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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理论部分资料翔实，论述充分，逻辑性强，论证有力，从而为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持。
在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部分，书中也有一些亮点，比如关于对食品安全、饮
用水安全的论述，关于环境群体性事件与地方政府的责任的论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物质
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关联的论述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对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
的启迪作用。
但是稍有不足的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部分的论述，相对于理论基础部分则显得薄弱。
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关于生态政治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表现形式的探索等等，都未能深入展开。
当然这也有客观方面的因素。
由于我国当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这些都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密切相关。
毫无疑问，这些方面需要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得以解决。
同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课题化研究，也需要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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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出发点。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自然资源及其限制不在“稀缺”的范畴之内，毋宁说，它们是一个彼岸的存在
，这种存在的位置决定了它们被与其自然主义性质一致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精神上认同它，但在现实中
，却由于被无限远化而最终被抛弃。
本顿对马尔萨斯同情的理解也是基于对当代自然资源“稀缺”的理解之上，历史情境的变化使与“稀
缺”能指所对应的所指产生差异，从而在理论立场上产生分歧。
可以说，“稀缺”不仅是一项关键的变量，而且是一个无法逾越的中介，“稀缺”本身的不变，在“
稀缺”内容的不断变更之中被无限迁延，“稀缺”本身被物化成一个空位，它等待着被欲望、想象、
符号等占据和填满。
从此角度来看本顿对马恩批判马尔萨斯的批判，无疑是从一种填充物的角度去评判另一填充物，是以
相对主义VS相对主义。
 第三，本顿对马克思劳动过程概念的分析、批评和重建。
 由于上文提到的“裂缝”的存在，本顿主张要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一些有问题的基本概念进行批判
性的转型，以改变由于这些概念中包含一系列的合并、含糊和空隙，而不能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互动
得以进行的生态条件和界限进行充分的理论化的状况。
 1.马克思关于改造型劳动过程概念对生态约束型劳动过程概念的吸收。
 本顿指出，马克思将劳动过程界定为人类的存在永久加之于自然之上的条件，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过
程由三个要素构成，一是人类活动，即劳动本身，二是劳动材料，三是劳动工具。
本顿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土地、工厂、道路、运河等作为先前劳动的结果，是劳动过程的条件，但
并不直接进入劳动过程。
所以，马克思将这些包括在宽泛意义上的劳动工具中。
本顿认为，对马克思而言，劳动过程的意向性结构就是改变形态的改造活动。
马克思没有充分阐述劳动过程不受操纵的自然条件的意义，而是过度阐释了人类对自然的意向性的改
造作用。
本顿指出马克思甚至比李嘉图更为反对对资本积累而言、在经济上有意义的自然限制的观点。
所以，本顿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以下两方面表现出其理论缺陷，其一，未能阐明各种经济形态对
于自然前提的必要的依赖，其二，未能阐明这种依赖在资本主义积累中所采取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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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讲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方面有三大论题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
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批判、消费社会的反生态性批判以及基于资本主义本性的生态帝国主
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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