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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总体上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逻辑前提、哲学方法论基础及其核心观点进行了分析，
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历史演进逻辑
，并界定了其定义域。第二部分阐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得以成立的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是生态
的还是反生态、政治生态学的方法论何以可能，这既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也是其理
论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部分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基础——社会与自然的辩证法进
行阐述，展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的理解从人本主义转向自然唯物主义——生态学的哲学基础上
来的历史发展过程。第四部分剖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生
态危机和生态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另外，在本书的最后还探讨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对社
会主义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

全书采取了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把逻辑分析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统一起来，除了对第
一代代表人物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和第二代代表人物安德烈·高兹、大卫·佩珀的思想进行介绍
和评价之外，主要对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第三代代表人物如詹姆斯·奥康纳、约翰·福斯特、泰德·
本顿、保尔·伯格特、汉斯·芒格斯·恩泽斯贝格尔等人的理论观点进行了引介和评价，是对生态学
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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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国内现在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书还是有一些，但是一般都是在宏观上做一些理论探
索和介绍，不知道这本书如何，我没有读过。请读过的朋友说说感受。
2、只是一般性的介绍　没有创新
3、这个领域比较新的啊，看看也可
4、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本好书。我买！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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