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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与重建：论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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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330013）
摘要：克沃尔从资本主义制度上找到了生态危机发生的根源�指出交换价值至上与资本的逻辑使资本主义对生态系统的破
坏扩张到全球。各种生态主义思潮通过“体制内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的技术修补不但没有抓住生态危机的根源�而且无法
找到根治生态危机的良方。在此基础上�克沃尔构建了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倡导用生态社会主义来消解当前日益严
重的生态危机。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对增强社会主义的信念、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然而�其理论又因
存在太多的空想成分而沦为乌托邦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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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沃尔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2000年美国绿党的前总统候选人�也是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倡
导者之一�其代表作《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被认为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最
新阐释。近年来�克沃尔积极参与生态运动�二度起草了《生态社会主义宣言》�筹建了生态社会主义网站
（EIN）。克沃尔从资本主义交换价值至上主义和资本无限扩张的逻辑中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
性�因此他断然指出任何不涉及资本主义制度更替的生态主义思潮都无法根本解决生态问题。克沃尔的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对各种生态主义思潮的批判基础上�针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和传统社会主义
的生态缺陷而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的一整套替代方案。这套关于未来社会的替代方案包括政治、经济、社
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它对于人们理解并应对当代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并有助于人们理解社会主
义的真正内涵。然而�由于它存在较大的理论缺陷�它所构建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绝非药到病除的
灵丹妙药。
1　批判与超越：克沃尔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

克沃尔认为生态危机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人类历史到了最紧要的关头�如果不创建人与自然的
和谐关系以拯救生态危机�文明和历史进程将终结�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 ［1］22克沃尔把生态危机与资本
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指认资本主义是引发这场危机的根源和幕后推动力�资本主义天然的反生态性侵犯、
扰乱了文明的自然基础�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首先�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克沃尔借鉴了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相
互矛盾的经典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具体劳动从属于抽象劳动�商品生产
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为了交换金钱和其他的商品。人们为了不断地买进其他商品�就必需不断
地卖出更多的商品。这样�商品生产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销售以维持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商品只保留
了交换价值却淹没并丧失了使用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的增长不是物质生产要素或产品的增长�甚至也
不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是交换价值的增长。” ［2］123在克沃尔看来�资本主义是千年来一种发展方式的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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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它的特点就是把经济高高置于一切之上�把人类的一切存在都转换成金钱关系�以至于“资本变成了一
种存在方式�要克服资本�就必需探究和克服发展本身。” ［1］22

其次�克沃尔从资本的扩张本性中分析了生态系统破坏的根源。他认为�“扩张或死亡”�是资本的逻
辑和内在规定性�资本主义必须以经济的不断增长方式来制造利润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国家或市场的
自我调节功能无法解决危机�因为要解决危机�必须对积累进行限制�这是增长型的体制所不可接受的。
“资本主义无法限制增长�就像人无法停止呼吸一样。任何关于资本主义是可以任意管理和转变的经济排
列的幻想都是大错特错的。” ［1］22交换价值至上主义的逻辑致使自然中的一切变成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且被私有占有的商品�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无限扩张成了整个社会的内在逻辑。事实上�‘万能的’资本驱使
国家、军队、市民社会、学校、媒体、文化产业－－－马克思所谓的我们社会的‘摩西和先知者’－－－来完成资
本积累。”“控制自然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无处不在的资本主义。” ［3］120因此�资本的无限扩张和增长对生
态系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资本不但无休止地创造财富�也制造贫困、不安全和浪费�分裂生态系统。

再次�克沃尔断然否定了靠技术革新来挽救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可能性。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技术是增长的必要条件�即使在能源免费的世界�汽车生产成本的降低也会造成大量汽车的生产过剩�引
发基础设施的崩溃�资源的逐渐耗竭。为了加以说明�克沃尔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新技术的使用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例如�氢燃料电池是最新的无污染的科技成果�但是为了进行分子分裂－－－从甲烷或
水分子中分离出氢�须要耗费大量的能源。因此�他警告“环境自由主义者”不要过分贩卖他们所谓的可再
生能源�因为这始终无法满足大众的能源消费需求。他认为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比
技术形式更加重要�在仅仅依靠再生能源技术之前�更重要的依然是重建社会以减少对能源的使用。

最后�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还表现在其生态帝国主义行径上。克沃尔和洛韦在《生态社会主义宣
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在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全球化的扩张中产生了生态帝国主义行径�引起了全球范围内
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失范。［4］1-6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污染了生态系统�破坏了动植物的栖息地�耗
尽了自然资源。在南半球�越来越多的森林被砍伐殆尽�土地被圈起以种植经济作物�人们被迫背井离乡�
贫困现象更加恶化。克沃尔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为资本扩张扫除了各种障碍�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回
归到纯资本的运行方式�便利了资本对人类和自然进行赤裸裸地剥削。西方强国和美国霸权领导下的国
际组织打压不同意见者�在经济和军事上压制边缘国家。资本主义国家须要掌控住能源资源�特别是石油
资源�因为这是确保工业持续增长所不可或缺的。
2　克沃尔对各种生态主义思潮的批判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乃至全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各种生态主义思潮试图开出诊治的药方。克沃
尔认为这些思潮的兴起的确可以唤醒生态意识�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绿色运动的主流极易被强力的社会政
治力量拉拢和利用�使之从市民运动转变成沉闷的、谋求席位的官僚混战。他批评生态主义没有积极地反
资本主义�而是维护现存资本主义�寻求技术的完善和修补�是一种“体制内的方法”�解决的只是表面的外
在症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因此�生态主义思潮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第一�对绿色经济学的批判。克沃尔指出绿色经济学的逻辑前提是资本主义具有吸收生态危机的能
力和自我恢复的功能�因而他们对社会变革不感兴趣�应对生态问题的主要措施是建立以奖励为基础的规
章制度、生态关税、自然资源损耗税以及对制造污染者的强制性惩罚等。如以大卫·科登为代表的新亚当·
斯密学派崇尚“资本主义小型生产”�认为自由交换具有自我约束的功能且更具竞争力�他们主张应该由政
府和市民社会共同阻止资本企业的扩张和集中以建设生态社会。克沃尔批驳他们没有指出资本扩张本性
的缺陷�忽视阶级、性别和其他控制等问题。总体而言�克沃尔一方面赞赏绿色经济的小规模改造�认为小
规模的生产单位是通向生态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认为它们并不是目的和终点。在他看来�小
企业在其配置上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要真正解决生态问题�必须始终如一地通过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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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劳动、辩证地看待一切事务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第二�对深生态学的批判。虽然深生态学也认同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但是克沃

尔认为深生态学像其他绿色政治或绿色经济学一样“徒具道德的灵魂�却不批判资本主义�不主张解放劳
动”�远离现实社会的斗争�他们主张“非左非右�向前走”。［5］171克沃尔指出深生态学家反对人类中心主义�
为了努力保持自然的原始状态�他们“走得太远了”�他们竟然赞成“把（哪怕是从有史以来就居住在那里
的）闲杂人员清理出去”。克沃尔认为�事实上深生态学已经演变成为资本主义精英们霸占自然资源的战
略哲学�为精英主义哲学增加了合法性。

第三�对生物区域主义的批判。生物区域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柯克帕特里克·塞尔（Kirkpatrick
Sale）。该理论主张“适当的生态区域保护主义”下的自给自足�其本质就是强调生态系统在地域上的统一
性。生物区域主义以可持续原则、生态技术和生态经济为其特征。克沃尔担心区域的边界不清会导致社
区之间的冲突和互相限制�因此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建立所谓的生物区域。“资本主义要求土地私有化�而
印第安人却顽强地拒绝私有化。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私有的本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土地被看成商品�
被少数外来者集中占有、出租和剥夺。因此�生物区域主义不可能在这里得到贯彻实施。” ［5］174生物区域主
义没有解释如何进行社会转型�也没有解释建设生物区域时人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将会有哪些不可避免的
反应。此外�克沃尔也批评了自给自足的问题。柯克帕特里克坚信自给自足的区域能够使每个地区按照
自身特殊的生态开发能源�像美国西北部开发木材一样。克沃尔认为这远远无法满足本地区的需求�指出
西雅图的环境破坏使之成了一个森林破坏严重、木材燃烧、烟熏弥漫的城市。

第四�对社会生态学的批判。社会生态学是绿色生态主义中的激进派�其创始人是美国著名的生态学
家默瑞·布克钦（Murray Bookchin）。该学派把生态问题视为社会问题�提出社会生态学要对现实社会进行
批判和改造�把社会政治改革方案和无政府主义联系起来�反对国家政权�维护地方社区。他们把特权阶
级本身看成是生态破坏的根源�克沃尔则强调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性别和阶级统治�认为社会生态学继承了
无政府主义的非暴力行动传统�并认为该传统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因为它没有论及建设超越资本主
义的生态社会。此外�社会生态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习惯于强调国家本身�忽视国家统治背后的阶级关
系。克沃尔指出�这种来源于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政治倾向是默瑞·布克钦顽固
的错误�最终将陷入空洞化而丧失具体性。
3　社会重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蓝图

尽管社会主义在20世纪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克沃尔仍然使用社会主义一词�因为“社会主义代表
对资本的废弃”。和传统社会主义截然不同的是�他力图建立的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生态社会主义”一
词的前缀“eco－”昭示着需要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范式�体现“生态中心主义”的一系列价值；词干“so-
cialism”指取代资本主义的悠久传统。［1］23生态社会主义为何要有所不同呢？加上“eco”前缀的社会主义又
是如何改变传统社会主义、增加成功的机会呢？克沃尔在评价生态社会主义和绿色政治的区别时指出�二
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绿色政治不诉求劳动的解放�不诉求终结生产者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分离�“生态社会
主义”是一个能充分达到这一标准的社会形态。

首先�向生态社会主义的转变意味着从一般的商品生产向生态系统生产的转变。农场、社区信用社、
车间、反对世界银行的各种团体等可以视为人类的生态系统［5］225。人们在那里只要沿着生态完整性的路
径就会挖掘出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潜力�使该系统更加繁荣�相反只要沿着资本积累的路径就会使之更加
恶化。在商品生产模式中�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生产的不断扩张使资本成了破坏地球的癌
症�这是资本再生产的唯一路径。在向生态系统生产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具有生态社会主义潜力的生态系
统会被点点滴滴地挖掘出来�然后以点带面�最终全面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系统的生产在理论上将使
生产远离商品�创建繁盛完整的生态系统；在实践中将恢复生产的使用价值�贬低交换价值�并实现使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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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之外的内在价值。完整的生态系统和道德经济分不开�人应该是积极参与自然的改造者�而不是笼罩在
沉默的自然之上的造物主。在生态系统的生产中�生产过程将优越于产品�各主体之间的联系将会加强�
将会更加重视审美诉求�也将更加强调共同义务、团结和团队精神�尊重自然的极限。这些能够克服资本
主义经济中贪婪的占有欲和支配欲。

其次�重新定义财富。克沃尔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尽力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通过使用价值
的实现�实现其内在价值。重新摆正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位置�意味着要克服资本积累的逻辑。克服积
累不是导致人类的普遍贫穷�而是须要重新定义财富。这包括多个相互关联的转变：［1］25（1） 生产目的从
交换价值到使用价值的转变�社会关系从量化规范到以质为取向�即生产的目的是其使用价值�而不是扩
大交换价值、金钱和资本。（2） 社会从普遍疏远和拜物教的支配到人们之间的相互重视�也即从利己主义
到团结的转变。（3） 从世界是由许多各不相干、彼此孤立的事件组成转变为世界是一个有差别的有机整
体的概念转换。自然不再被认为是和人相分离的�而被视为人类身体的扩展。这又须要更新使用价值的
概念（包括交换价值）：让质量、真实需求、美学和真实生活进入生产过程�杜绝交换价值和抽象劳动至上主
义。［6］1（4） 从疯狂追求商品消费的社会到自觉生产的转变。消费至上主义反映了无力的、孤立的精神绝
望�它既是资本主义异化的结果�又是产生生态破坏的条件�表现为废物的不断增多、生命的不断浪费。由
于异化和生产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相关�生态社会主义就和社会主义一样将通过实现财产的公共使用权
和公共所有权来加以避免。这是“生态”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节点。

再次�解放劳动力�实现劳动者的自由联合�最终恢复自然的完整性。生态社会主义是从以劳动力的
解放扩张到恢复自然的完整性的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就是通过解放劳动以克服生态危
机�重新发掘自然的内在价值�解放人类的创造能力以解放人类本身。［3］120尽管生态社会主义坚决支持合
适的技术并对生态恶化进行直接干预�其首要关注的还是如何使人在自然中生存以及劳动如何改变自然。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劳动的异化导致自然的异化�自然恶化最终导致生态危机�它将断裂人类历史。因此�
生态理性的社会需要自由�自由不是定义为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特许�而是包括自身在内的永续发展。
生态社会主义必须保持并扩张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必须让人类在其社会劳动中实现自觉自由。这就意
味着必须克服生产方式和劳动者的分离�“我们需要和平和正义�和平意味着生态健全�正义意味着消灭靠
剥削他人积累财富的制度�真正公正的社会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7］2克沃尔援引《共产党宣言》中的话语
－－－《共产党宣言》至今仍是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检验标准�“每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
条件。” ［8］294总之�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自由的联合劳动选择生态中心价值来愈合地球并使之重新繁荣的
生产模式。

最后�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与奥康纳的改良型生态社会主义不同�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属于革命
的生态社会主义。［9］84克沃尔在《自然的敌人》中阐述了进行生态社会主义革命的三阶段：革命前期的准备
阶段、冲突与实现革命对象的制度并存阶段、改变旧社会秩序并进行新社会建设的革命转型阶段。［5］200-206

其中�克沃尔特别强调第一阶段的酝酿和先决条件的重要性�认为革命的先决条件成熟与否是革命的首要
问题。生态社会主义是一条可预见的道路�它是面对全球各个角落的生态危机的挑战而采取的“逐步的”
斗争。生态社会主义就像生命一样�不是立刻就能形成的。它是一种预示�现存的社会系统总是蕴含着潜
在的生态社会主义的胚胎。从预示中看到了未来的雏形�越往前发展�就和其他生态社会主义因素一起越
趋向于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的轮廓。换句话说�生态完整的世界不是通过某一蓝图或特定道路来实现的�而
是在一系列实践中产生。
4　对克沃尔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评析

总而观之�克沃尔在构建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时不是设法还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态向度�而
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分析当代的社会问题�因而其理论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践性。他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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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破坏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从交换价值与资本的视角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这对于我们认识
生态危机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克沃尔在“生态学”与“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完
成了对社会主义的生态学重建�向世人展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美好蓝图�这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
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其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

首先�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明确了生态社会重建的社会主义向度�主张绿色社会应该是而且必
然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克沃尔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生态现代化�在理论上
展示了社会主义与生态问题上的内在联系�把生态危机的彻底解决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思考。
这能帮助人们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与完善。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系统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蓝图�为世界各国改善环境的努力和环
保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在生态危机面前�生态运动风起云涌�各种思潮和理论献计献策�为消解生态危
机的困境提出了版本各异的方案�其中�生态中心主义就精心构建了没有生态危机的世外桃源。众说纷纭
的生态理论极易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使人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
论就曾深受生态中心主义的影响�主张经济的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否定现代化。但是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
义理论从绿色政治中分化出来�对各种生态主义思潮进行了系统批判。此后�他的生态社会主义逐渐从理
论走向实践�对环保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克沃尔生态社会主义倡导了生态化生产的理念与对劳动者的关照思想�不但能帮助我们进一步
澄清社会主义理念�从苏联模式中吸取教训�也能帮助我们吸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生态社会
主义和当前我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内在的
一致性�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有许多契合之处。这对于树立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对中
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

然而�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虽然生动展示了消解生态危机的美好图景�但是由于其理论设计上在马
克思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现代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左右徘徊�因而依然存在许多理论缺陷和
不足。事实上�克沃尔本人也把生态社会主义当成一种积极的理想追求�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被视为通往
理想通途中渐进实现的过程。生态社会主义从生态学出发建构其理论�企图抛弃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规
律而转向价值伦理的批判。这种既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又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精神的生态社会主义是
不可能获得成功的。这也再一次证明生态社会主义是从生态原则基础延展出来的理论构想�而不是人类
历史发展规律。这样�他的理论从思潮的起源到最终实现都注定了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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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Study on Warning for Violating Regulation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y Listed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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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 of Basic Sciences�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330013�China；2．School of Accountancy�Dongbei University of Fi-
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116025�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utilizes th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to establish model of warning for violating regula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with99listed company samples reported from2004to2007．This method can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such as the small sample size�high dimension and local optimum to improve accuracy
of warning fo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Key words：violating regulation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support vector machine；listed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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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ism and Reconstruction：Joel Kovel’s Eco-socialism Theory
Yu Weiha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330013�China）

Abstract：Joel Kovel found out the origin of ecological crisis from capitalism system and pointed out that supreme of ex-
change value and the logic of capital expanded the destruction of ecological system to all over the world．Through
“method within the system”�various ecological thoughts failed to grasp the root of ecological crisis as well as the effec-
tive methods．Then�Kovel develops his ecological socialism theory to solve the currently growing ecological crisis．Kov-
el’s ecological socialism is significant in enhancing the belief in social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civilization．
However�it is reduced to utopian vision due to too much illusion in the theory．
Key words：Kovel；ecologism；eco-socialism theory；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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