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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汇集国内外学者论述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重要议题的专题论文集。
全书分为3大部分，共13章，分别在环境政治学视野下探讨了生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绿色左
翼生态社会运动与实践、东亚生态社会理论与实践等生态社会主义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取得的重要
进展及其面临的问题。
编者希望，它不仅有助于促进东西方环境政治学者之间的学术对话，而且能够为处在重要转折阶段的
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与环境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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郇庆治，法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山东大学环境政治研究所所长、博士研究生
导师；2002-2003年美国哈佛一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05-2006年德国洪堡研究基金访问学者。
已出版专著《环境政治国际比较》、《当代欧洲政党政治》、《多重管治视角下的欧洲联盟政治》、
《欧洲绿党研究》、《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和《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等6部，并在
《环境政治学》（英）、《包容性民主国际学报》（英）、《欧洲研究》、《政治学研究》、《现代
国际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1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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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生产的人的条件：再生产、时间与依赖性如上所述，生产的前提之一是马克思所谓的“人的条件”
或人类劳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优点是，它把人与外部自然之间的代谢关系看做是由社会劳动（也即生
产劳动）为中介的。
遗憾的是，正像女性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所指出的，这种社会一环境代谢是建立在一种更深刻的
有机代谢预设基础上的，即难以商品化或超越的人类劳动再生产或人类需求满足。
内在于社会劳动的再生产前提条件之内的矛盾，以及在生产的外部自然条件的“生产”之内的矛盾，
构成了在资本主义和标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语境下如何将经济活动理论化方面的巨大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生产条件所共有的是如下简单事实，即资本主义生产不会也不可能“生产”它
们。
资本主义既寄生于自然界之上，也寄生于与满足人类必要的生物和情感需要相关的再生产劳动之上。
资本主义不生产自然界，而是依赖于自然界，虽然它把自然资本化的企图，可以被看做是“创造自然
”的尝试；资本主义也没有报偿再生产劳动，但却根本依赖于再生产劳动，尽管人类内部的、再生产
的自然的资本化已经开始。
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所突显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对“时间”的漠然态度。
服从于短期收益、快速积累率和交易当中平稳物价等律令的资本主义，以一种“非自然的”时间韵律
而运转，这种时间观与人类繁衍节奏相背离，并且是资本主义与自然相脱节的核心所在。
资本主义的上述需要，要求系统地扭曲社会一环境物质交互作用的代谢特征。
在人类需要意义上的人类本性，具有通常被文化调节的生物学基础。
这意味着，人类要繁衍生息，就需要充足的睡眠、食物、消遣、休息，等等。
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界，其季节变换、栽培种植方式，尤其是太阳辐射有限的日流
量，都是受到时间调节的。
因此，对社会一环境物质变换的新陈代谢理解，要求必须注意到人类自身的新陈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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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建现代文明的根基: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解决目前的生态危机，因为
要实现这一点的话，需要确定资本积累的极限——这对于一个崇奉“要么增长、要么死亡”信条的体
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需要创建一种能够克服资本注定带来上述危机的“社会主义”。
而且，如果说过去的社会主义未能做到这一点，耶么，这正是我们一代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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