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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社会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以来，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潮和运动。
生态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友邻流派，它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但可以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借鉴。
只有参照科学社会主义，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立场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对生态社会
主义进行对比和评价。
这是全书的立足点。
本书简要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新变化及其
动因进行了说明和分析，详细说明和评价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的新观点；论述了生态社
会主义的实践及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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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概述　　第一节　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背景　　二、
国际工人运动的衰落　　　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也有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
二战以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开始进入低潮。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生产力获得了巨大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由
此引起了相应的阶级结构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传统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缩小，而且逐渐“丧失了
阶级意识”；中产阶级的数量日益增长，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成分，尽管他们在丰裕的物质生活中也
对资本主义怀有不满，但是，他们无论是在物质生活方面还是在精神生活方面，都和传统的工人阶级
不同。
与此同时，丰裕的社会财富也使统治阶级获得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可以通过政策调整，来缓和阶级矛
盾，维持社会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工人运动在西方国家普遍走向衰落。
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工党建立的所谓“福利国家”，并没有为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找到一条可
行的道路；西方国家的共产党提出的“欧洲共产主义”，也因各种原因没能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引起了种种负面效果，这对西方
的左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国家的激进分子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
从整体上来看，国际工人运动处于低潮。
　　　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未消除。
随着工人运动的衰落，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在其他方面日益凸显出来，如：战争危机、核危
机、生态危机、女权问题、人的异化，等等。
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危机，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现实，为
了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弊端，西方的广大民众不得不开始寻求新的社会变革道路，这是生态社会主义产
生的另一个政治背景。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生态社会主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