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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及其价值实现探析
———基于政治经济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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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人类社会必须采取自觉行动进行生态

治理，以维系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扩大再生产的一般生产条件。提高地球生态系统的

自净化能力，这一社会使用价值的生产是生态劳动及其产品生产的根本目的，体现

了生态产品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范式，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在生产关系上呈现向共产主义社会演进的萌芽状态。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治理应以政府为主导，同时发挥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最终

体现为其社会使用价值生产的新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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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中叶起，温室气体排放量飙升、微塑料无处不在、“永久化学物质”无

孔不入，标志着地球进入 “人类世”纪元。① 生态系统自净能力显著下降，导致原

本在工业化先发国家局部偶发的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演变为席卷全球的生态危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更多优质生态

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已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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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类世”纪元指以人类对地球的永久影响为标志的正式地质时期，其划分存在争议。
国际地层委员会认为，20 世纪 50 年代起，人类社会化石燃料使用量激增，并据此将其

选定为 “人类世”的起点。但这一划分结果还需进一步论证，尚未形成普遍共识。权

威性的否定意见认为，在上述年代之前，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已经在重塑地球，参见

《“人类世”列入地质年代表遭否决》，《参考消息》2024 年 3 月 24 日，第 7 版。



目标。当前，中国正在加快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断提升生态系统

多样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为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

方案。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率先开启工业化浪潮，并确立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

其在这一体系中的支配地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客观上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

的提高，但人类在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中对地球欠下了历史巨账，尤其以温室气体

排放为首，造成目前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多发，导致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甚至付出生

命代价。世界各国面临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严峻挑战，导致全

球生态系统的净化能力被不断削弱，而人类的环境意识也在不断觉醒。1972 年联合

国第一次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并在 2000 年、201 5 年相继达成了 “千年发展目标”
(MDGs)、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国际社会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也不

断完善和丰富，从最初重点强调减贫等经济发展目标，到统筹兼顾经济、社会、环

境三个维度，再到全面涵盖人类、地球、繁荣、和平以及伙伴关系等五个维度，不

断汇聚国际力量共同应对新的全球性挑战。
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生态环境治理是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

主要通过科斯手段或庇古手段平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① 尽管西方公共经济学理

论为应对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无论是科斯手段还是庇古手段，均将良好

的生态环境作为 “私有制经济下不得不提供的有限的公共物品”，② 从而制造了政府

“有形之手”与市场 “无形之手”的对立。但在关于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研究中，生

产资料尤其是土地的公有制是普遍存在的制度前提，绝不可能以资本的利润最大化

作为立论基础，而是要兼顾各方利益。这恰恰是西方公共经济学所忽略或极力回避

的问题。所以，西方公共经济学无法从制度上解决绿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公平

与正义缺失问题。
马克思早在 1 86 7 年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

来越占优势”，“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

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浪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

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③ 马克思提到的 “物质变换”，就是生物学

和生理学中的新陈代谢概念，移用的是当时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创立的化学范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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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地，物质变换理论应当被理解为新陈代谢理论。① 马克思以 “抽象上升到具体”
的科学方法，首先暂时舍掉了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关系，指出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

动对象三要素相互作用的单纯的劳动过程就是 “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性的相互作

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这些条件 “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

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进一步延伸出新陈代谢断裂。② 1 50 多年来，
马克思对生态危机根本成因的分析，为人类生态治理不断深化的实践一再证实。《科
学》杂志发布的一份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全球综合评估报告认为，西方国

家通常在直接驱动因素上采取行动应对环境问题，并未着力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制

度等根源性变革，无法有效解决生态危机表象下新陈代谢断裂的本质问题。③

中国一直坚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
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1 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

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202 1 年，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

见》，明确了生态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等机制，并提出建立生态产

品市场经营开发主体等要求，成为我国首份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

“两山”)理念落实到制度安排和实践操作层面的纲领性文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围绕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出要 “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明确了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202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进一步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作出系统谋划和总体部署。
学术界对于生态产品的概念内涵及其价值实现路径的研究逐步深入，在价值来

源、概念内涵等方面形成初步共识。各部门、各地区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 “两
山”转化模式，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探索也与区域协调发展、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

国家战略形成有机融合，但仍需深化制度改革与实施保障。由于生态产品概念的确

立时间较短，在其价值实现的政策实践探索中，相关学术界和业界更多关注市场机

制，而对其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认识不足，生态产品 “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
难变现”的 “四难”问题突出。④ 可见，探究 “两山”转化实践背后更深层次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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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学内涵，对于正确认识和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力求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以及劳动价值论，廓清生态产品及其价值的概念

内涵，并讨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进一步分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的经济社会条件机制，以期能够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相关施政方针的制定

与调整，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下面重点从三个方面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一是生

态产品的劳动过程及其价值概念；二是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问题；三是生态产品扩

大再生产的总过程。

二、生态产品的劳动过程及其价值概念

生态产品相关问题是一类较新的议题，在生态学家推动下，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关于生态产品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探讨，需要以生态劳动为切入点，才能正确

认识其概念内涵，推动相关实践与理论研究，助力探索生态文明发展范式。

（一）社会主义生态劳动及其生产性特征

1.基于生态平衡的生态劳动

生态系统指在自然界一定的空间内，生物与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在一定的动

植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对立因素通过相互制约、转化、补偿、交

换等作用，形成一定自净能力，使得生态系统能量流和物质流循环的新陈代谢顺畅，
处于周期性可持续的平衡状态，即生态平衡。① 一旦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冲击超过其

自我修复的阈值，以致生态系统无法为人类生存繁衍提供必要的基础性支撑，将对

人类社会乃至文明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

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② 这一概括生动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环境

的依存关系———生态劳动本质是人类为延续文明、修复生态新陈代谢断裂所付出

的物质生产劳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逐渐将自在自然转变为人化自然。
生态劳动涵盖了劳动过程的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三大要素。生态劳动对

象是生态系统，生态劳动资料是一切用于保护修复生态系统的技术与工具。生态

劳动者通过制度、规划、调控、协议等人际生产关系，实现对生态系统的正向干

预，其产品能够恢复受损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维持生态系统循环的整体性和可

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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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生态劳动的一般性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把握其在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历史

特殊性。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社会主义的生态劳动是指人类通过有目的

的生产活动，维持或恢复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可持续性，提升社会整体福祉，而

非单纯逐利。资本主义制度及生产方式造成城乡对立，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废弃

物，引致生态系统正常新陈代谢过程普遍出现严重的断裂鸿沟。生态危机因而日益

严峻，已由单一性、局部性、间接性向多样性、全球性、常态性转变。随着人类对

生态产品的需求频率由间歇性向常态性转变，生态劳动及其衍生的产业问题备受重

视并得以发展。生态劳动进而推动传统物质生产部门的绿色转型，为人类劳动过程

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必要前提，而它们本身就是劳动过程的重要物质内容。

2.基于马克思唯物史观劳动理论的生态劳动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为生态产品的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动力，使

生态产品的生产和创新成为可能。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 “有利于更高

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

萌芽”，“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的现象将会

消失。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是总结了近现代以来社会发展追求唯

GDP 增长而导致生态危机的教训，将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作为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基本前提，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协调统一。
离开马克思揭示的社会生产方式演变的历史规律，不可能把握生态劳动的本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劳动，是一种向未来新社会过渡且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物质

生产新形态，符合物质劳动性质演变的历史规律。这是物质生产力由自然生产力为

主向社会生产力为主的进化，再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物。生

态劳动旨在修补人与自然的断裂关系，是人类生存发展必需的生产性公共产品劳动。
马克思指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共同体劳动的必要性在于再生产共同体成员，②

人民生命健康至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如此。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这一概括，生

动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实现人自身的扩大再生产不仅需要物质产品

与精神文化产品的富足，还需要优质生态产品的支撑。生态劳动旨在提升地球生态

系统自净化能力，具体可分为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两大类。前者侧重于绿色转型，
如能源结构清洁化和废弃物循环利用等；后者侧重于末端治理的生态修复，目的是

尽可能恢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如矿山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等。
人类为实现繁衍生存，很早就开始自觉地修复新陈代谢的断裂。地球生态系统

具有整体性，生态劳动需考虑整体平衡和可持续性。同时，生态劳动需要所有劳动

者共同占有劳动对象，劳动者在公有制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上，遵循自然资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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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平衡规律，实现多主体有计划有组织的分工合作。生态劳动不同于生产一般商

品的劳动，不具有私人具体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性。其目的是保护和修复生态环

境，提升社会整体福祉，而非仅以交换价值增殖为目的的一个载体。正是由于具有

较强的公益属性和非逐利性，生态劳动总体上不受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的支配，
不会导致不同的生产资料占有者因相互竞争而引发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是表现

为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协作。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劳动需利用价值规

律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既是支配简单商品生产的规律，也是支

配资本循环的规律。二者都是通过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市场竞争自发形成的。简单商

品生产遵循的价值规律的充分展开，就是剩余价值规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

律有正反两方面作用：自发调节生产和流通的供求关系；激励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
提高劳动生产率；导致商品生产者贫富两极分化。马克思创立的科学劳动价值论发

现，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源自商品生产中私人具体劳动与社会抽象

劳动的对立统一。① 形成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具有不同的个别价值，它们通过

市场自发竞争而达成的平均化，是同类商品供给侧必须遵循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而价值规律导致的社会贫富分化，则是商品的总产品价值在流通需求侧面临的主要

障碍，因而商品周期性的相对过剩不可避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别劳动时间和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矛盾具有对抗的性质。综合商品生产供求关系的扩大再生产，
马克思把价值规律作用下的商品生产的市场客观要求，分别称为第一种和第二种意

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有实现了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私人具

体劳动生产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才会被社会承认，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这纯粹是偶

然的。恩格斯指出：“商品的价格与商品价值的不断偏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只有在

这个条件下并且只是由于这个条件，商品价值才能存在。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

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实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

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② 因此，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府应有限度地利用并驾

驭价值规律，以避免其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中对生态治理的破坏性影响，为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尽管社会分工仍将长期存在，生态劳动不同产业及

环节呈现的物质变换前后关联和相互依赖，构成了社会主义生态劳动治理比较自

觉的主客观历史条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因而在生态

劳动中获得了最鲜明的生动体现。具体而言，创新发展理念体现在生态产品生产

技术的不断进步与效率不断提升；协调发展理念体现在各主体的紧密合作，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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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劳动的有序推进和资源的合理分配；绿色发展理念体现在发展观的深刻变革，
打破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 “路径依赖”，促进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开放发展理

念体现在国际合作和技术共享，推动全球生态系统自净能力提升；共享发展理念

体现在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的生态红利。
生态劳动是否具备生产性特征，关系到生态产品范畴的划分，是理解生态产品

相关问题的关键理论节点。唯物史观认为，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的特殊社

会形式，是区别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现实物质基础和根本依据。物质生产的社

会形式，构成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① 马克思指出，资本

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 “是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如果工人不创造这种东西，他的

劳动就是非生产的”。② 在一般商品经济条件下，只有生产劳动才是商品价值的源

泉，非生产劳动无法创造商品价值。骆耕漠认为，劳动生产性判别的主要标准是可

否产生新价值。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新价值指资本增殖；而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新

价值则指公共账户资金增长。③ 这是归全体人民共同占有和享用的生产力。
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助于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效率，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基础。无论是社会主义社会 (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

会，生态劳动均属于生产性劳动。纵观生态劳动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初期，
生态治理劳动被视为 “多余”劳动，挤占剩余价值。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爆发，生态

劳动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愈加凸显，成为物质生产的必要劳动。其中，
社会主义生态劳动是基于土地公有制、对生态环境进行有目的的修复改造。

（二）生态产品及其价值的概念阐释

1.何为生态产品

基于生态评估与科学规划，生态劳动者利用先进的保护技术和修复工具，对受

损的生态系统进行有针对性地干预和治理。此过程包括植被恢复、土壤改良、水体

净化等具体措施，旨在恢复和增强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最终，生态劳动的成

果体现为改善的生态系统状态和提高的环境质量，这些成果即为 “生态产品”，能够

持续提供生态服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以，生态产品是在人与自然关系平

等的价值理念下，由人类有目的的生态劳动 (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共同作用

生产出来的，具有生产 (供给)的整体性、消费的共同性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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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征的劳动产品。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独有的生态产品概念。
基于人类物质生产劳动的多样化产品的使用价值，在于最终满足人类物质生活

消费需求。生态产品无疑属于物质生产劳动范畴。但生态劳动的总产品与一般商品

不同，不是可由个人占有的物品，也不是与人类物质生活相分离且离散存在的实体，
并非只有经过商品交换的中介才能进入生产或生活消费过程。生态劳动总产品的使

用价值，体现为提高地球生态系统的自净化能力，主要通过评估生态系统对人与自

然物质变换承载力的变化来衡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不能靠切

割生态产品整体性的私有化和交易化来维持。生态产品既表现为宏观国土空间规划

下的环境改善，也表现为微观主体行为向绿色低碳发展的转型。人与自然共同参与

生态产品的生产过程，在不同空间维度上体现出不同的性质。随着空间尺度增大，
生态产品的公共属性会越发明显。

生态产品的供给需要完整的生态系统治理作为保障，各类生态产品供给水平具

有较强的联动性，无论是生产投入，还是产品供给，均存在完整性与规模性门槛。
其供给的根本动机并非迎合市场需求，而在于满足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利益。由

于生态劳动及其产品的特殊使用价值，无论是生产性消费还是生活性消费，都具有

显著的公共产品性质，是人、社会、自然发展目标高度统一的社会进程。可以说，
生态产品作为公共产品及服务供给的均等化，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可动摇的

根本宗旨。

2.何为生态产品价值

随着社会形态由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向未来共产主义

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演变，社会财富的含义也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从只能有限积

累的使用价值量，转变为可无限积累的、以货币代表的资本积累，再演进到以共同

生产为前提的直接社会化生产。① 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共同生产，马克思指出，“在
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被设定为一般劳动。而在共同生产的基

础上，劳动在交换以前就会被设定为一般劳动”，“因此，不管他所创造的或协助创

造的产品的特殊物质的形态如何，他用自己的劳动所购买的不是一定的特殊产品，
而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因此，他也不需要去交换特殊产品。他的产品不是交

换价值”。“在这里，不存在交换价值的交换中必然产生的分工，而是某种以单个人

参与共同消费为结果的劳动组织。”②与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式演变的原理相适

应，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社会表现形式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最初前资本

主义时代的依赖自然到资本主义时代的摆脱改造自然，再到自由人联合体时代

人与自然充分和谐共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明显

的历史过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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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 (而
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自然界甚至是 “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

对象的第一源泉”。① 虽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未曾直接涉及资源环境因素，但可

以依据其基本思路，将联合生产条件下的 “负价值”概念引入到环境经济学框架之

内。有学者提出，在联合生产过程中，若投入既定的劳动量，在生产新产品的同时

也会产出污染物，这就是在同一个过程生产出两种产品的现实逻辑。其中的污染物

并非生产者或消费者所需的经济品，只是作为 “正使用价值”生产过程中的 “副产

品”存在，生态产品的价值就体现在 “负的使用价值”和 “负价值”的消除过程。②
也就是说，传统物质资料的生产不仅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表现为经济物

品的生产)，也是环境污染和经济不可持续发展 (表现为污染物的生产)的根源所

在。人类已经向生态系统投入大量的劳动，正是为了缓解传统物质资料生产对生态

系统平衡造成的冲击。
凝结在生态系统中大量的一般人类劳动构成了生态产品价值的基础，其价值由

生态修复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它是以交换价值这一社会形式体现出来的、社

会平均化的生态修复必要劳动时间，需要直接计算并比较各种具体生态劳动的劳动

时间及人力物力耗费，比较各自的投入产出效益及其可替代性。这实质上涉及社会

如何在生态使用价值的生产中，对社会劳动时间进行直接的有意识的控制问题，化

解商品生产中私人有用劳动与社会有益劳动相对抗的矛盾，以便限制和减少社会危

害生态平衡的 “负使用价值”的生产，扩大有益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正使用价

值”的生态劳动。《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提出，要在总结各

地价值核算实践基础上，探索制定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规范，明确生态产品价值核算

指标体系、具体算法、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等。这就要求从具体劳动的量化分析出

发，不断推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标准化。同时，我国应鼓励地方先行开展以生态

产品实物量为重点的核算，再通过横向和纵向的经济补偿等手段，探索形成不同类

型生态产品经济价值核算方法。虽然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等于 2022 年联合

制定出台了 《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 (试行)》，北京、上海、广东、重庆等十余个

省市作为试点，在地区层面开展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ross Ecosystem Product,以下

简称 GEP)的试算工作，但用 GEP 核算结果代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水平仍存在诸

多不足，③ 且该核算方法并没有明确界定生态劳动的价值构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劳动也可划分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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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生态产品的价值。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生产，
在于维系人类生存繁衍的一般生产条件。而其交换价值则用于计量并激励和补偿生

态系统保护修复劳动的成本收支平衡问题。生态产品的多样态和较强的公共属性，
决定了其价值在总体上不能通过传统的市场机制，量化为商品交换价值的比例，以

此实现交换价值供求双方量的均衡。按比例分配劳动时间于各个生产部门，是存在

于各种社会形态的社会生产劳动中的一般经济规律，但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它们的

表现形式不同。① 这个一般规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问题上，以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和价值规律相结合的特殊形式存在。此外，生态治理

中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复合关系，出现了直接同一性、由社会直接计算劳动时间

的萌芽。通过有为政府主导下的有效市场建设，劳动时间的社会计算逐步成为可能，
为未来更有效的生态治理提供了新路径。

就学术界流行的 GEP 概念而言，这是指生态系统建设新增的社会使用价值功

能，能够用货币计量核算的部分往往包括物质类、调节类、文化类等服务。但忽略

生态劳动过程，将生态价值评估寄托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估计，往往导致结果缺乏

科学性、严谨性。生态产品的价值是修复生态环境的社会劳动创造的，强调人类劳

动对增强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重要作用。只有遵循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以及他

对商品价值概念向未来新社会演变中逐渐消亡之历史过程的阐述，才能更加科学、
严谨、客观地认识生态产品价值及其实现问题，为制定可持续发展策略提供更为可

信的理论基础。

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阐释

随着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崛起，涌现了一种

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萌芽，开始呈现社会对劳动时间进行直接的有意识配置，并

将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进行有机融合的各种初步尝试与努力。认识并把握这一趋势，
需要从社会形态演变的历史高度进行考察。

（一）生产方式视角下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生态产品是一类社会化程度较高且公共属性较强的物质生产劳动产品。马克思

摘录过有关 “直接的生产方式”和 “间接的生产方式”的讨论。② 间接化生产方式

是指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市场经济。而在直接化生产方式下，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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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社会形态的革命性演变，崭新的自由人联合体劳动组织得以出现，使交换、分

配、消费等内在联系的实现，不再需要以货币为媒介的迂回曲折商品市场机制作中

介，交易成本因等于或趋向于零，所以更有效率。
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对抗性及其必然导致的社会形态变革，马克

思揭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直接社会化生产而呈现的首要经济规

律。在共同生产的前提下，时间节约及劳动时间的有计划分配仍是首要的经济规律，
但这与通过劳动时间计算交换价值有本质区别。① 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中，
劳动时间不仅用于社会劳动职能的分配，还用于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中个人可消

费部分的份额。② 由此，掩盖在商品及资本拜物教上的纱幕，便会被揭去。马克思

突破了庸俗经济学家无视价值规律历史局限性的狭隘眼光，他在 1 868 年致恩格斯的

信中明确提出：“只要这种调节不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

的控制”，“而是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么，结局就始终像你在 《德法年鉴》
中已经十分正确地说过的那样……”③ 恩格斯认为，价值由生产费用与效用之间的

关系决定。在私有制下，物品的效用与生产成本和市场交换存在对立，只有在消灭

私有制后，价值才能主要用于生产决策，而非市场交换。④ 马克思后来将之概括为

“时间节约规律”，并从社会形态演变的大历史观对此作出理论阐释。“交换价值已经

不再是商品的首要规定，因为以交换价值为代表的一般劳动，不再表现为只有通过

中介才取得共同性的私人劳动。”⑤ 他还总结说：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
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

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的生产类别之间的分配。”⑥ 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

中，这一观点意味着应关注生态产品的实际效用和生产成本，而不仅是市场价格。
加强公共管理和规划有助于更有效地分配资源，实现生态产品的真正价值，如环境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而不受市场交换的局限。我们当前以劳动时间为计量单位，考

核生态治理效用的实践走向，包括对 “正使用价值”和 “负使用价值”取舍的探讨，
正是沿着经典作家指出的方向在 “过河架桥”。

总之，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对立统一的关系，受社会形态历史演变规律的制约，
最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不发达的自然经济为主，直

接社会化生产方式只能在极为狭小的范围内体现，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被

私有制异化了。在社会高度分工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具体劳动所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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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价值，只有经过交换价值的实现才能被社会所承认，而经济危机是间接社会

化生产供求平衡的重要机制。① 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已经采取了一些减缓生态破坏

的措施，但不可能根本改变其使用价值的生产必须以剩余价值的形成、实现和

占有为大前提的私有化总趋势。这一总趋势引致了资本主义掠夺发展中国家自

然资源的 “新圈地运动”，以转嫁本国的生态危机。资本的唯利是图，将阻碍社

会剩余劳动投入以人民福祉为中心的生态文明建设扩大再生产，导致公共产品

供给水平低。这种资本积累规律的主导作用是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发生生态危机

的根本原因。
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才能广泛团结更广大人民群众组成联合体，将更多

剩余劳动有计划地分配给生态保护修复等公共产品的生产，并不断提升生态劳动生

产率、改善生态劳动的生产条件，使生态治理的社会使用价值生产成为生态劳动的

目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绝不能以牺

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② 这就明确了人类在生态危机面前应当作

出的合乎规律性的价值观选择，为正确处理 “两山”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根本遵循。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目的，正是通过再生产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关系，
颠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范式，推动生态文明发展不断前行。未来，共产主义

社会的生态劳动时间将直接成为总劳动及其总产品分配的计量单位，表现为社会

化劳动的直接社会性。相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其他物质生产形式，生态劳动及

其产品价值实现的社会计量，作为萌芽状态先行一步，为人类社会的崭新发展指

出了方向。

（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空间视域分析

生态劳动对象及其治理活动的空间不平衡分布，是生态劳动及其产品价值实现

过程的基本特征。生态产品具有空间属性，在超大宏观、中宏观、微观三大空间视

域下，表现出不同的生产劳动性质与价值特征。就超大宏观空间视域而言，全球生

态系统被各个主权国家的疆域所分割和管辖。例如，落实 《巴黎协定》、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加强全球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生态产品生产活动表现为

各国按照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开展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

生态治理合作。而在主权国家或地区内，就中宏观视域层面来考察，生态产品生

产活动表现为省际及省内地市际生态国土规划与局域性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不平

衡不充分发展。就微观视域而言，生态产品生产活动表现为单个的国有经济企事

·51·

生态产品及其价值实现探析

①
②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1 07、1 08 页。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 1 7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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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或农业生产单位村集体参与商品物质生产发展的绿色转型程度，包括市场

机制下的生态价值补偿、生态权益交易过程中的货币循环，旨在增强人民群众参

与生态劳动的内生激励，降低局域内所有微观个体单位物质生产破坏生态环境的

影响程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双重目标的协同实现，这是生态治

理的重中之重。
在超大宏观、中宏观视域下，国际社会通过环境条约及发展援助计划支持发展

中国家保护生态环境，各国政府基于财力统筹作出预算安排，要求生态劳动者的报

酬水平应当参照各行各业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制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商品市场交

易存在区别，前者不能作为盈利的工具，其生产目的并非通过商品价值补偿劳动成

本，而是直接融入生态系统整体，表现为提升生态系统自净化能力的使用价值扩大

再生产。生态产品的使用价值具有全球生态系统相互联系的整体性，不同于一般物

质生产的使用价值，它们由生产到消费都无需人类干预，生态效益直接惠及人民群

众的日常生活。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形式，是生态产品消费的一个显著特

点。全球商品经济的物质生产一般由相互分割的私人资本控制，其生产的使用价值

具有离散性，以物理单位如吨位或件数计量。而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主要表现为依

靠生态空间与社会经济空间的耦合关系而展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态产品供给与价值实现，虽在总体上不受价值规律支

配，但为避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弊端，需要进一步深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加快完善落实 “两山”理念的体制机制。政府应在生态产品供给中发挥导向和支

撑作用，构建分类分层、有机互补的生态产品供给机制。① 考虑到国家财政支付能

力有限，需要在宏观视域构建的生态安全框架下，确保生态保护区和生态劳动者获

得必要资金与合理报酬，增强微观视域下多元主体参与生态劳动的内生动力。当前，
我国政策实践侧重于生态治理微观层面价值循环的货币实现。为防止 “抓小放大”
的偏差，政府需建立生态治理的价值核算标准，通过中宏观的财政支出和微观的市

场机制，促进生态产品循环的货币形态价值实现。中央及地方财政的作用是筑牢生

态安全保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遵循提高生态劳动生产率及节

约劳动的首要规律，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价值补偿，推动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比如，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能够将宏观层面提升全球生态系统自净化能力，与微

观层面企业绿色物质生产良性循环相贯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治理

的中心问题是推动全社会物质生产的全面绿色转型。这要求坚持温室气体排放控制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处理好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关系，扎实推动共同

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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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点任务

在全球生态治理整体性的大背景下，就中国的中宏观生态治理而言，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的本质，是以人民生命健康至上为宗旨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扩大再生产。其

重点任务是以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生态保护修复为导向，推进底线思维下陆地

和海洋等生态系统的保护和补偿。因此要转变传统的化石燃料能源结构，积极稳妥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通过国土规划、主体功能区战略、生态保护区工程、国家公园、
河湖长制以及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应用等手段，以 3 1 9 万平方公里的生态保护红线为

基础，切实恢复自然生产力，增强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满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需求。该视域下，政府应遵循公共产品的全社会供给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
加强对中央统筹分配税款，保障国家保护环境的财政支出能力。2024 年，我国支持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央财政资金预算安排为 1 9 32 亿元，① 较 2022 年和 2023 年分

别增长 9.42%和 1 2.05%。
微观视域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促进生态产

业发展的过程。生态产业化不同于资本主导下的产业市场化。前者强调绿色产业发

展水平提升及绿色产业溢价能力增强，它们之间的良性互促关系是显著提升绿色产

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其重点任务是基于超大宏观、中宏观视域生态安全框架的整体

性，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柔性人才引进机制，
并有序引进资本，实施全面监督管理。在保障生态财富不流失的前提下，鼓励各类

所有制经济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此时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表现为货币资金在

生态产业中的顺畅内循环、集体经济与企业筹措资金进行生态产品的扩大再生产。
同时，通过调动劳动者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以及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格局，
促进实现共同富裕。

总体而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态劳动者的报酬主要来自按劳分配与财政再

分配方式，包括生态补偿的区域转移支付以及重污染企业的税收征收等，并非直接

来自生态产品销售收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要体现为一般物质生产的绿色发展，
需要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等，降低生态劳动生产成本，提高绿色转型效率，从

而助力生态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增强绿色发展的可持续性。而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过程，不仅需要财政出资构建基础生态安全框架，考虑到现有社会生产力水平与生

产关系，还需要有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但并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关于加

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就明确指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 “以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为引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

·71·

生态产品及其价值实现探析

① 参见 《关于二○二三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二○二四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

报告》，《人民日报》2024 年 3 月 1 4 日，第 2 版。



路”，到 2030 年，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到 203 5 年，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经济体系基本建立。①

四、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的总过程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以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在中国大地上崭露头角，其

本质关系及基本运行路径可简单表达为 W—W′。与商品及资本的运动公式不同，
“—”表示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W与 W′为两类生态环境条件：前者表示生态劳动

所要改造的物质对象，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遭到破坏的状况；后者表示通过生

态劳动的治理，地球生态系统自净化能力的提高程度，故有 W′＞W。可见，有必要

自觉筑牢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客观条件，即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指

导下，坚持国家对生态产品价值生产和实现的有意识调节，以及我国土地的社会主

义公有制这一大前提。

（一）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的运行机理

1.中宏观视域下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的运行机理

首先，增强国家有意识的经济社会调节，是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观

条件。生态产品的扩大再生产过程，需要把握 W—W′物质变换的使用价值生产总方

向，不断增强生态系统的自净化能力，明确生态产品再生产的中心任务，是人民生

命健康至上的扩大再生产，重点在于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从而体现以

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的行为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本真性。这就要求通过国土空间

规划、自然保护区设立等方式调节社会生产，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以此来

约束微观视域资本循环 G—G′—G″…… (“—”在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公式中都表

示二者在市场经济中的流通过程)的逐利扩张，制衡以获取更多的交换价值一般等

价物货币 (G′)为目的的行为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工具理性，引导全社会剩余劳

动扩大生态产品再生产，增强其生态保护修复能力。同时，注重其中的具体劳动与

抽象劳动在劳动时间计量上的有机衔接。
其次，以土地公有制为大前提，确立公有制经济在生态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发

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条件。社会主义国家

通过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挥导向性、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国有企业将物质生产

的盈余积累用于生态建设，支持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国家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

手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平衡区域发展，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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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业布局，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全民共享。此外，国家和社会通过强化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在乡村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中的基础性作用，保障农民利益，促进绿色共富，
助力绿色高质量发展。①

最后，由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主客观条件规定的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运动形

式 W—W′，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商品运动形式 W—G—W，以及资本流通形

式 G—W—G′(W表示商品，G 表示货币，下同)，显然不一致。因为生态产品并

非商品，价值实现并非通过市场机制矫正供求平衡关系，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过

程中的矛盾并非集中表现为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为保障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建设的社会价值导向，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从整体性和现实性

出发，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实现生态产品使用价值在质和量上的多样性与丰

富性。

2.微观视域下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的运行机理

微观视域下推动生态产品的再生产过程，需要基于超大宏观或中宏观视域下的

生态安全框架，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有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培育生态产品

市场，通过完善生态经济效益的分配及再分配制度，妥善协调人民群众与社会资本

之间的关系，增强对生态劳动者的激励，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一方面，重视生态产品市场机制培育。严守国家生态保护红线，进一步健全国

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补

齐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人才缺失等短板，有效提升相应地区把生态资源

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的能力，切实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在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态治理的过程中，应处理好市场经济交换价值的工具理

性与具体劳动增量提质使用价值的本真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

业生态化，需要扩大人才供给、实现技术设备更新升级，也要对相关生态产品的扩

大再生产进行有效激励。微观层面的绿色转型，要适度引入社会资本，由国家利用

资本循环中降低流通成本和加快流通速度的流通规律进行调节，促进使用价值的生

产条件改善，增强多元主体参与的内生动力。② 同时，国家要对社会资本介入设置

“红绿灯”，完善生态经济效益分配机制，从而保障生态劳动者权益，将绝大部分生

态经济收益惠及百姓，加快实现绿色共富。
另一方面，明确价值规律的功能定位。在生态产品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不同

于商品流通或资本流通，需要明确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生产二重性的特殊历史

定位。确立使用价值在生态产品生产中的宏观主导地位，并在微观视域下，利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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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价值进行适度调节，最终实现以使用价值为主的社会主义生态产品扩大再生产。
在马克思关于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公式的基础上，物质生产绿色发展原式 W—W′的
派生公式可以表示为 W— (G—W—G′)—W′。公式中左右两端的 “—”，表示人

与自然物质变换中的生态治理过程；括号中的 “—”表示商品和资本的流通过程。
上述派生公式表明，地球生态系统自净化能力的提高，是生态劳动生产社会使用价

值的目的所在，在微观层面实现交换价值保值增值的市场机制，能够在劳动生产率

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为生态治理提供所需的更多社会剩余劳动；国土空间规划的完

善与落实，则是本真理性 (W—W′)和工具理性 (G—G′)的社会组织中介。

（二）社会再生产供求平衡条件：生产方式一般及生产方式特殊

马克思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的对立统一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合称生产方式。在利用自然资源和自然生产力进行的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中，
社会生产力首先是人类为满足自己生存需要而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过程。劳动

过程中的生产力发展，是生产方式变化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具有技术上自在的

延续性。生产方式的变革遵循唯物史观发现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人

类社会演变的普遍规律，是劳动过程技术条件变革与社会条件变革的相互作用。①
在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沉淀为社会的经济结构，
展现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演变。马克思把上述适合于各种或若干社会形态的生产

的一般条件称为生产要素。他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

学进行批判时强调，“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

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②
为了把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运行机制的历史特殊性，有必要简要回顾马克

思关于社会总劳动再生产的基本理论。这涉及生产方式一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

殊以及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条件。

1.支配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指引下，马克思总结的支配社会生产方式

演变的三个一般规律，也是支配生态文明建设 (W—W′)扩大再生产的普遍规律。
第一是生产力发展规律，创造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在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中，具有保

存人类生活永恒的自然必然性。③ 第二是社会总劳动按比例分配规律，要得到与各

种需要相适应的产品量，就需付出相应的社会总劳动量，这一规律不会因社会生产

形式的不同而消失。④ 第三是社会劳动总产品按配置社会成员分布的生产资料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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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质进行分配的规律，生产工具、生产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再分配决定了生产

的结构，产品的分配只是其结果。①

2.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流通：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限制

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揭示了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规律，也

彻底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工业化与城镇化遮盖在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

面上的神秘纱幕。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
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性质，把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物的天然社会属性，将生

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转变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② 他还进一步指出：“资本的限制就

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

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身贫困的条件。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

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③ 资本家的竞争和利润最大化导致资

本循环过程的分割和不确定性。“对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说，它的本质条件，即

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整个过程的各个不同过程的连续性，是否会出现，就成为偶然的

了。资本本身消除这一偶然性的办法就是信用”。④演变的结果是占主导地位的产业

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化。
马克思分析道：W—G 是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货币金体上，构成 “商品的惊

险的跳跃”；“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

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

发展起来了”，“这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品流通”。⑤ 资本不同于货币，货币是商品交

换发展的结果，资本则不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

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正是从这时起，劳动产品的商品

形式才普遍化”。⑥从此，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

义的基本矛盾，并通过经济危机集中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导致生

产力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为建立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奠

定了物质基础。
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马克思的这些发现提示我们，必须超越商品形式

的表面现象，关注生态产品的实际效用和生产成本。通过合理分配生态资源和管理

生产资料，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才能推动生态产品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基本历史条件

通过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客观条件的对抗性矛盾发展，马克思预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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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新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一般特征以及向其历史过渡的萌芽场景。他在 《哥达纲

领批判》中概括道：“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

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

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

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① 在向无阶级社

会的历史过渡中，“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

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

制结合在一起”。② 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过程主体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的一

般规律，将直接表现出来。那时，价值规律被扬弃。“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

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

产物。”③
马克思深刻阐述了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发展规律。“社会的现

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和进行这

种剩余劳动的生产条件的优劣程度”，而 “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的规定

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
“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

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

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

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

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④ 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正

是这样的萌芽关系。

结  语

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新成效，生

态环境质量实现稳中改善，为全球绿色发展增添动能。与西方国家有限的节能减排

相比，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其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迸发出崭新的社会生产方式

萌芽，开始呈现出劳动者在生态劳动中能动地改造劳动对象的主体地位，并直接分

享生态治理的劳动成果。W—W′的生态运行公式实现了对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新形式

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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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不仅是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回应，更是对整个社会生产方

式内在矛盾的深刻思考和改革。生态产品通过生态劳动生产，提升生态系统功能，
改善环境质量，不仅有助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更有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
改善生态环境的过程，就是不断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

“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

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

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① 因此，对于新质生产力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已经取得的

成就，有必要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进而用于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本文基于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围绕生态产品及其价值实现问题展开探讨，即是源于这

一期待的学理尝试。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

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但是资本主义生产通过破坏这种物质

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同时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
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

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
创造了物质前提。”② 从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到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从消极扬弃

到积极扬弃，一部颠倒生态劳动过程主客体关系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正在被中国的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正本清源地再颠倒过来。
特别是，中国坚持将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全力实现从传统经

济到绿色经济的重大转型，并在对生态产品及其价值实现机制的不懈探索中形成了

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道路，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当前，我国已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继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牢固树

立 “两山”理念，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加快培

育和发展绿色生产力，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活力和动力，以高水平保

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而为全球绿色发展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

〔责任编辑：张天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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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d the escalating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humanity must actively engage in
ecological governance to sustain the foundational conditions for the expanded
reproduction of material exchanges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Enhancing the
Earth’s self-purification capacity is the core goal of ecological labor,reflec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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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In contrast to the development paradigm of capitalist industrial civilization,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hows a nascent progress toward a
communist society in terms of production relations.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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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new qualitative state of producing social us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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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d with the accelerated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understanding how enterprises adj ust their spatial layouts under external shocks is
critical for China’s efforts to guide industrial relocation to strategic hinterlands and
strengthen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nd security.This study develop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nterprise intertemporal location decisions,using the 20 1 8
US-China trade friction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and micro-level data from
listed companies for empirical analysis.Findings confirm that rising unilateral trade
costs drive both the outward relocation (“going south”) and domestic hinterland
relocation(“going west”) of Chinese enterprises,though the scale and duration of
the latter’s impact are significantly greater.Key determinants of spatial layout
include enterprises’ discount rates, expectations, reliance on US imports, and
dependence on US-bound exports.In terms of long-term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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