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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没有能力逆转环境危机在各种国际环境会议相继召开几十年后，尽管环保人士取得了一些地方性胜利

并进行了一些较大范围的抗议活动，但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仍在继续。土地、大气和海洋的污染越来越严重，

森林在减少，珊瑚礁在死亡，气候变化在加速。 

控制着绝大部分世界生产的资本家们，难道他们就不关心人类甚至他们自身的生存？难道他们看不出环境破坏

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抑或是他们对阻止环境破坏无能为力？本文认为，由于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他们

没有能力逆转这一进程。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日益加深的贫困。自1998年以来石油价格上涨了数倍，仅此一项就大大

加剧了贫困和对环境的破坏。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因为贫穷买不起石油和天然气，要取暖烧饭，他们除了砍树已经

别无选择。而砍伐树木不仅破坏生物圈，同时也浪费时间，损害人类的健康。 

当那些控制着石油和银行业的华尔街大家族们受到“钱太多”的困扰的时候，昂贵的石油却冲击着绝大多数企

业和政府。受到日益攀升的油价和债务的挤压，企业不可避免地要更多地采用快捷办法：直接向环境倾倒废物，使

未经测试的化学品、种子和药物进入环境。 

事到如今，各国政府仍在减少他们对企业本已不足的环境监管，或把这一职能私有化，并削减基础设施投资，减少

教育和研究经费。专家们都在谈论着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崩溃”。在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公共基础设施包括

废物处理设施越来越糟。甚至在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这种功能性的缺陷也在加重。卡特里娜飓风就为我们揭开了

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的面纱。 

日益深化的贫困也促使战争频繁发生，而大大小小的战争又造成环境破坏。仅去年一年，世界上大约发生了40

起严重的武装冲突或战争，造成的环境破坏无法估量。 

根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90年代中期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在1973—1995年间，143

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收入每年下降约一个百分点。这样的研究结果，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严厉谴责，以致

连研究者本人麦迪森对此都遮遮掩掩。 

许多指标都显示，全球贫困在加剧。印度经济据称正在迅速发展，而它的农业生产者自杀的人数却创下新高。去

年，斯里兰卡的GDP增长了7 5%，而工资却下降了10个百分点。 

资本主义不会停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还有其他重要原因。要解决环境问题，应对人类未来数十年将要面临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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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我们需要前所未有的长期规划设计以及有效地组织和实施。而这样的规划要想产生预期效果，强有力的控制和

来自下层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可是资本主义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制度。同时，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也会打乱一系列

计划的实施，使必要的科学研究和公共工程项目等的建设无法进行。 

污染无国界。尽管资本主义坚持资本在国际范围自由流动，但为了分裂和统治广大群众，它注定要保持国界的

存在。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后，全球国界线数量猛增。而国界是进行有效的国际规划、实施环境修复行动的主要障

碍。 

债务是资本主义丧失环境治理能力的另一个原因。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大的份额被用于支付债务利息，

而不能用于满足人的需要，包括环保需求。利息是最富有那部分人的主要收入保障。2006年，仅美国联邦政府和地

方政府支付的利息总额就高达3880亿美元，这笔钱足以解决全世界的营养不良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资本主义

制度下，过去的包袱窒息了今天的发展。 

此外，如果往环保上投资不能盈利，资本主义就不会投资。而许多必不可少的环境工程将是无利可图的。由于

美国有全世界85%以上的储蓄做后盾，一些环境工程即使在美国可能盈利，在那些贫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绝对不可能

赢利。 

私人保险业是金融资本的另一职能部门，这类保险本是用来应对不可避免的差错和失败的，可它根本就不会为许多

必不可少的环境工程保险。而土地私有制和土地投机更是环境健康的大敌。 

所以说，只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才能拯救环境。我们愿意与那些可能不同意这篇全面谴责资本主义的文章的人一

道，共同致力于必不可少的环境保护工作，共同收获成功的喜悦。如果碰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就让我们共同努力用

更先进的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吧！ 

地球最后的希望 

尽管有各种抗议活动，取得了一些地方性的胜利，并且签署了若干像《京都议定书》那样的环境条约，资本主

义还是遏制不了对环境的破坏。上一篇文章分析了原因：强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势力使资本主义没有能力这样

做，正如这些势力使资本主义不能彻底解决全球的饥饿问题一样。 

在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里，日益严重的贫困，不能在必要的规模上进行规划和组织，以及拒绝为不盈利的环境

补救项目提供资金和保险，都是资本主义无法拯救环境的部分原因。 

如果资本主义解决不了环境问题，那谁能解决呢？我们寄希望于全世界的工人及其组织。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向我们

多少展示了工人阶级掌权后改善环境的可能性。不过，出于自身重大利益的考虑，资本主义总是否认和嘲笑社会主

义解决环境问题的成就，以削弱工人们的自信心。 

过去苏联还有今日的中国和古巴都采取了一些措施，表明它们有能力科学地全面地解决环境问题。例如，古巴

的一体化生态农业，前苏联的城市规划和公共交通系统，中国的植树造林工程和生态住宅区建设。 

我们没有必要夸大这些成就，也没有必要否认它们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恰恰相反，我们要汲取这三个国家的经

验教训。 

社会主义革命后面临许多艰巨的任务——包括保护环境、消灭贫困、消除性别歧视与民族压迫，以及在世界资

本主义的包围中保卫社会主义。这些任务的解决相互之间有矛盾。工人阶级接管政权后，要学会管理并有效地协调

完成这些任务。 

苏联的衰微和它导致的倒退，不仅使国家解体了，而且使共产党、工会、青年团以及那些致力于平等、和平和

环境保护的组织统统都瓦解了，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一些重要的教训。 

这些组织要想有战斗力并发展壮大，需要相对独立于政府，并且，相互之间应保持独立。同时，还必须创建一些机

制定期协调它们各自的工作重点。在巩固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下，经过反复的讨论和斗争，这些组织之间是可以

协调起来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规划和实施要想卓有成效，必须有相应的利益和来自下层的控制。资本主义本性抵制来

自下层的控制。社会主义革命后，下层的控制有了实现的可能。不过，它不会自动实现，特别是面对贫困、不平等

和资本主义持续的威胁，要实现这种控制并使之持久并不容易。而另一条道路——重新回到资本主义，更加不可

行。苏联解体后产生的人与环境的灾难证明了这一点。 

在一国范围内改善环境有其明显的局限性。污染无国界。以往，全球性污染危及了贝加尔湖的生态，今天正威

胁着中国引人注目的植树造林工程的成果。在生态方面，如同政治经济方面一样，各种力量、均势以及解决方案都

是全球性的。 

工人阶级能够面对真相，而资本家阶级不能，他们必须把他们的财富的真实来源隐藏起来。他们的理论体系对



整体性科学充满敌意。资本主义支持学科片面的发展，在实验室层面上，学科之间相互割裂是合理的，但在作为一

个整体的科学层面上，就是荒谬的。资本主义把科学看作是商业机遇，看作是实行控制和发动战争的手段；把人和

环境看作是有待剥削的资源，而拒绝对社会和环境损害承担任何责任。 

在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讲清楚环境破坏的严重性，指出资本主义没有能力阻止这种破坏，努力说服其

他阶级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必要的环境保护是至关重要的。 

在像中国、越南和古巴这样的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以及科学机构和环保组织，有组织上的便利和科技上的能力

阐明上述问题并领导环境保护工作。而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工人及其政党通常没有这个权力。 

把社会的利益与科学和环境结合起来，对工人阶级有直接的和潜在的利益。这种结合能给环境带来难以估量的

进步，也能使饥饿问题大为改观。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6期）（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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