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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
及其绿色向度＊

夏承伯　包庆德

【提　要】从生态哲学维度审视，马克思的生产力论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和深厚

的生态文明理念。自然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源泉，表现在自然生产力是物质和精神

财富的源泉，自然生产力是自然循环产生的自然力，运用自然规律并注重长远与整体效益。
社会生产力体现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变换，表现在生产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资

源综合利用及其节约限度途径探索，内涵集约生产与科学技术的双重效用。研究马克思生

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绿色向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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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 思 的 生 产 力 论 内 容 博 大 精 深。从 生 态

哲学维度 进 行 重 新 研 读 和 从 生 态 思 想 层 面 进 行

评估考量，就 能 够 发 现 其 丰 富 的 生 态 哲 学 思 想

意蕴和深厚 的 生 态 文 明 理 念 底 蕴。① 在 本 文，我

们将试图 梳 理 马 克 思 生 产 力 论 的 生 态 意 蕴 及 其

绿色向度。

一、自然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的

　　第一源泉　　　　　　　　

　　人类 社 会 存 在 于 自 然 界 之 中。自 然 界 供 养

能力与吸 纳 能 力 是 自 然 生 产 力 及 其 作 用 发 挥 的

体现。自然 生 产 力 思 想 在 马 克 思 的 生 产 力 论 中

占有重要地位，内容丰富而具体。
（一）自然生产力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源泉

人与生 物 圈 其 他 物 种 一 样，是 自 然 界 长 期

发展 演 化 的 产 物。自 然 界 是 人 的 “无 机 的 身

体”，它 “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

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 （材料）和工具”。② 因

为 “没有自 然 界，没 有 感 性 的 外 部 世 界，工 人

什么也不能创造。”③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

自然基础 与 物 质 前 提。若 无 自 然 界 所 提 供 的 适

宜人类生存的阳光、水、空气等自然条件，人类

便不能生存 与 发 展。由 此，人 类 的 生 产 也 需 要

自然条件与生态前提，并把这种 “无机的身体”

视为更初始的条件，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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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都在与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进 行 物 质 交 换、能 量 转

换与信息 流 动，把 自 然 物 质 按 人 的 需 要 转 化 为

社会系统有 用 的 物 质 产 品，即 物 质 财 富，然 后

将自然资 源 未 充 分 利 用 的 生 产 与 生 活 排 泄 物 返

还给自然，通过自然的吸收与净化再重新利用，
进行物质再 生 产。可 见，人 类 社 会 生 产 与 再 生

产都离不 开 自 然 条 件 的 支 持。马 克 思 视 自 然 界

为人类劳 动 的 原 始 食 物 库 和 资 料 库，是 一 切 劳

动对象 和 劳 动 资 料 的 第 一 源 泉，认 为 “劳 动 不

是一切财 富 的 源 泉。自 然 界 同 劳 动 一 样 也 是 使

用价值 （而 物 质 财 富 就 是 由 使 用 价 值 构 成 的！）
的源泉”。①

从生 成 论 角 度 而 言，自 然 界 是 “一 切 劳 动

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② 若无自然载体，
劳动无论 如 何 也 不 可 能 变 换 出 价 值。虽 从 劳 动

价值论而 言，自 然 产 品 由 于 没 有 凝 结 一 般 人 力

劳动而成 为 自 然 对 人 类 的 赐 赠。作 为 资 本 无 偿

的自然生 产 力 加 入 生 产 不 需 费 资 本 分 文 便 可 带

来超额利润 的 生 产 要 素，但 归 根 结 底，任 何 商

品都具有 “一 种 不 借 人 力 而 天 然 存 在 的 物 质 基

质”。③ 这就是自 然 价 值。自 然 力 应 作 为 劳 动 生

产力的存 在 始 基 进 而 成 为 利 润 乃 至 超 额 利 润 的

自然前提。此 外，自 然 景 观 的 鬼 斧 神 工 是 激 发

艺术创造 与 科 学 研 究 的 素 材，大 自 然 是 人 类 精

神财 富 发 生 始 基，具 有 生 命 支 撑、科 学 审 美、
宗教象征等价值。④ 就实践活动空间范围和程度

而言，物质 财 富 与 精 神 财 富 的 创 造 都 与 自 然 生

产力紧密 相 联 并 受 其 制 约。即 使 是 创 造 使 用 价

值的生产 劳 动 也 必 须 以 自 然 力 为 依 托，并 在 遵

循自然规 律 前 提 下 才 能 顺 利 展 开，且 这 种 活 动

也只能改 变 自 然 物 质 形 态，不 能 创 造 新 物 质。⑤

创造财富 的 物 质 生 产 活 动 需 要 在 人 与 自 然 协 同

下才能有效进行。
（二）自然生产力是自然循环产生的自然力

马克 思 认 为，自 然 生 产 力 是 “特 别 高 的 劳

动生产力 的 自 然 基 础。”⑥ 由 于 地 理 环 境 千 差 万

别，自然产品 丰 富 多 彩，这 些 是 形 式 各 异 的 社

会分工得 以 形 成 的 重 要 条 件。不 仅 劳 动 资 料 与

劳动对象 来 源 于 自 然 界，劳 动 者 首 先 也 是 自 然

界的产物。马 克 思 将 人 自 身 与 人 身 外 的 自 然 都

划为自然 力 发 生 作 用 的 领 域，认 为 自 然 力 有 比

通常所理 解 的 仅 由 自 然 发 生 作 用 的 力 量 的 领 域

更宽 广 的 内 容 和 更 丰 富 的 内 涵，它 不 仅 仅 指

“单 纯 的 自 然 力———如 水、风、蒸 汽、电 等”⑦

在无机界 发 生 的 自 然 力 量，还 包 括 在 有 机 界 发

生的和经 过 人 类 劳 动 改 造 过 的 自 然 力 量 以 及 这

些力量的整合力。
在自然 力 功 效 方 面，马 克 思 将 提 供 空 气 洁

净力、土 地 肥 沃 力、阳 光 照 射 力、水 的 鱼 产 力

等视为生 活 资 料 的 自 然 富 源，将 提 供 木 材 的 森

林、可供开采 的 煤 炭、通 航 顺 畅 的 河 流 等 视 为

劳动资料 的 自 然 富 源，并 认 为 在 文 化 初 期 与 生

产力发展 的 低 级 阶 段，生 活 资 料 的 自 然 富 源 起

决定性作 用，随 着 文 化 与 生 产 力 发 展 到 较 高 时

期，劳动资 料 的 自 然 富 源 将 取 代 生 活 资 料 的 自

然富源的地位而起决定性的作用。⑧ 在自然力发

挥功效方 面，表 现 为 自 然 恩 赐 的 自 然 生 产 力 首

先大规模 地 存 在 于 农 业 劳 动 中，农 业 的 生 产 性

质决定了要在运用与开发自然生产力的基础上，
通过人的 劳 动 力 来 提 高 生 产 效 率，随 着 资 本 主

义发展，科 技 广 泛 作 用 于 生 产 生 活 各 个 方 面，
大机器工 业 发 展 并 广 泛 应 用 于 生 产 过 程，以 大

机器应用 为 中 介，自 然 力 在 工 业 中 大 规 模 利 用

达到空前 程 度。以 拖 拉 机 与 联 合 收 割 机 使 用 为

例，美 国１９２０年 代 早 期 开 始 使 用 拖 拉 机，到

１９４５年已有２３０万 台，其 后 拖 拉 机 在 原 苏 联 与

欧洲才普遍使用，全世界拖拉机数量从１９２０年

的３０万台上升至２０世纪后期的２６００万台；美

国在１９２０年就有联合收割机，但二战前在欧洲

却很少见。丹麦到１９４４年还没有一台联合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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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但到１９７０年 达 到４万 台。① 这 些 机 器 的 广

泛使用代 替 畜 力 与 人 力 从 而 大 大 提 高 劳 动 生 产

率。在自然力转换与性质方面，“大生产———应

用机器 的 大 规 模 协 作———第 一 次 使 自 然 力，即

风、水、蒸 汽、电 大 规 模 地 从 属 于 直 接 的 生 产

过程，使自 然 力 变 成 社 会 劳 动 的 因 素。”② 由 此

可见，自然 生 产 力 纳 入 生 产 过 程 并 在 其 中 发 挥

重要效 能 得 以 使 生 产 效 率 提 高 的 首 要 条 件 是，
必须借助于大机器即技术中介方可奏效。其次，
其发挥作 用 程 度 大 小 还 取 决 于 科 技 方 法 的 适 时

运用。从资本 生 成 角 度 而 言，由 于 自 然 生 产 力

是自然界 的 天 然 存 在，不 是 用 于 交 换 的 劳 动 产

品即商品，其 性 质 属 于 不 费 资 本 分 文，即 使 其

作为重要 生 产 要 素 并 入 生 产 过 程，并 在 科 技 协

助下发挥不可替代作用。
综上，狭 义 自 然 生 产 力 仅 指 天 然 自 然 所 特

有的 自 然 力，包 括 自 然 界 中 的 物 理、化 学、生

物等各种 力 量 及 这 些 力 量 的 整 合 力；广 义 自 然

生产力是 “自 然 界 给 人 类 提 供 的 纳 入 生 产 过 程

和未纳入 生 产 过 程，能 够 创 造 自 然 生 态 财 富 和

社会经济 财 富 的 能 力。”③ 其 本 质 是 一 种 生 态 生

产力。
（三）运用自然规律并注重长远与整体效益

从物质 变 换 角 度 而 言，人 类 社 会 发 展 史 就

是人类不 断 摆 脱 自 然 力 束 缚，并 借 助 科 技 认 识

和利用自 然 力 的 发 展 史。自 然 万 物 处 于 永 恒 转

换与循环之中，其各种功能独特精妙不可复制。
自然生态 系 统 物 质 循 环 分 为 生 态 系 统 营 养 物 质

循环和生物圈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两类。
马克思 提 出 物 质 变 换 裂 缝 理 论，用 以 批 露

资本主义 对 其 生 存 条 件 的 物 质 性 疏 离，从 而 揭

示可持续 性 基 础 条 件 业 已 被 破 坏。人 类 为 了 持

续发展必 须 不 断 把 自 然 生 产 力 转 化 为 社 会 生 产

力，人类社 会 系 统 必 须 与 生 态 系 统 保 持 物 质 变

换，而资本 主 义 工 业 生 产 恰 恰 在 自 然 的 生 存 根

基———土地使 用 上 存 有 盲 目 性 和 反 自 然 性。资

本主义大 工 业 生 产 为 获 得 足 够 劳 动 生 产 力，通

过各种形 式 剥 夺 农 民 土 地，使 其 沦 为 靠 出 卖 劳

动力为生 的 商 品 而 存 居 于 各 大 中 心 城 市，由 于

人的各种生活消费排泄物不能回归土地，“从而

破坏土地 持 久 肥 力 的 永 恒 的 自 然 条 件。”④ 使 人

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断裂。
在农业 生 产 方 面，资 本 主 义 为 提 高 土 地 肥

力而采取 大 土 地 所 有 制 和 小 土 地 所 有 制 两 种 方

式，但在实 践 中 前 者 更 直 接 滥 用 与 破 坏 土 地 自

然力，后者更 多 滥 用 与 破 坏 人 类 自 然 力，从 而

使土地 肥 力 持 久 发 展 源 泉 遭 到 破 坏，可 见 “资

本主义农 业 的 任 何 进 步，都 不 仅 是 掠 夺 劳 动 者

的技 巧 的 进 步，而 且 是 掠 夺 土 地 的 技 巧 的 进

步”。⑤ 资本主 义 造 成 物 质 变 换 裂 缝 不 仅 表 现 在

土壤养分 循 环 或 城 乡 关 系 断 裂 上，而 且 还 表 现

在森 林 砍 伐、土 地 沙 漠 化、气 候 变 化、森 林 中

鹿群 消 失、物 种 商 品 化、污 染、工 业 废 弃 物、
有害 物 质 污 染、循 环 利 用、煤 矿 资 源 耗 竭、疾

病、人口过剩、以及物种进化等方面。⑥ 这种对

土地自然 力 的 滥 用 与 破 坏，对 资 源 与 能 源 的 过

度消耗，对人 口 自 然 力 的 极 端 压 榨，造 成 整 个

自然界日 益 退 化 与 不 断 异 化，这 是 自 然 生 产 力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持续的真实境遇。
恩格斯 以 美 索 不 达 米 亚、希 腊、亚 细 亚 以

北、阿尔卑斯意大利人、西班牙种植场主为例，
劝诫人们 不 要 只 顾 眼 前 局 部 利 益，而 应 学 会 认

识与遵循 自 然 规 律，学 会 预 见 人 类 对 自 然 干 预

所引起的 全 局 长 远 后 果；学 会 支 配 至 少 是 最 普

遍生产行 为 所 引 起 较 远 的 自 然 影 响，学 会 预 见

和调节经济活动的较远的社会影响。⑦ 人类应在

认识与 顺 应 自 然 情 况 下 使 自 然 人 化，因 为 “耕

作———如果自 发 地 进 行，而 不 是 有 意 识 地 加 以

控制 （他作 为 资 产 者 当 然 想 不 到 这 一 点）———
会导致土 地 荒 芜”。⑧ 当 代 人 类 还 在 重 蹈 覆 辙。
发达国家 木 材 需 求 与 发 展 中 国 家 因 人 口 骤 增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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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增加农业用地压力，从１９５０年后就导致世界

热带森林 地 区 毁 林 热 潮，在 最 近 半 个 世 纪 中 热

带森林覆盖区由２８亿公顷下降为１５亿公顷，其

中亚洲原始森林的９／１０被毁，西非有些国家毁

林速度达到每年１５％左右。据估计，２１世纪初

世界各 地 热 带 森 林 以 每 天 平 均８６０００公 顷，或

每年３１００万公顷速度被毁，按此速度，世界热

带森林至 迟 在２１世 纪 中 期 将 会 被 彻 底 毁 掉。①

砍伐热带 森 林 涉 及 毁 掉 一 个 完 整 生 态 系 统，地

球动植物物种 （大约是３０００万种）一半左右生

活在热带 森 林 中，物 种 消 失 速 度 最 保 守 估 计 也

认定为每 年 约 为５万 种，其 中 绝 大 部 分 尚 未 被

科学认识 就 灭 绝 了；热 带 森 林 毁 灭 对 气 候 产 生

重大影响，植 被 覆 盖 被 移 除 后，来 自 太 阳 的 能

源就不再 部 分 被 树 木 所 吸 收，而 是 从 几 乎 赤 裸

的地面反 射 回 去，使 得 气 温 上 升 从 而 阻 止 雨 云

形成。人类对 资 源 的 利 用 是 有 限 度 的！ 马 克 思

以土地为 例，认 为 人 只 是 土 地 使 用 者 而 非 所 有

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

地传给后代。”② 因 为 “我 们 对 自 然 界 的 整 个 支

配作用，就在 于 我 们 比 其 他 一 切 生 物 强，能 够

认识和正 确 运 用 自 然 规 律。”③ 我 们 即 使 达 到 眼

前局部 利 益 也 不 必 过 分 陶 醉，因 为 “对 于 每 一

次这 样 的 胜 利，自 然 界 都 对 我 们 进 行 报 复。”④

短期预期 成 果 的 取 得 往 往 被 长 远 和 出 乎 预 料 的

影响抵消得荡然无存。
马克思自 然 生 产 力 思 想 对 人 类 的 警 示 主 要

体现在：其一，生产力系统有明晰的绿色向度，
自然生产 力 是 生 产 力 系 统 的 题 中 之 义，任 何 遮

蔽自然生 产 力 的 倾 向 都 是 不 可 取 的，目 前 学 界

应与时俱 进，加 强 对 自 然 生 产 力 思 想 的 研 究，
旨在为当 下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与 绿 色 发 展 提 供 学 理

支撑与理论 指 导。其 二，自 然 生 产 力 不 仅 是 物

质财富源泉，而 且 也 是 精 神 财 富 源 泉，还 是 商

品使用价 值 与 超 额 利 润 始 基，尤 其 是 社 会 生 产

力的前提 基 础，社 会 生 产 力 实 体 要 素 均 与 自 然

生产力密切相关，人类应对其加倍珍惜，“牢固

树立保护 环 境 就 是 保 护 生 产 力，改 善 生 态 环 境

就是发展 生 产 力 的 理 念。”⑤ 习 近 平 关 于 经 济 发

展与环 境 保 护 “两 山 论”的 喻 断 为 我 们 提 供 了

重要指导。其 三，自 然 生 产 力 实 质 是 自 然 循 环

产生 的 自 然 力，天 然 具 有 价 值，因 此，应 该 把

维护生态 系 统 平 衡、社 会 文 化 系 统 与 自 然 生 态

系统间的物 质 变 换、能 量 转 换、信 息 流 动 的 合

理顺畅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准之一。其四，
人类主观 能 动 性 的 发 挥 必 须 以 正 确 认 识 自 然 规

律为前 提，对 自 然 应 坚 持 “开 发 利 用 与 修 复 治

理”同步 的 举 措，在 尊 重 与 顺 应 自 然 规 律 的 前

提下，应特别重视长远与整体的效益与影响。

二、社会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的

　　物质变换　　　　　　　　

　　人 类 社 会 发 展 史 就 是 在 生 产 劳 动 基 础 上 的

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发展史，马克思对物质生

产劳动、物质资料节约循环利用、内涵集约生产

与科技的资本主义使用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
（一）生产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马克思以 物 质 生 产 实 践 为 切 入 点 来 考 察 人

与自然关 系，通 过 生 产 劳 动 实 践 将 人 的 有 机 身

体与无机 身 体 统 一 起 来，也 唯 有 生 产 劳 动 实 践

才揭开自 然 界 之 神 秘 面 纱，把 现 实 的 自 然 展 现

在人面前，并 随 着 生 产 劳 动 实 践 的 拓 展，人 的

自然化与 自 然 的 人 化 才 能 不 断 实 现。劳 动 不 仅

是人之所 以 为 人 的 本 质 规 定，而 且 也 是 人 类 社

会以及 由 此 展 开 各 种 关 系 的 始 基。劳 动 “首 先

是人和自 然 之 间 的 过 程，是 人 以 自 身 的 活 动 来

中介、调整 和 控 制 人 和 自 然 之 间 的 物 质 变 换 的

过程。”⑥

物质变 换 包 括 物 质 转 换、能 量 转 移、信 息

传递和价 值 转 换 等 形 式。包 括 物 质 生 活 资 料 与

生产资料 生 产 与 再 生 产 的 物 质 生 产 活 动 是 人 类

最基本的 实 践，其 中 物 质 生 活 资 料 的 生 产 与 再

生产既是 人 类 生 存 的 首 要 前 提，也 是 历 史 展 开

的基 本 条 件。人 们 只 有 首 先 从 事 衣、食、住 等

基本生活 资 料 的 生 产 方 可 生 存，在 生 存 满 足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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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才能从事科学探索、政治管理、宗教研究、
艺术创 造 等 历 史 活 动。在 此 过 程 中 “每 一 阶 段

都遇到一 定 的 物 质 结 果、一 定 的 生 产 力 总 和，
人对自然 以 及 个 人 之 间 历 史 地 形 成 的 关 系，都

遇到前一 代 传 给 后 一 代 的 大 量 生 产 力、资 金 和

环境”。① 这表明，人 类 劳 动 即 人 与 自 然 之 间 的

物质变换是 不 断 延 续、拓 展 和 深 化 的。若 这 一

物质变 换 不 畅 或 受 阻 便 会 造 成 物 质 变 换 裂 缝，
劳动相应 地 蜕 变 成 异 化 劳 动，实 践 活 动 倘 若 停

止，则将导致人类及其文明的消亡。
在造成 物 质 变 换 裂 缝 诸 多 原 因 中，城 乡 分

离、远距离 贸 易 等 表 面 原 因 是 由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方式和私有制等深层原因所决定的。② 而所有这

一切的现 实 根 源 都 是 在 资 本 利 益 驱 动 下 的 经 济

活动需求 无 限 扩 大 与 生 态 负 荷 过 重 而 供 给 能 力

相对缩小，以 及 社 会 生 产 和 生 活 排 放 的 废 弃 物

迅速增长 与 自 然 净 化 能 力 难 以 正 常 维 持 之 间 骤

增的矛盾，其 实 质 是 社 会 生 产 力 增 长 能 否 或 在

多大程度 上 补 偿 自 然 生 产 力 的 减 少 问 题。马 克

思首次将 异 化 与 劳 动 相 关 联 分 析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下人与自 然、人 与 人 劳 动 成 果 之 间 的 对 立 和 疏

离，资本主 义 生 产 在 促 进 与 提 高 人 与 自 然 物 质

变换能力 的 同 时，却 在 物 质 与 精 神 上 将 劳 动 者

变成单向度的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

的增 大 是 以 劳 动 力 本 身 的 破 坏 和 衰 退 为 代 价

的。”③ 在资 本 主 义 社 会，自 然、人 以 及 在 此 基

础上展开 的 一 切 皆 以 异 化 形 式 呈 现 出 来。深 入

研究并 全 面 阐 释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下 的 异 化 现 象，
是当代 人 类 安 身 立 命 的 重 大 课 题。而 “物 质 变

换概念为 马 克 思 提 供 了 一 个 表 达 自 然 异 化 （以

及它 与 劳 动 异 化 的 关 系）概 念 的 具 体 方 式”，④

马克思生 产 力 论 的 生 态 意 蕴 最 直 接 的 贡 献 就 是

蕴含有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
（二）资源综合利用及其节约限度途径探索

如果把物 质 变 换 看 作 是 劳 动 生 产 过 程 中 人

与自然间 的 物 质 变 换 问 题，那 么 物 质 循 环 则 是

劳动再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问题。
物质循环 是 指 物 质 反 复 利 用 的 循 环 状 态，它 普

遍存在 于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与 人 类 社 会 系 统 之 中。
自然界物 质 循 环 又 称 生 态 循 环，是 指 生 态 系 统

中具体物 质 在 环 境 作 用 下，依 次 经 过 生 产 者、

消费者、分 解 者 序 列 过 程 进 行 的 周 而 复 始 运 动

发展。人类 社 会 经 济 循 环 是 指 在 一 个 具 体 经 济

过程中通过社会生产过程 （生产、交换、分配、
消费）在 社 会 各 经 济 部 门 之 间 循 环 运 动 与 不 断

运行发展。马 克 思 对 产 业 资 本 进 行 详 细 考 察 后

得出产业 资 本 要 依 次 经 过 生 产 资 本、商 品 资 本

和货币资 本 等 三 种 形 式，他 在 深 入 分 析 资 本 循

环过程三 个 公 式 的 基 础 上，得 出 产 业 资 本 的 三

种职能及 其 循 环 的 形 态 在 时 间 上 是 继 起 的，在

空间上是 并 存 的 结 论。由 于 生 产 与 消 费 的 连 续

不断性是 每 一 个 社 会 得 以 维 系 的 重 要 条 件，在

任何社会 形 式 下，社 会 生 产 与 再 生 产 总 是 紧 密

相联的，都 表 现 为 由 生 产、交 换、分 配、消 费

连续 不 断 的 过 程，在 此 过 程 中，物 质、能 量、

信息、价值循 环 不 已，但 每 一 循 环 都 是 螺 旋 式

上升过程，从而推动社会再生产向前发展。
从资源 开 发 与 利 用 角 度 而 言，社 会 生 产 与

再生产过 程 一 方 面 不 断 从 生 态 系 统 中 提 取 劳 动

材料，通过 经 济 再 生 产 加 工 成 满 足 人 们 需 要 的

产品；另一 方 面 不 断 把 相 伴 随 而 产 生 的 各 种 生

产与生活 排 泄 物 返 回 自 然 界，利 用 其 净 化 功 能

融入自然 再 生 产。这 种 生 产 与 生 活 废 弃 物 是 社

会经济系 统 生 产 与 消 费 过 程 中 不 能 充 分 利 用 资

源而产生 的。马 克 思 关 于 生 产 与 消 费 排 泄 物 的

区分及循环利用思想包括废物再利用与再循环、
资源利用最 大 化、废 物 产 生 量 最 低 化、稀 有 资

源的节约和 保 护 等。马 克 思 认 为，生 产 排 泄 物

“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

指人的自 然 的 新 陈 代 谢 所 产 生 的 排 泄 物，部 分

地指消费 品 消 费 以 后 残 留 下 来 的 东 西。”⑤ 如 果

社会生产 和 生 活 的 废 弃 物 排 放 量 超 过 生 态 系 统

自净能力，则 会 导 致 环 境 污 染 和 生 态 失 调。由

此，要使生态 循 环 与 经 济 循 环 良 性 进 展，就 必

须消 除 污 染 物，化 废 物 为 原 料，变 害 为 利，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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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为宝。
要再利 用 废 物 并 使 其 参 与 循 环，其 中 最 主

要的原因 在 于 原 料 的 有 限 性；其 次 在 于 每 个 物

种都有各 种 属 性，各 个 劳 动 过 程 也 可 根 据 各 自

所需选取物 种；最 后 在 于 废 料 有 多 种 用 途。但

废物再利 用 具 有 一 定 条 件：一 是 废 物 必 须 达 到

一定数量 与 规 模，且 在 大 规 模 劳 动 的 条 件 下 才

能进行；二是 依 赖 技 术 发 明 与 改 良，使 废 物 某

些新功能 得 到 开 发 并 在 新 的 生 产 条 件 下 得 到 利

用；三是依托 科 学 发 展 与 进 步，尤 其 是 化 学 的

进步，使废物 的 有 用 性 不 断 被 揭 示 出 来。而 废

物再利用 的 途 径 有 三：一 是 对 废 料 进 行 再 加 工

使其成为 再 生 产 的 原 料；二 是 发 挥 科 技 功 能 把

废料转变 成 另 一 种 有 用 产 品；三 是 通 过 生 产 工

具革新研 创 出 废 物 的 多 重 功 效。废 物 的 利 用 程

度既 取 决 于 “所 使 用 的 机 器 和 工 具 的 质 量”，①

又取决于 原 料 本 身 质 量。马 克 思 还 提 出 原 料 充

分利用的两个限度：“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

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 “把

生产排泄 物 减 少 到 最 低 限 度”，② 即 最 大 限 度 提

高能源利 用 率 和 减 少 废 弃 物 排 放 量。丹 麦 卡 伦

堡工业园区共生企业生态产业链③在这方面起到

了示范作 用。该 园 区 共 生 企 业 生 态 产 业 链 包 括

发电厂、炼 油 厂、制 药 厂、石 膏 板 厂、微 生 物

公司与废 物 处 理 公 司５家 企 业，整 个 园 区 通 过

代谢链条关系，实现废物零排放。
（三）内涵集约生产与科学技术的双重效用

生态经 济 再 生 产 的 实 现 问 题，实 质 上 是 在

经济再生 产 和 自 然 再 生 产 过 程 中 的 消 耗 如 何 得

到补偿，实物 怎 样 得 到 替 换 的 问 题。唯 有 在 消

耗得到相 应 补 偿 的 情 况 下，再 生 产 才 得 以 顺 利

进行。外延 扩 大 再 生 产 是 依 靠 增 加 生 产 要 素 投

入而引起 地 域 生 产 规 模 扩 大；内 涵 扩 大 再 生 产

是依靠提 高 生 产 要 素 使 用 效 率，在 原 有 地 域 内

扩大生产 规 模。外 延 和 内 涵 扩 大 再 生 产 与 绝 对

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有异曲同工之效。“把工作

日延长，使 之 超 出 工 人 只 生 产 自 己 劳 动 力 价 值

的等价物 的 那 个 点，并 由 资 本 占 有 这 部 分 剩 余

劳动，这就 是 绝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④ 这 是 外

延增长的 特 征。而 相 对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是 通 过

采用新科技和改善经营管理等实现的经济增长，

这是内涵增长的特征。

集约与粗 放 耕 作 方 式 是 相 对 于 级 差 地 租 两

种形态 而 出 现 的 对 提 高 土 地 产 量 的 经 营 方 式。

与粗放是 同 量 的 资 本 分 散 “投 在 较 大 的 土 地 面

积上”⑤ 不同，集约是同量的资本集中投在同一

土地上，即在 同 一 土 地 上 连 续 进 行 投 资，或 较

大程度上 在 较 好 土 地 上 投 资。绝 对 剩 余 价 值 是

相对剩余 价 值 的 前 提 基 础，即 外 延 扩 大 再 生 产

是内涵扩大 再 生 产 的 前 提 基 础。同 理，粗 放 耕

作方式也 是 集 约 耕 作 方 式 的 基 础 与 出 发 点，但

后者是前 者 的 必 然 趋 势。因 为 在 前 者 条 件 下，

产量增 长 仅 仅 以 生 产 要 素 数 量 递 增 作 为 保 障，

而不考虑 质 量 与 技 术 提 高 等 因 素 影 响，这 样 产

品量增长 源 泉 狭 窄，而 且 还 会 遇 到 各 生 产 要 素

数量有限 或 种 类 稀 缺 等 生 态 限 制，也 受 到 社 会

发展水平限 制，这 样 的 经 济 增 长 速 度 缓 慢。而

后者主要 是 通 过 “劳 动 的 技 术 过 程 和 社 会 组 织

发生彻底的革命”⑥ 得以实现，即通过提高生产

要素使用 效 率 而 实 现，它 不 仅 可 以 突 破 延 长 工

作日实现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而且还可以突破自

然生态和社会道德限制的局限性。但后者不会自

动实现，在其必备条件方面马克思强调两点：其

一是依靠科技进步；其二是提高劳动者素质。

马克思对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下 科 技 进 步 功 效 与

局限性进 行 了 探 讨，认 为 资 本 主 义 条 件 下 科 技

进步功效 主 要 体 现 在：一 是 充 当 人 与 自 然 关 系

中介，促进财 富 增 长 和 生 产 力 发 展；二 是 拓 展

资源利用 空 间 并 挖 掘 资 源 利 用 潜 力；三 是 增 强

人们认识 和 发 现 废 物 资 源 利 用 途 径。虽 然 科 技

进步提升 了 人 们 认 识 与 变 革 自 然 的 能 力，但 由

于其内部 存 有 背 离 价 值 旨 趣 的 可 能 性，其 破 坏

力不容忽视。“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

坏为代价 换 来 的。”⑦ 科 技 负 效 应 产 生 的 主 要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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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科 学 认 识 的 至 上 性 与 非 至 上 性 的 矛 盾 展

现为与技术应用在时空维度上的背离。”①在时间

上，生态效 应 由 于 更 多 地 表 现 为 长 远 性 而 具 有

滞后性；在空 间 上，生 态 环 境 构 成 因 子 具 有 流

动性，科技生 态 效 益 作 用 范 围 较 广，其 受 益 对

象具有不 确 定 性。资 本 主 义 生 产 唯 一 目 的 是 攫

取超额利 润，当 科 技 发 展 有 助 于 实 现 其 预 期 目

的时，便 大 力 支 持，否 则 就 竭 力 反 对，至 于 生

态效益往往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
马克思社 会 生 产 力 论 蕴 含 的 绿 色 向 度 主 要

体现在：其一，劳 动 的 实 质 是 人 与 自 然 之 间 的

物质变换，克 服 异 化 劳 动，探 寻 一 种 满 足 人 的

合理需要 的 生 态 劳 动 便 成 为 可 能，从 而 使 人 类

发展的可持 续 性 得 以 实 现。其 二，造 成 生 态 危

机的现实 根 源 是 以 追 求 超 额 利 润 为 目 标 的 资 本

主义生产 方 式，因 此 在 不 改 变 资 本 主 义 制 度 前

提下，任何 对 于 环 境 保 护 所 采 取 的 措 施 都 只 能

缓解而不 能 根 除 生 态 危 机，人 类 对 待 资 本 的 合

理方式只 能 是 既 利 用 其 创 造 物 质 财 富 的 优 势 功

效并使其 发 挥 至 最 佳，又 限 制 其 对 生 态 系 统 破

坏的消极影 响 并 使 之 降 低 至 最 小。其 三，既 然

自然资源 数 量 有 限 且 功 效 多 重，由 此 人 类 应 在

自然生态阈 值 范 围 内 对 其 充 分、合 理、综 合 利

用以提高 其 利 用 率，对 待 稀 有 资 源 尤 其 要 注 重

节约与慎 重 开 发，在 遵 循 资 源 利 用 规 律 的 基 础

上，大力 发 展 循 环 经 济。其 四，充 分 发 挥 科 技

功能，使生 产 方 式 由 外 延 粗 放 经 营 向 内 涵 集 约

经营转变，但对科技要进行生态化规范与引导，
从而使其 最 大 程 度 地 成 为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强 大

杠杆与有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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