不干净的空气弄得更加浑浊不堪”，

城市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间那样清新和充满氧

气”[9]P466，贫民窟也成了“罪恶、道德、贩败和传染病

的巢穴和根源”[9]P468，而就在我国的农村，清新的空

气似乎也在一去不复返，贫困也是发展中国家首先

需要解决的问题。傅晓华就在生态环境问题上指

出了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持续性和现阶段虽

然生态危机引起各国的重视但是没有统一的生态

思想，且相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讲缺乏社会变革的认

识，同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目前都存在对生态保护的缺位。由此可见马克思

主义绿色发展观的现实基础。

2. 时代演进

从“5700<300”这个公式中可以看出，工业文明

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一切世代创造的都要大、都

要多。而当人类在享受工业革命带给我们的文明

发展时，也切身地感受到了生态急剧恶化所带来的

灾难，“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

农业中的应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

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11]，从关注

环境污染、破坏到“增长的极限”再到“毁灭”，“对于

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于是

“绿色牌”的打出也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开启

了“生态学时代”，生态问题成为人类发展不可忽视

的世界性难题。“绿色文明”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

识，走绿色发展这条大路，已成为国际趋势。

而当代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就是在这样一

个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阶段提出的一种

发展理念，陈凡、白瑞（2013）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绿

色发展观的历史演进中，详细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绿

色发展观的产生阶段、发展和成熟，以及我国几代

领导人的探索进程，无论是从内容还是时间推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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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清楚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时代演

进阶段。

傅晓华（2013）对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发

展阶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自绿色发展的提出至现

如今生态文明的建设，从国际到国内的发展，从概

念到具体措施的实行，从宏观到微观都进行了详细

的概述。虽然说傅晓华的论述总体上还是在人文

生态的基础上，但是不管是从人文生态还是可持续

发展，面对全球化的生态环境，他都是在陈凡、白瑞

的基础上有所拓展，且范围更加大，是一个宏观的

叙述。而且其书中阐述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绿

色发展观，而是整个人类的发展，且是自由、健康、

长远的发展，其中的健康不仅仅指身体的健康，更

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思想。

陈春燕、宋瑞恒在探索绿色发展观时，主要是

对毛泽东、邓小平的绿色发展观进行一一探析，依

据每个时代不同的背景和领导决策，详细地阐述绿

色发展观。

张治忠对于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研究可

谓是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研究的创新和拓展阶

段。对价值维度的表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从马

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人与自然和解的视角出发，以

“类存在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从价值观的角

度辨正了“内在价值”的合理界定；提出了马克思主

义绿色发展观的价值实现途径必须是基于全社会

对节约观达成一致共识，形成一种节约型的、全新

的社会生活方式，才能最终达到环境友好、资源节

约的社会发展目的，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傅

晓华在其书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价值

取向也阐述得很详细，但是远没有张治忠教授的观

点这么深刻。

在结构体系方面，张治忠主要阐述了马克思主

义绿色发展观是建立在资源与环境的现实状况与

内生变量清醒认识的现实基础上的观念系统；其基

本内涵体现在以人为本，强调绿色经济发展，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人文生态方面，张治忠指

出了追求人文与生态的和谐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绿

色发展观的精神内核，其精神价值特质体现为将人

类关爱自身的思维推及到自然界其它一切物种的

一种内在自觉和精神[12]。而傅晓华的著作中也提到

了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核心内容，论述也比较

有深度。

由此可以看出，张治忠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对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进行了阐述，并有所创新，

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独有的观点，为相关学术领域

提供了参考。

（三）天人矛盾：人文与生态的统筹兼顾

回顾历史，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在应

对生态危机实践中经验与失误并存。虽然现如今

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很多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且在

处罚上有条可循，但为什么全球的排污量依然在增

加呢？因此，傅晓华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

上层建筑的问题，我们也应该在经济基础中试图寻

找更好的解决办法。但是目前仍像1992年世界银

行提出的那样，既没有一个权威机构实施保护环境

的法律法规，也没有因国家制度采取相对差异的措

施。由此可以看出，解决生态危机不是一朝一夕的

事情，尤其是在处理“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上，

更需要一个合理的方案。

习近平主席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

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看来，生态环境危机问题的本质是人文精神

的塌陷，其根源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

异化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多重对

抗。因此，应对生态危机上，我们应该统筹兼顾，根据

现阶段的环境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并秉持着“代际

公平”和“代内公平”的原则，与自然和谐共处。

张治忠认为在目前阶段，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

观所倡导的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理念已日益深入人

心，“低碳生活”，保护环境“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

以及现代节约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是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人文精神的体现，是实现人文和

生态融合的希望所在，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实

现绿色发展之路的精神内核之所在[12]。

傅晓华认为人文生态是推动人与自然生态和

谐发展的原动力。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理念是

对奢侈消费、资源低效高耗、污染高排放的经济发

展方式的彻底否定，是科学发展的思想精髓，也是

人文生态的时代内容与创新。

而要解决生态危机，就要解决其最根源的问题

——人与自然利益的对立。因此就要从上层建筑

和经济基础两方面着手，既要发展人文生态又要采

取必要措施建设生态文明，最终达到“天人合一”，

实现人类的长远发展和社会公平。

三、对文献研究的简要评析

从以上的综述可知，自2002年绿色发展概念的

提出到2015年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成熟，我国

学者虽然对此研究的不多，但是也对绿色发展观和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从其产生根源、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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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进程、精神内核和时代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积极

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也正是因为对此文献

综述的研究，也使笔者陷入了思考。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在生态危机产生的现实基础上，继承了马克思

主义生态思想和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智慧，并依据

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提出的新的发展思想，

它的产生是国内学者对生态环境关注的结果，也为

我们人类的长远发展提出了建议。但在目前，我国

学者的研究内容过于分散，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绿

色发展观进行系统研究，且研究深度不够。最重要

的是国内学者对于绿色发展观的研究大多停留在

理论上，虽说有些著作中提出了一些的启示和建

议，但还是处于理论上，很难落实。

很多学者在学术上各有专攻，希望能在人类共

同发展的问题上能有更多的学者对绿色发展观有

更多的研究。对于在研究方法上的比较定性，可以

借鉴其他学科的更多更灵活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且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上，采用符合我国实际情况，

最好能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用一种比较“接地气

儿”的方式引导人们对绿色发展观进行关注，最终

落实到行动上，共同为我们人类长远的、可持续的

发展做出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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