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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环境批判及意义

口曹志清[泰山学院泰安271021]

【摘 要] 19世纪40年代初，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颁布早期环境立法之前，马克思恩

格斯就开始关注人类的生存环境问题。他们具体地考察和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环境污染的类

型、状况和危害，深刻揭示了造成环境污染的认识根源、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并富有卓见地提出了

解决环境问题的可能性途径。这些思想对认识和解决今天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 资本主义； 环境问题； 批判； 意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05(2008)02—0090—04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中，有一个批判的新

视角，那就是从生态环境的维度对资本主义进行无情

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考察

和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环境污染的类型、状况和危

害，深刻揭示了造成环境污染的认识根源、阶级根源

和社会根源，并富有卓见地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可

能性途径。深入分析和研究这些思想，对正确认识和

解决今天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

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类生存环境问题

的主要标志

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开始研

究人类的生存环境问题或人类与生存环境的关系问

题。其中，马克思开始研究人类生存环境问题的标志

是他于1844年所写的《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一书。这

部著作中，马克思论述了人类和自然界或“人的自然

的本质”与“自然界的人的本质”亦或人的自然主义与

自然的人道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他用大量篇幅揭

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异化现象，指出正是异化劳

动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分离，造成了“文明的阴沟”、“自

然的荒芜”和“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恩格斯开始研究

人类生存环境问题的标志是他于1842年11月至

1844年8月，深入英国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和工业城

市的典型代表——曼彻斯特的具体调查和于1845年

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这部著作中，恩

格斯在揭露资本家对工人残酷剥削的同时，用大量惨

烈的事例具体分析和论述了当时英国环境污染发生

的过程、类型、状况、危害和根源，这是人类历史上第

一次如此深入、具体、详细地研究人类生存环境问题。

此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对资

本主义环境问题也有着丰富而深刻的论述。

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开始研究人类生

存环境问题的19世纪40年代初，英国已完成产业革

命10多年，法、德等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进行

或接近完成产业革命。这些国家产业革命的发展已

经造成了局部环境的污染，甚至是比较严重的污染，

但在当时这些国家还没有早期的环境立法。英国直

到1857年才颁布了关于防止煤烟污染的法令，并于

1863年颁布了《制碱业管理法》，较严格地规定了氯

化氢的排放标准，以减少大气污染；1876年颁布了

《河流污染防治法》，禁止向河流排放污染物，以保护

水质。美国到1864年才颁布了《煤烟法》，环境污染

后来居上的日本予1896年才颁布和实施了《矿业

法》、《河川法》。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生存环

境问题的早期研究，始于英国完成产业革命lO多年，

并先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环境立法20余年之

际，亦早于英国伦敦因煤烟污染所导致的最早出现

(1873年)的“公害”事件30余年之前。因此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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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对近代环境问题的研究，开启了人类历

史上环境哲学和生态社会学研究的先河。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环境问题的

现状剖析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考察分析了英、法、德等资本

主义国家大工业城市的环境污染状况与危害，主要包

括空气污染、河水污染、工人生产生活环境污染和食

品污染等。

关于空气污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业煤烟与

生活煤烟是造成空气污染的重磅“杀手”，“曼彻斯特

周围的城市是一些纯粹的工业城市⋯⋯到处都弥漫

着煤烟。”“埃士顿一安得一莱因⋯⋯工厂全都挤在一

起，从烟囱里喷出浓烟。”【¨

关于河水污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蒸汽机的

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

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

成臭气冲天的污水。”妇】‘‘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

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

士河。”‘31

关于工人生活环境污染。恩格斯指出：“每一个

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

⋯⋯这里的街道是⋯⋯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

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

的死水洼。”⋯“这些地方应当被看作那些可怕的要命

的流行性热病的源地”，是“罪恶、肮脏和传染病韵

巢穴。”‘1 3

关于工人工作环境的污染。马克思恩格斯具体

考察了磨工、陶器生产、玻璃制品生产、采矿业、纺织

和服装加工业等当时工作环境污染程度较为严重的

几种行业，分析了不同工种的恶劣环境对工人们的危

害。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在为“工人的健

康着想，而是为便利生产着想的环境下进行”¨]，这就

使得资本家千方百计地降低生产成本，而不会投资去

改善工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环境条件。“即使是真正的

工厂也缺乏保障工人安全、舒适和健康的一切

措施。”‘4]

关于食品污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们只能

吃质量很差的马铃薯，蔬菜也不新鲜，干酪是质量很

坏的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肉是病畜或死畜的肉

⋯⋯工人们还经常遇到形形色色的掺假食品——咖

啡粉里掺上菊苣；可可里面掺入褐色黏土；胡椒里杂

有豆荚粉末；红葡萄酒干脆就是用颜料、酒精等假冒

的；面粉里掺上石膏粉或白垩粉⋯⋯这种饮食造成的

自然结果就是经常闹肠胃病及其他疾病⋯。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

化进程中发生的生态环境污染状况的调查分析是全

面的、深刻的和具体的，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环境批判

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资本主义的一个颟视角。在这个

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是最早的生态社会学家，是生

态环境批判理论的创立者。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环境问题的

根源剖析

马克思恩格斯在系统地阐发了资本主义工业化

进程中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事实后，又进一步剖析了

产生这种现象的种种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环境问题

的实质。

第一，认识根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科学

技术水平和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对于有可能污染生

存环境的事物缺乏科学的分析和认识，对于自身行为

的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缺乏科学的分析和预

见，于是“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

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预见的作用占了优势，

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强得多”uo；或

者是“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为达到上述

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

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旧o；

或者是在对于入与自然界的关系的认识上，往往欢呼

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所焕发出来的巨大自然力，

陶醉于对自然界的“巨大能动性”和“伟大胜利”，忽视

或忘记了自然界对于人的制约性和可能的报复。事

实上，“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

我们。”‘2]

第二，阶级根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资产阶

级贪婪、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决定，只追求眼前的经

济利益和高额利润，而置其行为的长远的自然影响和

社会后果于不顾，加剧了环境的污染。“在资产阶级

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

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

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

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l 3；“曼彻斯特及其

郊区的35万工人几乎全都住在恶劣、潮湿而肮脏的

小宅子里，而这些小宅子所在的街道又多半是极其糟

糕极不清洁的，建造一点也没有考虑到空气是否流

通，所考虑的只是业主的巨额利润。,,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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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到目前为

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

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以后才显现出来的，

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影响和作用的进一步

的结果——生存环境的污染及其对人体的危害，则是

完全被忽视的。这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中表现得最完全。”心’所以，“如果社会把

成百的无产者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注定他们不可避

免地遭到过早的非自然的死亡⋯⋯如果社会剥夺了

成千人的必需的生活条件，把他们置于不能生存的境

地，如果社会利用法律的铁腕强制他们处在这种条件

之下，直到不可避免的结局——死亡来临为止，如果

社会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这成千的人一定会成

为这些条件的牺牲品，而它仍然不消除这些条件，那

末。这也是一种谋杀⋯⋯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阴险的

谋杀，没有人能够防御它o'111在这种条件下，一个国

家越是以大工业为自己发展的起点，那么它对于环境

的破坏和污染的过程也就越迅速瞪-。

四、马克思恩格斯对解决环境问题基本途

径的探索

第一，正确审视和评价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

恩格斯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人作

为自然存在物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是存在于自然

“之中”，而不是存在于自然“之上”或“之外”。那种

“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就在于颠倒了人与自然

的位置，把人类视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俨主去统治自

然，主宰自然，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贪婪索取和无

情掠夺，结果“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

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了报复。”哺1所以人类要学会正

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人类对自然的惯常行程

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学会预见和

调节人类的最普遍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

然影响和社会影响。

第二，依靠科技，对废物进行“再利用”和“再加

工”，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一是通过科学的进步，特

别是化学的进步，去发现或揭示那些废物的新的有用

性质，不仅再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再利用其他工

业的各种各样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

煤焦油，变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

它变成药品”o；二是应用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

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废物，获得一种

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再利用的形式。例如，应用经过改

良的机器和工艺对废毛、破烂毛织物和棉毛混纺织物

进行再加工，已成为约克郡毛纺织工业的一个重要部

门——再生呢绒业。此外，应用经过改良的机器和工

艺，也能够把本来几乎毫无价值的废丝制成有多种用

途的丝织品盯J。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涉及到

了依靠科技对工业原料进行深度开发和综合利用，以

及基于某一种原材料的深度开发和综合利用所形成

的各种工业企业的合理配套和综合发展问题。

第三，依靠科技，改良耕作，保持和提高生态环境

质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依靠科学技术，特别是农

艺学和农业技术改良耕作方法，如采用革新的排灌

法，实行合理的轮作制，施用骨粉等有机肥料等，可以

保持和改良土质，保持和提高土地的肥力。此外，合

理地开发和利用休闲土地、沙地和荒地，使之变为种

植牧草、甜菜、小麦和大麦的良田。这样，一方面增加

了谷物的产量，另一方面也为饲养牛羊提供了极好的

饲料，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同时，采用不同品种杂交

的方法增加牲畜头数和改良畜牧业)，进而又为农业

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有机肥料。此外，在客观上也改变

和优化了生态环境哺3。应当说，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

观点包含着绿色生态农业的初步设想或萌芽思想。

第四，防止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消灭工业的

资本主义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于蒸汽技术

的“资本主义的应用才使它主要地集中于城市，并把

工厂乡村转变为工厂城市。但是。这样一来它就同时

破坏了它自己的活动的条件”，势必造成环境污染的

恶性循环。“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

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工业的

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

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

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

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o"121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

强调的工业发展思想已包含着可持续发展原则和建

立“生态工业”的基本构想或设想。

第五，变革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从根本上探索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正是

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造成了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的

异化劳动引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他们主张把

生态环境问题放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去考察，把人

的解放、社会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统一起来。他们指

出，要防止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单是依靠认识

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

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

实行完全的变革。蚍21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从对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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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环境批判中得出了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

革命性结论。

四、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环境批判的

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环境批判理论是资

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对

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第一，这一理论有助于人们加深对资本主义本质

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在150多年前揭露的资本主

义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今天仍然大量存在，只不过

手段和方式稍有不同，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资本

家贪婪的本性没有变。一些发达国家为了减轻本国

的环境污染，置全人类的长远利益和国际公法于不

顾，肆意向公海或其他国家海域大量倾倒污染物；为

了本国眼前的经济利益，甚至置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

染和人民利益于不顾，向发展中国家大量倾销具有污

染性的废料，转嫁环境污染和环境危机；同时还利用

第三世界国家环境立法不健全以及实现工业化的迫

切愿望，把“肮脏工业”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结果导

致了当地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

第二，这一理论对我们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加

强环境保护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我国，总体而

言，环境法的实施和环境污染的防治取得了积极的进

展。但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现象还相当程度地存

在着。正如国务院在《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

保护的决定》中所指出的：“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

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多年来集

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危害群众健

康，影响社会稳定和环境安全。”归。这说明，生态环境

问题有共性的一面，是任何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

免的问题。但我们相信，只要按照社会主义制度的本

质要求，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

活动和社会发展中充分实现个人利益、局部利益与社

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有机统一，那么，就一定能够

在合理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基础上，合理地解决人

与自然的矛盾，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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