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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介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的生态问题与“生
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解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内容。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绿色运动
”中，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活跃的生长点。
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R．奥尔曼把它列为当今世界十大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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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文婷，女，哲学博士，教授。
1968年3月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市。
1991年毕业于江西大学（现改名为南昌大学），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同年分配至井冈山师范学院工作
。
1999年获得复旦大学硕士学位。
200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近年来在《中州学刊》、《学术论坛》、 《福建论坛》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
先后主持、参与了国家、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共5项。
现为华侨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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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总序导论第一章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论第一节 “生态学马克
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文明与全球性生态危机二、生态运动与绿
色政治三、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第二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
源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二、生态学、系统论及未来学的理论成果三、法兰克福学
派的生态危机理论第三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完善第二章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
危机成因的剖析第一节 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一、科学技术的性质及其社会功能二、科学技术与生态危
机第二节 控制自然的观念与生态危机一、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根源和演变二、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生态
危机的最深层根源第三节 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一、异化消费与生态危机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
危机三、生态殖民主义与生态危机第三章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第一节 社
会主义与生态保护一、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能有效
地保护生态环境第二节 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一、实现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二、非暴力
革命三、生态重建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第三节 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一、生态社会主义的人与自
然的关系二、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三、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四、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文化第四章 “生
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第一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认识一、否定
派的观点二、肯定派的观点第二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内在联系一、人与
自然的关系二、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必然联系三、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第三节 “生态学马
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一、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阐释不同二、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阐释
不同第五章 中国的生态问题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解读第一节 生态理性的缺失和我们面临
的生态问题一、我国面临的主要生态问题二、我国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第二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
国社会发展的绿色目标一、科学发展观：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路标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社会发
展的绿色目标第三节 “红”与“绿”的结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解读一、社会主义是绿色
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启示二、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结语：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及其局限性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的局限性附录一：1990年以来国外有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部分英文论文索引附录二
：1990年以来国内有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论文索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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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
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绿色运动”，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新兴流派之一，也是当代西方马
克思主义的一个活跃的生长点。
其基本出发点是用生态学理论去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企图超越当代资本主义与现存的社会主义模
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
它对社会变革的现实途径和策略以及未来社会主义的模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深刻
的思想。
它在西方理论界被视为一种政治生态学，并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
第一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迅速发展并非偶然
，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1）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造成
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使越来越多的人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满，要求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这
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2）生态运动和绿色政治的兴起增
强了人们的生态意识，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现实条件；（3）传统社
会主义模式日益暴露的弊端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反思，导致了一些人对传统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结合当代生态学的基本原则，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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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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