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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政治经济学的意蕴探析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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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政治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内容，属于生态环境保护研究的特色论域，主

要考察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的运动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背景下，生态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生态学、经济

学和政治学的内容，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生态”属性。生态政治经济学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基本立场，运

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进行理论构建，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

识。由此，生态政治经济学开辟了政治经济学新的论域，点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创造了人民美好生活的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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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迈入新的

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生态文明经济。随后，

“要发展”还是 “要生态”引发激烈讨论，成为人

类亟待破解的问题。生态政治经济学正好处在生态

环境思想竞相迸发、相互交融、氤氲化生的关键节

点上。面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两难之境，

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在各自领域做出相应的阐

释。环境经济学认为生态环境从属于经济范畴，生

态活动应遵循经济发展准则; 生态经济学则突出生

态系统在人类社会生产中的地位，认为经济发展受

到生态系统的绝对制约。两者都未能较好回应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因此，生态政

治经济学立足社会主义背景，结合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和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思考，构建专门研究生态的政治经济学。
一、生态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考察

生态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涵盖了生态文明、社会

主义、经济学三个主要部分的新科学，这个 “新”

不在于理论内容新，而在于解决问题的方式新。由

于学术界偏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

究，较少学者关注生态政治经济学，在概念考察和

理论框架的研究上缺少探讨，一些学者把生态政治

经济学笼统地归纳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此，有必要厘清生态

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从生态政治经济学的广 延 性 来 看，它 有 “广

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态政治经济学主要

在复杂文化背景和生态视野下进行分析，研究不同

意识形态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规律; 狭义的生态

政治经济学或称之为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政治经济

学”，主要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立场上或者说中国

立场上进行研究，并在生态视域下研究中国的生产

方式和经济关系。只有当狭义的生态政治经济学研

究趋于成熟时，才能与广义的生态政治经济学协同

发展。在此，我们所讨论的生态政治经济学均属于

狭义上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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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个词汇考察的角度来看，生态政治经济学

绝非一个崭新的术语。早在 1993 年刘思华的《生态

经济理论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一文中就萌

发了生态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他指出 “政治经济学

必须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态经济问题”［1］。
生态政治经济学涵盖了生态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

必须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并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建设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进程中形成与发展。此后十

余年，鲜有生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文章出现。2006
年，刘明远［2］185－212认为政治经济学在探讨人与人的

关系时，没有足够重视生态环境对人的影响，生态

经济学没有反映经济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制约作

用。为此，他对生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

思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社会主义进行深

刻剖析，并提出建构 “生态政治经济学”理论，至

此“生态政治经济学”作为专门的学术语言正式进

入到研究视野中。2009 年，成伟［3］提到 “生态补偿

问题是生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他将生态补

偿引入到生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从保护 “自

然资本”到结合经济、政治问题进行分析，进一步

探讨社会生态合作效益等问题来论述生态补偿的目

的，丰富了生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此后，生

态政治经济学研究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近几年，郇

庆治、蔡华杰和曹顺仙等学者的文章相继发表，生

态政治经济学再次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
面对生态环境与经济危机叠加交织的现实情况，

迫切呼唤一种新的、具有较强兼容性的理论出现。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物质资料生产、生产关系、阶

级关系等内容中，是否存在一种生态转向? 从专门

的生态环境角度建立传统政治经济学新的分析范式，

即生态政治经济学。这种新的分析范式不是一蹴而

就，也不是自然形成，它需要在已有的政治经济学

基础上发展，再结合跨学科研究进行拓展。当前，

生态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焦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生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建研究。一个

理论的创建必然经历漫长的实践检验过程，正如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是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

经验上得出的思想精华，经过了马克思、恩格斯等

人的辛勤耕作，以 《资本论》这样的鸿篇巨著奠定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同样来看，生态政

治经济学的创建是有可能出现的。按照刘明远的观

点来看， “现在的政治经济学没有专门考察人与人

的关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2］186，换言之，在考察人

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关系时，当前的

理论还留有空白，这就迫切需要一种理论，能够填

补理论上的 “缺场”。同时，他进一步指出，生态

学、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经过长期的理论挖掘和实

践探索，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的规模，也衍生出内容

丰富的理论分支，为生态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

理论基础［2］206－208。蔡华杰［4］等通过分析 “环境利益

难题”，指出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研究存在的

弊端，且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并不包括生态

环境，为此他们进一步认为生态政治经济学创建是

可能的且必要的; 曹顺仙、张劲松［5］以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经济发展要求为前提，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美丽中国和美丽清洁世界

的原则，提出创建契合国情的生态政治经济学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
其次，生态政治经济学的生态环境保护立场研

究。生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 “认识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那些规律”［2］209，具体来说是认识物质资

料生产规律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最终要通

过社会主义生态政治经济学研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指引，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 “和解”。马克思主

义理论具备生态基调，他曾设想过未来社会是 “人

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

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

的人道主义”［6］187。付文军［7］指出，马克思意识到生

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早已开展了针对生态问题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当前，生态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或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

题，它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掣肘。
最后，生态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关系的研究。

生态政治经济学是否涉及意识形态? 姓 “资”还是

姓“社”? 如何作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

等，是当前有待破解的难题。郇庆治［8］在论述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经济时指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

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创建一种激进的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政治经济学，而生态政治经济学正是这样一种

专门应对生态问题且带有激进特质的社会主义学说。
生态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称之为 “激进的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政治经济学”，不存在 “去政治化”和 “去

社会主 义”的 风 险［5］80，它 超 越 了 姓 “资”与 姓

“社”的范畴。蔡华杰［4］等指出，社会主义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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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理论体系的构建呼唤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

论，以生态文明为切入点，用生态政治经济学的理

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良性发展，推动 “五位

一体”布局不断完善。生态政治经济学从政治角度

和经济角度剖析经济运动规律，是专门研究生态环

境问题的经济学说，具有典型的社会主义性质。
二、生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意蕴

任何一种经济学说都有其服务的对象，必然存

在立场站位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于资

本主义主导全球的时代，它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

场，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生态政治经济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来构建

自己的理论框架，旨在形成一套具有生态性、可行

性和发展性的理论体系。此外，生态政治经济学吸

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理论精华，创新性地发展了政治经济学，

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 一)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生态政治经济学

的基本立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的是一条为人民谋福

利的康庄大道，生态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引，必须遵循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旨向。人民群众属于一种历史范畴，是社会

历史发展的主体，有人存在的地方才有人类社会的

发展。
生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广大的人民群

众。“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6］287，生态文明发展

的前进方向由人民抉择，生态文明带来的生态红利

由人民共享。毛泽东指出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

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9］。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

调“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他多次重申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10］。生态政

治经济学的构建和人民美好生活所需要的条件、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不冲突。相比较而

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忽视人民群众的利益，

掌握资本的少部分人 “统治”着绝大多数人，他们

不把工人作为普遍的 “人”来考量。在资本主义生

产发展中，工人劳动“异化”，“无产者的劳动已经

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

的附属品”［11］。资本主义社会 “把工人只当做劳动

的动 物， 当 做 仅 仅 有 最 必 要 的 肉 体 需 要 的 牲

畜”［6］125。资本主义生产追求超额剩余价值，他们不

可能顾及人民群众的利益，尤其不会考虑工人阶级

的利益，生态环境的保护更无从谈起。资本主义经

济发展规律表现为整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

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极其狭隘的政治经济

学。因此，生态政治经济学要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唯

物史观，避免经济发展只惠及部分人的发展，避免

生态资源沦为私有的财产，要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

立场平衡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
生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突出人民群众的地位。

一方面，生态政治经济学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

生态问题研究相结合。搞清楚人在经济生产中的地

位，弄明白人类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和人与自然关

系应该如何协同发展。同时，生态政治经济学致力

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规律，挖掘人与自然

“物质互换”的理论内涵，坚持 “以人的研究为中

心，以人的发展为旨向”，持续开创生态政治经济

学研究的新局面; 另一方面，生态政治经济学的研

究坚持“以人为本” “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

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同享有。生态政治经济学所坚

持的是人民的立场，谋划的是人民的利益，只有把

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发挥人民在生态

文明建设和构建生态政治经济学中的主体性作用，

才能更有效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建设 “美丽中

国”。
( 二) 唯物辩证法———生态政治经济学的哲学

方法

马克思曾指出，他在 《资本论》研究过程中使

用到的“正是辩证法”［12］。生态政治经济学坚持使

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进行理论研究，这也是其

逻辑构建的重要基础。唯物辩证法是指导人们认识

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理论工具，是生态政治经济

学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其丰富的辩证法思

维包括世界本源问题、矛盾对立统一、质量互变、
否定之否定等。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没有明确

论述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但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

史观所要阐明的始终是一种科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的方法，这种方法必然包括认识和改造人与人的

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交往与自然的关

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

辉，“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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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

科学”［13］。生态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同属社会主义研究的学说，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

特殊性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不是

教条，“《资本论》的辩证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14］，

必须结合历史思维来考察社会经济运动规律。
当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有 “一般关系”，也

有“特殊关系”，人与自然的一般性 ( 普遍) 关系

从人与自然具体的社会性关系中抽象出来。人与人

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交流活动 ( 社

会关系) 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三种关系是生态政

治经济学要研究的问题，它们具有共时性和同构性。
马克思指出， “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 人

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

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

然界的狭隘的关系”［6］534。这说明了人与自然具有同

一性，脱离社会生产 ( 具体的社会制度) 来研究人

与自然关系不仅没有任何意义，也是难以实现的。
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相互制约，要解决

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必然要分析人类社会的具体形

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异质性，要回归到 “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的矛盾，并且采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人类

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
生态政治经济学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

证法和唯物史观。一方面，唯物辩证法是 “关于自

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

学”［13］。生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包括人、自然、
人类社会、自然社会，主要是经济发展与人发展的

矛盾研究，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经济;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

发展需要生态政治经济学的出场，蓄积生态政治经

济学的理论势能。生态政治经济学运用辩证和发展

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深挖生态危机产生的

根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化协同发展提供

分析方法。目前，生态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初步具

备发展的条件，尽管其完善的过程需要经历实践的

反复检验，且这一过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

性，但我们始终坚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的光明

前景。
( 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生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支撑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一个具有 “生

态性”的政治经济学出现，这种经济学具有社会主

义性质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延伸。
进入新时代以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开辟理论高地，取得诸多实践成

就。但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时代产物，

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与中国特色的标识。
无论经济学理论再怎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政治经济学理论始终要在 “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

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始终依托中国背景，

不囿于公共政策、生态学和经济学等单一领域，力

求达到社会主义制度层面和整体文明思想上的飞跃。
毋庸置疑，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必须从本质上

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和实践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

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15］。恩

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 “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

经济学的研究”［16］。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社会治

理无不体现政治经济学的缩影。但是，新发展格局、
生态补偿制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生态文明

建设……并不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

著作中，而是阐发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

化过程，受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发

展的双重影响。生态政治经济学要填补的是生态领

域中政治经济学 “不在场”的问题，但要做这种尝

试，便无法脱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在社会主义的背景下或者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视

野下研究政治经济学，必然绕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阐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融合众多经济学者的

思想精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于 2020 问世，这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对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具有重大理论价

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更多

倾向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特有的和在特

殊发展阶段下的一些个别形式，还涉及关于经济政

策、经济战略、经济愿景等的理论”［17］。而生态政

治经济学更倾向于研究社会主义形态下 “人的经济

活动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生态系统”［2］209。换言之，

生态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如何影响

4
福建商学院学报

JOUＲNAL OF FUJIAN BUSINESS UNIVEＲSITY 2022 年第 2 期



生态环境的问题，但人与人之间的活动 ( 交流关

系) 必然绕不开经济关系的研究， “而经济关系的

解剖需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2］207。因此，要洞

悉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要回归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

一基本矛盾进行考察。
三、生态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

任何一种经济学都有其产生的历史根源、社会

背景和现实意义。生态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发展和

完善离不开实践的检验及其现实意义的考察。只有

对社会经济规律加以科学把握，才能正确引领人类

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此，生态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和

完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

主义学说的创新与发展，开辟了政治经济学新的论

域，点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有利于缓解中国

乃至世界的生态环境问题，为人民美好生活创造

条件。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开辟了政治经

济学新的论域

生态政治经济学从狭义的角度讲属于 “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经济”。生态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

生态思想及其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产物，

体现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运用及丰富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

理论支撑和实践方法，为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

提供科学指引。
首先，生态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具有相同的“生态感受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

国文化的背景下熠熠生辉，衍生出一系列具有中国

特色的理论，生态政治经济学具有典型的 “生态”
特性，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衣钵，为解决

人类生产与自然发展关系的矛盾提供理论支撑和实

践指 引。马 克 思 认 为，“人 直 接 地 是 自 然 存 在

物”［18］，人与自然都是客观的存在。在生态政治经

济学看来，人类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对自然的影响或

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都将以某种形式反馈到人

类自身。生态政治经济学以生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继承了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方法，结合中国优

秀的传统文化，为分析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提供了

新的范式。
其次，生态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生态政治经济学能够回到马

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破题之道，并构建自身的经济

理论框架，将人与人的交流活动和生态环境之间的

关系创新性地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马克思、恩格

斯等经典作家未明确提出 “生态政治经济学理论”，

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无法解释导致全球性

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无法说明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根本途径是什么”［2］186。但是，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并非与生态环境毫无关联，它

承认生态环境恶化源于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的矛盾，

而生产方式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交流活

动)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要解决生产方式与生态

环境之间的矛盾，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出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探

寻新的生产方式，而生态政治经济学不仅否定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也扬弃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存在

的优点与缺点，以此寄托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最后，生态政治经济学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

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

方面，生态政治经济学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分析了

人和人的关系与自然的矛盾，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回

应在社会主义环境下如何破解人与自然对立的紧张

关系，这既是对唯物辩证法的现实运用，也是对唯

物辩证法的实践创新。同时，唯物史观回答了人民

在生态危机中的作用，发挥人民的主体性地位，以

人的治理积极地反作用于生态环境治理; 另一方面，

生态政治经济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社会有机体”
的理论内容。生态环境作为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

部分，必须列入到社会有机整体。生态政治经济学

说明生态环境可以作为独立的社会要素和生产要素，

引起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再思考，从反思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和以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到构建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经济，进而服务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探索。
( 二)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的灯塔，点亮了生

态文明建设的道路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作出的科学

决策，立足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长远规划。国外

生态文明研究的派别有环境经济学的 “浅绿派”、
生态中心主义的 “深绿派”、以及生态神学研究等，

而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意识形态底蕴，可

谓之“红绿”性质的思想［4］45－48。生态政治经济学

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当前

中国进入新的发展机遇期，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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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时期，有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经济

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种以生态为基调

的政治经济学，生态政治经济学为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一方面，生态政治经济学蕴

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具备 强 大 的 “政 治 势 能”，能 够 高 效 地 做 到

“令行禁止，政策落地”，能够保证在党的领导下进

行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布局。 “政治势能”是指中国

共产党治国理政过程中所发挥的执政优势，释放强

大的政治力量，生态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阐发与中国

共产党“政治势能”的学理性阐发密不可分。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深受社会主义政治的影响。为此，生

态政治经济学显示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政治特征，结

合生态文明建设 “政治势能”的发挥，有力地开创

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基本

遵循。
另一方面，生态政治经济学倡导绿色发展之道，

有利于人与自然长期共存、持续发展。生态政治经

济学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

的角色，在保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动态平衡上发挥重

要作用。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

也是生态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内容。 “生态政治经济

学将物质与环境作为社会经济生产的整体，倡导绿

色经济价值观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19］。这种可持

续经济价值观要求人类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应考

虑长远发展，同时兼顾中短期发展效益。人与自然

的关系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现代化社会

产生了 “经济人”思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

“唯经济论”或“唯利益论”，这使人类更加漠视自

然环境的保护。生态政治经济学以生态保护为出发

点，寻找新的生产方式，这样的生产方式就是绿色

生产 ( 绿色经济) 。
( 三)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计，创造了人民美

好生活的条件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体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治

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 “新发展理念”，把

“绿色”和创新、协调、开放、共享摆在同等地位，

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我国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给予高度

关注，但配套的经济理论还有待完善，生态政治经

济学通过“专门研究那些影响和制约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社会经济关系”［2］210，进而实现 “美丽中国”
目标，提升人民幸福感，共享生态发展红利。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旧的生产关系制约着人

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生态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

突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桎梏，探寻一条生

态良好、生活富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一方面，生

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深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形成，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物

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有决定性作

用，政府进行适当管控，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与市场经济的兼容，但在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

生态环境建设的矛盾时，即如何协调社会主义制度、
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矛盾，需要生态政

治经济学提供解决良计。显然，生态政治经济学有

助于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在稳定社

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同时，勾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

济的实践图景，既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

也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质量。
另一方面，生态政治经济学能够创造人民美好

生活所需要的条件。一是生态政治经济学帮助制定

科学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正确的决策离不开科学

的理论指导，研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规律有利

于出台科学的经济政策，帮助人们更加高效地保护

环境; 二是生态政治经济学支持生态文化的培育与

宣传，生态文化指人主宰自然的文化转变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文化。生态环境保护需要政策法律的

硬措施，也需要配以柔和的手段，特别是能够用文

化建设的形式反映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生态政治

经济学能够让人们享受到良好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幸

福生活，同时培养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推动绿色

文化良性发展; 三是生态政治经济学发展了 “人与

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

系到社会的健康稳定，当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达到临

界点，自然会以各种各样的生态危机形式反馈给人

类，而人类还无法完全应对大多数的自然灾害，社

会秩序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无论生态政治经济学如

何发展，都要创造出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四、结语

生态政治经济学在形成的过程中汲取了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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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领域的理论精华，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冠以

“生态”一词，突显其理论的独特性与兼容性。生

态政治经济学是协调经济发展、人际关系、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典范，为人类追求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提供科学的指引和系统的方案。同时，理论

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当前，全球面

临严峻的生态危机，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不可能

独善其身，只有大胆地开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

的论域，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赋予政治经济

学更多的生态阐释，才能放眼中国乃至全人类的生

态文明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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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ication of Ecolog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U Yisheng
( School of Marxism，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is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t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belongs to the characteristic domai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research which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movement and development law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nom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ist ideology，ecological political economy integrates the contents of ecology，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and has a distinct socialist“ecological”attribute. Ecological political economy takes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s its basic position，uses Marxist materialist dialectics to construct its theory，and absorbs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a result，
ecological political economy has opened up a new domain for political economy，lighted the path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and created a better life for people.
Key words: ecological political economy;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nom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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