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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密不可分，是自然界的一份子。人

类的社会化过程、社会的资本化进程是人与自然

矛盾加剧的主要推手。对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

要以唯物史观的视角，用辩证思维审思人与自然

矛盾的起点、交点与终点，厘清人与自然矛盾发

生衍化与终结的条件，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解，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创造条件。同时“必须牢固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 为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造精神空间与物质支撑。

一、逻辑起点：人与自然矛盾的缘起

人类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永远摆脱不了

作为自然界一份子的事实。自然性是人的原始属

性，这一事实表明，人类永远不能脱离自然界而

独立存在和生存。参与社会实践后，社会发展图

景却折射出人类为满足一己私欲，对自然界进行

掠夺和榨取，造成自然资源快速减少，资源再生

能力被破坏，恢复周期陡然延长。社会文明进步

并不能揭示人类素养和文明化程度会同步提高。

用发展的眼光审思，人类企图通过社会化来掩盖

自身具有自然性这一客观事实，借社会化成果逐

渐洗涤自身的自然属性。    

人的社会性逐渐掩盖了自然性，人类试图摒

弃自身的自然性，摆脱身上的自然烙印，使得为

对自然的索取、破坏、攫取变得名正言顺，为破

坏自然做合法辩护。人类千方百计地消解自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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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社会性，这是由人类实践活动扩大所印证和

决定的。恩格斯指出：“人类源于野兽决定了人

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只不过摆脱得多些或少

些。”[2] 这并不是对人类破坏自然进行的辩解，恰

恰证明人类是自然界的一份子。诚然，人类进入现

代社会后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发生变化，但出自动

物本能驱使，人类会展现出自然性。生产性劳动预

示着人类进化速度加快，不能从根本上说明人类脱

离自然的速度加快，反而对自然愈加依赖。社会化

过程看似是人类脱离自然界，实则是人类更加依附

自然的开始。工业革命后，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度已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离开自然独立存在，生存

危机会提前到来。因此，不是现代化占有了自然界，

而是社会化催生了工业化，资本化颠覆了自然界。

人与自然的关系历经漫长的演化过程，使人

类在无形中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自然的承受度与

人类开采度随时间变化单向度异化。到后工业化时

代，对自然的利用和索取已经达到顶点，资本无序

增殖、扩张，人类已经逐渐控制不了资本的增长，

“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

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

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

了”。[3] 人与自然的矛盾，是资本增殖带来的必然

结果，也将随资本主义灭亡而缓和和解。自然环境

逐年恶化，自然被破坏的速度，已经等不到资本自

然灭亡。资本无限扩张，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愈加

激烈，背后是人与资本、商品与资本、自然与资本

之间的较量与针锋。总之，对人与自然矛盾的缘起，

出现新的印证方式，资本固然无限增殖，促使人与

自然关系紧张，但其内在驱动力，造成其“加速度”

演化的却是人类社会性的无限扩大与延伸。

人类活动范围扩大与延伸，是造成人与自然矛

盾加剧的主要诱因。为获得新的生产生活场所，为

获取更多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人类活动范围每扩

大一次，对自然的破坏和占有就更深一次。自然资

源是天然存在物，人类活动范围扩大之后沦落为社

会存在物，开始打上人类活动的印记，并随着时代

变迁逐渐被强化、异化。人类在资本和欲望的勾连

下，逐渐迷失在自己所创造的一切繁华和霓虹中。

人类取得了对自然界开采和利用的阶段性胜利，但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 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

复”。[4] 违背自然规律，改变自然发展的基本路径，

单向追逐对自然的无限占有和破坏，人类在自己创

造的辉煌中迷失了自己。自然性被快速改造成社会

性，资本作为催化剂，人类实现了社会变革的华丽

转身，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也会带来后遗症。

二、逻辑交点：资本逻辑的无序扩张

人与自然矛盾的产生是各历史时期多种问题

累计叠加的结果。促使其走上快速演变异化道路

的是资本快速繁衍与增殖，是各种社会矛盾产生

激化的根源。在资本产生之初，人类对这一问题

的认知与看法并不成熟，人类要快速摆脱烙在身

上的自然属性，需要另一种方式来掩盖自身属性。

人类的原初目的是为了通过劳动和语言与低等动

植物进行分离，以使人类的行为具有正义性与合

法性。人类产生于自然界，是否合法的问题，从

人类创造如此巨大的财富和成就就可以得到验证，

这是人类从自然走向社会的进化过程，也是社会

化的进程，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人类逐渐社会化之后，被产生于自然与欲望

的结合体资本所左右。资本产生于人类对生产生

活追求的深层欲望，外显于对自然与世界的改造，

是逐渐进化的过程。这种进化实质上是逐渐适应

自然与社会的过程。当人类逐步适应这种身份之

后，便有意识地将自身与自然进行分离，以使自

己区别于其他物种，显示其独立性和主宰作用。

那人类该如何展现出自身与动物的不同呢？最好

的方式就是创造一种既可以发展自身，又能对自

然产生压制的存在物。这种存在于人类社会，又

游离于自然界之外的特殊存在是资本。由此，资

本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人类社会中。人类最初的想

法比较单一，只为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使自身

有别于自然界，求得生存于社会中的合法身份，

显示其存在的独特价值，通过认识促进人类参与

各种社会实践，为获取生存实践，对自然进行索取，

这种索取不需要任何成本及道义上的责任。既能

促进人类社会快速发展，又能对自然产生巨大催

化与剥夺能力的资本随人类社会发展被推到台前，

扮演着人类对自然掠夺的手段与方式。

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人类对自然的占有、掠

夺与主宰更具适应性与合法性，再无道义上的掣

起点·交点·终点：人与自然关系演进的逻辑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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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一切变得理所应当，甚至是顺应时代。资本

扩张所带来的一切，是人类短期的无理性的狂欢，

在资本运行日渐平稳后，遗留的是千疮百孔的自

然界。有学者指出，“全球化资本主义建立的速度，

比起适当生物资源的自然再生产的速度要快”。[5]

资本的增长速度，如人类刚脱离自然界进入人类

社会一般，有“加速度”生产方式存在。增加演

化速度，压榨生产与消费增长潜力来获取增殖额

度，已经脱离最初的发展目的，最终归宿只能是

逐渐消亡。生态问题伴随资本主义产生而出现，

资本生产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与矛盾，是生态问

题暴露与异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历经漫长的资本

原始积累，资本积累的最终结果，使社会与人产

生分化，社会与自然产生异化。随着技术革命到

来，资本开始野蛮生长，逐渐膨胀资本家的野心，

迷失掉人类对自然的理智，工具理性占据了人类

理性，资本逻辑窒息了自然规律。

工业化时期，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联系更加

紧密，这种联系的交点是通过资本催化、衍生和

发展。资本造成人类加速脱离自然界，但使人类

无法彻底摆脱自然界的同样是资本。人类产生于

自然，植根于自然，无法摆脱自然而独立生存。资

本产生后，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程度，同样紧密的联系使人类再也无法脱离自然，

资本的吸附能力极大地表现出来，资本迫使人类向

自然界吸取养分，以达到壮大自身的目的，人类变

为自然与资本之间能动的桥梁，资本壮大吸引着人

类，人类的自然性和自由性被成为资本无序扩张的

工具。因此，资本壮大后，不是人类控制资本，而

是资本控制人类，进而控制自然、宰制自然。

资本的控制区域随着人类欲望和活动范围的

扩大而扩张。只要商品活动存在，只要有扩大再

生产，只要有私欲，就有资本扩张，就有资本增殖，

其变化已不随人类主观意志为转移。以前看来是

主观意志的产物，如今却是主观产生的客观结果，

已经脱离掌控的资本试图裹挟人类掌控自然，宰

制自然。结果是人类在脱离自然的道路上一去不

复返，开始榨取自然成果，满足资本增殖欲望，

从自然中无限索取，填满资本的沟壑。从人、自

然与资本三者的转变来看，产生于自然，孕育于

自然的人类，自然属性被社会属性挤压，人类身

上的自然烙印被稀释，社会性在资本的映衬下被

无限放大。人类仅有的生存理性被资本逻辑消解。

后工业化时代，人类发展与资本逻辑紧密相连，

再想摆脱资本控制已经是难上加难。

三、逻辑终点：人与自然的和解方法

目前，全球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各种

极端天气、洪涝灾害、地壳变动、火山喷发、冰川

融化、生物灭绝等都对人类生产生活空间造成严重

的下行挤压态势。再不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修复，后

果将是人类无法预料到的灾难。对生态治理、环境

保护已到了不容忽视和不可忽视的地步。自然修复

速度较为缓慢，人类的破坏速度远远超过自然的再

生速度，所以需要人为的辅助手段对其进行干预和

修复。尤其是需要各国携手合作，生态环境恶化的

范围并不是以疆域或国界范围为标准的，是全人类

共同面临的问题，没有哪个国家和组织可以置身事

外。因此，加强全球性的生态战略合作显得尤为重

要。进行生态治理时，各国应该携手合作，加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的矛盾，需要构建一种新型生态关

系进行缓和，即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但如何对生态文明进行四梁八柱的

构建，成为当下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人与自

然矛盾变得难以调和，生态危机正在逼近，人类

未来发展的美好图景正在被生态荒漠所吞噬，赖

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正在被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所

窒息，得以延续千万年的梦想正在被人类一手创

造的辉煌所泯灭。因此，人类发展繁衍的文明场所，

需要再次升级优化，以应对日趋恶劣的生产生活

环境和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由来已久，在各种文

明时期堆积叠加，尤其是工业文明产生的负面效

应，通过生态危机表现出来，造成环境恶化外显，

是文明负面效应累积产生的后果，需要更加先进

优越的文明形态来替换。生态文明是处理人与自

然矛盾的优良方式，是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桥梁。

当下，日渐恶化的生态环境，需要进行集中治理

与修复，需要提高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

现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过渡到生态

文明社会的重要方式。实现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

是对各个主权国家和组织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

一次考验。如何有效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

起点·交点·终点：人与自然关系演进的逻辑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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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解，是检验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试

金石。治理生态问题，切忌急功近利，实现生态

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是

缓解人与自然矛盾的有效方式。

实现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走向

人与自然矛盾和解的重要一步，也是关键一环，这

是彻底解决生态问题的前提和目标要求，也是中国

在应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为世界开出的良方。但

要从真正意义上化解和解决生态问题，实现生态治

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实施比较困难。对

拥有先进技术的发达国家而言，实现生态治理体系

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依托先进技术快速实现，不

存在过高技术壁垒。但从目前全球生态治理成果来

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承诺的节能减排

工作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由此观之，技术壁垒不

是制约生态治理成果的主要因素，资本限制是根本

原因。要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碳排量达标，不是哪

一个国家、组织的工作，需要全球联合通力合作。

尤其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应对全球生

态恶化，就需要在技术和制度层面升华和深化。

社会形态变革和转化是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

实现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人与自

然和解的重要一步，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是当下解决

生态问题的关键内容。生态问题是几代文明成果进

化后遗留的问题，以目前的社会形态与制度去处理

和解决生态问题能力不够、准备不足，只能缓解生

态恶化蔓延。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需要遵循人

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入到更高一级的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态下，最主

要的方式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治理体系

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

状态，这是目前社会形态所能够解决生态问题的最

优解。利用资本解决生态问题，只会向着相反的结

果发展，会造成生态环境的再次破坏，这不是人类

希望看到的结果。因此，要缓和人与自然的关系，

构建人与自然互为一体的理念，构建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生命共同体理念，从而实现生态问题有效缓

和。尤其要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这是消解人依附资本的有效方式。

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新形态，包括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新形态，实现人与自然和解是升华新

形态的有力杠杆。一种文明进入更加合理内化的

进程，也是文明升华的进程，这一发展更加趋于

适应时代发展，符合人类历史社会发展规律，更

加映衬自然进化发展规律，是进入更高一级文明

的先兆。要想彻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需要在

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引下，创建新型社会形态，即

共产主义社会。资本裹挟着人类，工业化极其发

达的国家，已经摆脱不了无处不在的资本，人类

的不自由程度在工业化、资本化发达的国家表现

得尤为突出。资本控制人类，进而宰制自然。只

有变革社会形态，只有进入更高一级的社会，才

能使人类摆脱这种不自由的状态，才能使人类脱

离这种依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这种共产

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等于人道主义，

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等于自然主义，它是

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6]

依马克思所言，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

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和解，才能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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