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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环境可持续的东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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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环境可持续问题成为东亚环境社会学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2011年 10月在韩国加图

尔大学举行的第三届东亚国际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围绕着福岛核电站灾难 、环境污染及受害者

赔偿 、环境政策 、生态与历史 、气候变化影响及应对 、环境意识与生活方式 、农村环境问题 、环境社会

学理论等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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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 7月 ,在中国人民大学与河海大学联合

主办的国际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上 ,中国内地和

台湾地区 、日本 、韩国三国四地的学者在北京发起并

建立了东亚环境社会学网络。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和

中国台湾地区清华大学先后承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

东亚国际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 。2011年 10月 21

～ 23日韩国环境社会学学会承办的第三届东亚国

际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在韩国加图尔大学举行 。

本届会议主题为“走向环境可持续的东亚地区” 。来

自日本 、韩国 、美国 、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的高校及

科研机构的 6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 ,30 多位学者在

大会发言。美国环境社会学学会奠基人 、俄克拉荷

马州立大学邓拉普(Riley E.Dunlap)教授 ,韩国加图

尔大学李时载(See-Jae Lee)教授分别在大会上做了

主题演讲。会议主要围绕以下 8 个议题进行了

讨论 。

一 、福岛核电站灾难的影响及反思

本次会议是东亚国际环境社会学网络在福岛核

电站灾难后召开的首次会议。福岛核电站灾难所带

来的影响及反思自然成了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除

主题报告和论坛外 ,在本次会议结束前还举行了“面

对日本灾难(福岛核泄漏)挑战的环境社会学思考”

的专场讨论。一些学者从环境社会学的角度对福岛

核电站发生的原因 、影响及核电站未来的发展进行

了阐述。

福岛核电站灾难为什么会发生 ? 船桥晴俊

(Harutoshi Funabashi)(日本法政大学)从社会学的角

度对福岛核电站灾难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从社

会机制和社会背景 、制度框架 、政治结构等角度进行

分析 。研究认为 ,福岛核电站事故不仅仅是一场技

术的灾难 , 更是一场人为的灾难。技术的失败也是

多种社会防护措施失败的结果。福岛核电站的灾难

是技术和社会因素失败结合的结果 。因此 ,有必要

对日本能源范式和公共领域的决策范式进行改革。

朴宰默(Jae-Mook Park)(韩国忠南国立大学)关

注了日本的福岛事故对韩国反核设施运动的影响 ,

他用框架过程作为理论框架比较了福岛事故前后韩

国反核设施运动的变化 。研究发现 , 后福岛时代的

环境运动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运动的形式发生

了变化 , 如运动中体现出文化的含义;二是动员的

水平发生了变化。动员的水平比以前有所降低 。

韩国李时载(韩国加图尔大学)则围绕着“福岛

核电站之后 ,我们能为建立一个可持续的东亚地区

做什么 ?”为题发表了主题演讲。他首先介绍了他所

了解的福岛核电站的事故;然后介绍了东亚如韩国 、

日本和中国核电站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 ,这使得东

亚地区的人们都成了核电站事故及可能受到损害的

利益相关者 ,但由于核电的研究是“宏大科学” ,普通

人不容易理解和发出自己的声音 。甚至在福岛事件

之后 ,韩国还在实施积极寻求核电发展;第三 ,我们

如何才能摆脱这种核电体制 ?从日本和德国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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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发现建立无核能源体系的可能性 ,如通过能

源消费的减少 、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等途径来实现;第

四 ,我们应该做什么 ?他为此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

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问责方案 ,如建立互相公开

信息的机制;二是社会空间的扩大 ,如非政府组织的

出现以推动民主社会及民主决策的实现 。总之 ,东

亚的社会学家在反核运动中承担角色 ,以寻求“一个

真正无所畏惧的后核世界的到来” 。

二 、环境污染和其受害者

目前的环境污染主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

的。环境污染及其受害者问题也一直是环境社会学

关注的焦点 。野泽淳史(Atsushi Nozawa)(日本明治

大学)用一种新概念 ,即“水俣病的后风险”概念来建

立针对水俣病受害者的一种未来补偿系统 ,因为对

于受害者来说 ,环境污染的危害不可能一时半刻终

止 ,而且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 ,他们的需求就会发生

变化 ,即受害者地区患病率的上升 ,因此必须从时间

范围和受害者生命周期来考虑环境风险问题的解

决 ,我们也就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补偿系统即包容性

的补偿系统来为受害者提供社会服务。

食品污染与环境污染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

处。自从 19世纪 90 年代起 ,日本社会经历了许多

环境污染 ,导致各种环境补偿和公司环境管理问题

方面立法的出现。然而 ,目前对食物污染引起的危

害 ,日本现行法律体系中还没有关于补偿和帮助受

害者的立法 。宇田和子(Kazuko Uda)(日本法政大

学)以日本 Kanemi石油病为例比较了食品污染和环

境污染引起损失的相同和不同之处。研究发现:

Kanemi石油污染食物的案例中也能发现和环境污

染一样的受害者结构;但从法律上看 ,由于不同的产

生原因导致了两种污染的处理方式被区别对待。从

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这种法律上的区分是不合理的

和不充分的。

由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背景 ,不同国

家或地区对环境污染引发的正义问题有着不同的定

义。与美国不同 ,中国草根运动的环境抱怨或抗争

是简单的 、地区性的环境诉求 , 而且缺乏宏大的理

念。刘春燕(上海大学)以中国一个村庄钨矿开采的

环境诉求为案例对民营化时代的环境权利进行了反

思。研究发现 ,一些钨矿的开采者通过垄断开采权

为自己获得了巨额利润 ,但却给村庄带来了巨大的

生态灾难 ,同时不需要为地方生态的恢复支付任何

费用。这种“私人获利 ,集体买单”的现象是村民不

公平感的根源。而村民寄希望于高层政府官员而不

是建立平等的法律来保护 ,希望能建立一种短暂但

有效的和谐关系 ,而不是建立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

因此我们需要从中国历史背景 、政治和经济体系以

及当地居民公平观念中来理解中国的环境正义

运动。

三 、环境政策

环境政策是解决环境污染及其影响的重要手段

及过程。西方资本主义的“先污染 ,后治理”模式受

到了批评 。然而 ,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发展中

国家都难以避免采取这种发展和环境治理模式 。陈

阿江 、罗亚娟(河海大学)以卯集镇皮革制造业的发

展和环境制约问题为例来阐述中国“先污染后治理”

模式的路径及后果 ,并在此基础上对地方政府 、企业

等在环境污染中的角色定位问题进行了反思。

为了应对“风险社会”所带来的挑战 ,各国政府

都需要制定一些新的环境政策 ,如污染物排放和转

移登记制度 。寺田良一(Ryoichi Terada)(日本明治

大学)在对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制度出台的社会

背景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对美国 、韩国和日本的实施

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 ,由于环境问题及政策在

社会背景上的差异 ,政策的变化和扩散不可避免地

会对政策本身进行或多或少地修订 ,如美国的政策

强调社区知情权问题 ,而日本和韩国则强调中央政

府的环境管理。这个污染物排放的制度非常适用于

新型工业化的国家来减少环境风险。

废品回收系统也是一个社会系统 。日本政府自

从 20世纪90 年代制订了 5部废品回收法 ,其中日

本容器和包装品回收法试图通过政府 ,企业和市民

责任共担的原则以建立一种新的回收系统 。汤浅洋

一(Yoichi Yuasa)(日本关东学院大学)研究认为 , 实

际上 ,这种新的回收系统存在着许多问题 ,为了建立

新的回收系统 ,需要关注和改变目前覆盖日本国内

外的复杂物质流活动。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目前

这种系统的平衡性 ,尤其需要从社会学的视角来阐

述清楚目前相关行动者(如政府 、企业和市民)所操

纵的这些系统和行为的平衡性。

四 、生态和历史

人类社会和环境的关系研究不仅研究自然环

境 ,还要研究人为环境 。环境社会学家把传统的城

镇风景和历史建筑物看成是“历史环境”的一部分。

最近 ,一些社区通过获得世界遗产的称号或对历史

建筑的保存来发展旅游业。因此那些呈现痛苦记忆

(环境污染 、灾难 、战争的破坏)的历史建筑的保护问

题易成为一个热门而又有争议的话题 。“城市 、记忆

和保存”研究小组对日本的福山市和长崎以及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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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迈府 3 个案例进行了研究 。森久哲(Satoshi

Morihisa)(日本法政大学)研究了福山市的拆迁案例

中呈现出的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冲突 。支持拆迁的认

为 ,这个方案有利于减少交通拥挤吸引更多的游客

来参观 ,它也是一个城镇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反对

拆迁的认为 ,如果实施这个方案 ,则失去了它自己的

历史认同。研究发现 ,这种冲突不仅仅是“传统生

活”与“现代生活”的对抗 ,更是由于社区成员对其遗

产的不同理解所造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从社会 、历史

和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冲突 ,也表

明一个地方社区的社会纽带和自然环境存在着某种

关系 。

深谷直弘(Fukaya Naohiro)(日本法政大学)研究

了长崎市考察保护原子弹爆炸中幸存建筑的保护运

动及其所遭遇的困境 。它集中研究了原子弹爆炸中

幸存的“新兴善小学保护运动” 。Kozen区的本地居

民和民间团体对保护分别赋予了不同含义 ,当地居

民认为保存是为了纪念“当地居民的老学校” 。而民

间团体坚持认为是原子弹爆炸时受伤的人得到治疗

而临时设置的医院。由于他们的观点不一致 ,没能

采取一致的行动来阻止“新兴善小学”被毁坏 。研究

发现 ,保护原子弹废墟的社会条件必须放到生活史

以及空间 、经济限制等背景的价值中来考虑。这也

为环境社会学如何处理战争所造成的废墟问题提供

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

前面两个案例都是讨论有争议的问题 ,而莲见

朱加(Ayaka Hasumi)(日本法政大学)所关注的泰国

清迈府案例则是关于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一起努力

保护他们生活的历史区域 。清迈地区的人们为反对

政府的城市发展计划而建立了保存历史建筑的非营

利性联盟 ,它是由来自不同组织 、不同信仰和不同职

业的志愿者组成的。研究发现 , 80%的当地居民倾

向于选择传统的生活方式并希望能保护其历史和文

化遗产 ,而且他们反对任何可能对社区造成破坏的

现代化发展道路 。

五 、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其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应对不仅是一个自然

科学的问题 ,也成为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东亚的

社会学家对此如何反应呢 ?在本次研讨会上 ,学者

们对气候变化与人口迁移 、各种组织和媒体对气候

变化问题的反应 、低碳城市的建设以及清洁发展机

制中的公平问题等进行了探索 。

国际上对气候因素引致人口迁移的直接关联性

和重要程度一直存在争议 。2010 年中国西南地区

遭受的特大干旱给探索极端气候事件和气候变化移

民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研究背景。在此特大干旱

影响下 ,当地农村居民是否以及怎样采用迁移的方

式来应对 ?施国庆 、余庆年(河海大学)以 2010年 8

～ 9月在受灾严重的中国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所进

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 ,引入“气候变化 ———人口迁移

响应”的基本理论框架模型 ,考虑公共和私人两个层

面的作用 ,对地方政府 、村集体和农户自身的灾后适

应行为进行分析和效果评价。研究发现 ,两个层面

适应行为的共同作用缓解了特大干旱给农户生计带

来的压力 ,使得农户家庭成员的迁移并不成为必须

的选择 。

各种各样的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等)对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都作出了一些回应 。当中国环境

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的参与诸如水利发展和环境教

育等国内问题的政策制定时 ,他们在应对气候变化

的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仍然相当有限。晋军(清华

大学)根据对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深度采访以及

对中国三大顶尖报纸报道气候变化的内容分析了这

些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和国内活动上制定不同目标和

策略的原因。研究发现 ,中国国内高度集中的政治

结构和新生代环境活动者的出现共同导致了中国环

境非政府组织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不同角色 。尹宣真

(Sun-jin Yun)(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等对韩国的气候

变化政治网络进行了分析 ,即韩国的主要组织是如

何看待气候变化问题的 ,以及他们又是怎样构建相

关政策网络的 。研究发现:经济发展网络比环境保

护网络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气候变化问题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林子伦

(Tze-Luen Lin)(台湾大学)以台湾 2007 ～ 2008年的

报纸报道为例 ,用话语和关系网络途径分析了气候

变化媒体话语是怎样形成和呈现的及其原因以及反

过来它们又是如何影响政府气候变化政策的。这些

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多种行动者和话语网络是如何

影响 政府 气候 政策 的。长 谷川 公 一(Koichi

Hasegawa)(日本东北大学)等则用行动者网络分析

法比较了1997 ～ 2009年 13个国家的不同主体对气

候变化的反应 ,研究发现 ,日本和韩国的政府和企业

都比较关注气候变化问题。这可能与东亚文化中易

于接受科学的逻辑有关 , 这还可进一步通过高水平

的教育 、迅速增长的科学研究能力 、经济发展依赖于

制造业出口而不是化石燃料的加工等因素来解释东

亚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为什么易于接受科学的逻辑。

低碳城市主要通过技术 、行政和经济等手段减

少碳排放来实现。史明宇 、陈绍军(河海大学)认为

不管是通过哪种途径 ,其焦点都在于通过改变城市

体系的经济结构来实现低碳城市的目标。然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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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社会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结构 ,且各个结构

之间相互重合 、相互作用 ,因此低碳城市的实现需要

对城市的各种结构进行系统的调整 。

清洁发展机制(CDM)是发达国家购买产生于发

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 。它既满足了发达国家温室气

体减排限制目标 ,同时又刺激了发展中国家的可持

续发展 。但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发达国家以廉价

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潜力 ,发展中国家的下一代

将需要更多的投资来减少温室气体 。而且清洁发展

机制项目几乎无益于当地的发展 ,并使发展中国家

付出了环境和社会成本 。郑敏芝(Min-Ji Jeong)(韩

国首尔国立大学)使用生态不平等交换的框架分析

了这种清洁发展机制交易 。研究发现:虽然发达国

家通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来补偿发展中国家对环境

的破坏 ,但它们也创造了另一种类型的生态不平等

交换 。

六 、环境意识与生活方式

自从 20世纪 70 年代 ,对环境质量公众关注的

调查成为环境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最热门的研究主题

之一 。目前环境态度研究的关注点已从辨别环境关

注的决定性因素转变到考察它和环境负责任行为之

间的关系;另一方面 ,随着环境态度研究的不断增

长 ,环境关注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同质型整体的行为 。

因此 ,朴熙齐(Hee-Je bak)(韩国庆熙大学)认为 ,一

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是:对不同地理范围环境问题的

何种程度的关注可以转化为实际环保行为。哪一层

面的关注(本地的 、国家的和全球的范围)更有助于

对环境负责任的关注程度 。除此之外 , 还研究社会

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收入 、教育 、年龄等)对环境负责

任行为的影响。

梁钟惠(Jong-Hoe Yang)(韩国成均馆大学)对韩

国近 30年以来环境关注的总体趋势及其社会基础

进行了研究 。1982 ～ 2010年韩国国民对环境的关注

度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 70%以上的国民对环境

很关注 ,只在这一阶段有一些小小的波动 ———如在

2000年到达最高点 ,总体上成倒 U字曲线。研究认

为 , 环境衰退 、物质富裕和全球化等理论虽然不能

完全解释这种现象 ,但也不能完全否定。韩国环境

运动的兴起经常先于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但在

20世纪 90年代后期以及 21世纪初 ,由于韩国遭遇

如金融危机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问题 ,导致韩国

国民对环境关注的程度发生变化。

除环境关注外 ,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环境危机要

求我们转换生活方式 ,即建立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

李英浩(Young-Ho Lee)(韩国东国大学)研究了佛教

徒的生活方式对建立可持续的生态环境社会的贡

献 。首先 ,以从古至今的顺序介绍佛教的生态传统

历史案例并得到其精神 ,其次 ,以两个案例说明佛教

传统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 ,参与实践

者喜欢这种佛教的生活方式 。这种佛教徒生活方式

的实践能对社会中高生产和高消费的生活模式做出

某些改变 ,并有利于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友

好型社会。

七 、农村环境问题

环境社会学不仅关注城市环境问题 ,而且关注

农村(或农业)中的环境问题 。本次会议农村环境方

面的主题有农村生态技术的传播 、本土的种子保护

运动及农民协会参与地方政治等 。

技术革新的传播并不是一个简单经济优势的问

题 ,其成功与否起码部分地决定于文化 ,许多农业技

术的传播工程因其这样的非经济或社会文化因素而

失败了 。陈涛(中国海洋大学)以两个中国农村地区

为例来研究生态农业技术传播实践 。研究认为 ,生

态技术的传播应该把社会文化方面考虑进去 ,因为

它们将最终决定传播的成功与失败 ,表面上看 ,技术

标准化(强调技术的一致性)与技术区域化(强调技

术的多样性)是相互矛盾的 ,但它们实际上是高度相

关的甚至是一致的 。社会适应性的强度是衡量技术

传播效果的根本标准。这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农村的

生态农业技术的传播也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

种子是食品链条的第一个环节。新自由主义全

球化使得农民的种子被一些跨国公司控制 ,这引起

了一些农民尤其是女性农民的强烈不满 ,韩国 KW-

PA本土种子保护运动是一个生态女性主义和农村

妇女运动成功结合的案例 。金玄真(Hyun-Jin Kim)

(韩国大学)研究韩国女性农民运动是如何接受生态

女权主义的 ,并如何把它运用到运动中的 ,通过认知

的维度 、技术的维度 、组织的维度 3个维度来研究运

动的性质 ,并最终导致了本土种子保护运动的出现

和发展 。

台湾地区在 2010年 10月 25日实行县市合并。

这些地方社区行政建制的调整是怎样影响以农村社

区为基础的环境运动呢 ? 星纯子(Junko Hoshi)(日

本法政大学)以高雄市美浓社区为个案对县市合并

下的地方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

发现 ,尽管美浓地方政权经历了县市合并的动荡 ,但

美浓的社会运动仍找到了一种成功参与地方政治的

方式。

八 、环境社会学理论

邓拉普在主题报告中阐述了(下转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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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会引起媒体的进一步调查访问和网络信息的

搜索 ,挖掘 、搜索出更深层次的信息 ,不可避免牵涉

个人信息的传播 、复制 。例如“虐猫女”被道德言论

征讨谴责之后 ,与之相关的个人信息全部被公布出

来 ,网民将虐待动物网站的注册信息 、域名注册公司

的办公地址 、办公电话 、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 ,甚至

法定代表人的车牌号码 、私人手机 、大学专业 、中学

所在地 、网络购物记录等 ,都被公布于众 。隐私权中

将隐私界定为“不受干涉”或“免于侵害”的“独处”的

权利[ 10] 。网络讨伐对个人信息的搜索 、挖掘并在网

络空间传播 、复制违背了“不受干涉” 、“独处”的原

则 ,导致隐私信息的泄露。网络的公开性和便捷性

及其多媒体传播功能 ,对个体信息的泄露导致其对

私有信息控制权的丢失 ,最终导致网络对其个人信

息和隐私权的侵害 ,可能给受害人造成严重的精神

和财产损害[ 11] 。网络讨伐对信息的层层挖掘 、持续

追踪 ,致使个人信息 、隐私信息暴露在网络空间和现

实社会 ,并被不断传播和复制 ,对当事人的工作和生

活都可能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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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6页)环境社会学的主要趋势和最新发展 ,

认为环境社会学的发展从建构论和实在论向不可知

论和实用主义转化 。1978年美国环境社会学家卡

特和邓拉普最早把环境社会学定义为“社会—环境

互动”或“关系”的研究。还把环境问题定义为环境

问题社会学中的社会问题 。不幸运的是 ,在 20世纪

70年代末期和 80年代早期 ,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 ,

主要局限于人为环境方面的研究 ,如研究房屋和城

市设计的特征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这一时期“社会

—环境关系”的讨论趋向于理论化 ,如卡特的“过度

成长”理论和施耐伯格的“生产的永动机”理论 。但

这种情况在 20世纪 80年代末期尤其在 90年代发

生了很大变化 ,如涌现出大量的底层群体遭受环境

不公正的经验研究。在最近 10年 ,这种研究经常使

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来测量不同阶层之间不平等

的环境污染暴露情况 。而且 ,研究的范围从家庭 、社

区 、国家 ,甚至跨国之间的比较等各个层面的都有 。

与此同时 ,在 20世纪 90年代 ,建构主义的分析视角

也是非常受欢迎的。环境社会学领域至此形成了两

大阵营:建构论和实在论。这两大阵营引发了一些

争论 ,但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妥协相互吸收了对

方的观点。虽然“建构论—实在论”之间的争论在

20世纪 90年代已经结束 ,但我们仍可看到环境社

会学两个阵营之间的分歧 ,如不可知论和实用主义。

邓拉普把其中一个标签为“环境不可知论” 。这种理

论主要但不完全使用在欧洲 ,它通过诠释或理解的

方法把环境问题主要是作为一种象征 、理念和文化

现象来对待 ,对科学知识整体上采取一种相对主义

的态度 ,在它们的分析中仍怀疑使用环境问题的数

据 。这种视角避免了社会—环境的互动 ,代表了一

种现代的“环境问题的社会学”在理论上的相对成

熟;而把另一个主题称之为“环境实用主义” ,这种理

论视角主要使用在北美国家或地区 ,它的主要兴趣

在环境的物质方面 ,把环境问题的科学信息作为生

态问题的指示器。它们也承认这些数据是社会建构

的 ,可能也是不完美的 , 但仍发现它们是非常有用

的 ,在经验分析中它们愿意使用环境指标的数据。

除理论梳理外 ,邓拉普还以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变暖

为例 ,对上述两种理论视角在实践中的应用进行了

分析 。最后 ,邓拉普还对东亚环境社会理论与方法

的发展进行了阐释和展望。他认为 ,随着东亚的经

济 、政治和社会生活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东亚的环境社会学家们也将承担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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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e;political nature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Chang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Li Liaoning (College of Marxism , Hainan

University , Haikou 570228 , China)

Abstract:It is a two-way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chang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e impact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change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decisive and direct while the impa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change

is indirect linked with productivity and policy.

Comparatively , productivity is objective while policy

reflects subjective effort.Therefore , to study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chang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

it is necessary to begin with policies.

Key words: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interaction;mechanism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nd Cultural Conflicts:

The Immigrant Chinese Family in the United States/

Zhou Min(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Asian Studi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Los Angeles 90095 , USA)

Abstract:In the United States , the parents of immigrant

Chinese are strict with their children in study and

behavior.Parents expect that their children may succeed

in the career , make fortune for the family and attend upon

a dying parent. Therefore , deviation from these

expectations is regard ed as a family shame.However , it

is not easy for immigrant families to enforce these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and behavioral standards and

guarantee that familial expectations are met because of

vulnerabilities associated with parental foreign birth ,

changing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 intense cultural

conflicts , and the different paces of acculturation between

immigrant parents and their US-born or US-raised

children.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and cultural conflicts related with immigrant

families.It mainly explores how the parents of immigrant

families and their children deal with their complicated and

changing family relations and how the family and the

ethnic community function to facilitate immigrant

children' s successful adaptation.

Key words:Overseas Chinese; immigrant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cultural conflicts

Innovation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Process of

Antipoverty in China ' s Rural Areas Based on

Development-Oriented Policy/Yao Yun-yun , et al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Arts , 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 , Daqing 163318 , China)

Abstract:Poverty in rural areas is the major issue

pertaining to China' s socialism construction and the

people' s livelihood.Actually , poverty in rural areas is in

the multi-dimensional state.The underprivileged in rural

areas are deprived of feasible ability , development

chances and development rights.Traditionally , anti-

poverty policy in rural areas is problem-oriented mode

focusing on making up deficit and economic relief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nurturing development idea , which leads

to the occurrence of re-poverty phenomenon.However ,

development-oriented policy adds development element to

anti-poverty policy , which conform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rural areas and is the creative way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concerned.

Key words:rural poverty;social policy;development;

development-oriented policy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Theory/Cai Ping(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yuan 030024 ,China)

Abstract: As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focuses o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Then it states that the

essence of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theory is to study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knowledge sociology.In addition ,

it points out that the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theory lies in that it decreases

the decisive status of natural elements in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Meanwhile , it emphasizes hermeneutic

importance pertaining to social or cultural practice.

Therefore , it makes people change their concern from

environmental issue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Key words:environment and society;environmental

realism;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theory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East Asia:Summary of

the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East Asia/Zhang Hubiao , et al(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Hohai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8 , China)

Abstract:At present ,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s the

focus of the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study in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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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ctober 2011 , the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East Asia was held in Catholic

university , Korea , which centers on the issues such as

Fukushima nuclear power plant disaster ,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victim compensation , environmental policy ,

ecology and history ,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and

countermeasures ,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and

lifestyle , countryside environment problem , and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Key words: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ility;East Asia;

the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summary

Aesthetic Value of Water Project/Wei Tianjiao(School

of Marxism , Hohai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8 , China)

Abstract:Water project is implemented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what is beneficial and abolishing what is

harmful.Besides the requirements of practical use and

safety ,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basic law of

creation , namely , construction based on aesthetic

principle.Water project is different from common

engineering project due to its particularity.Therefore , it

is compulsory to weigh up its aesthetic value built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project.In Chinese history , the

ruling class pays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aesthetic value of

water project while the livelihood water conservancy of the

new era seeks for aesthetic value of water project.Then ,

the main elements of aesthetic value of water project

consist of the following points:image beauty of water

body , beauty of water project architecture , image beauty

of attached building , harmonious beauty of project and

environment , beauty of local culture and image beauty of

water project management.

Key words:water project;aesthetics;particularity

Harnessing-Water Beast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Harnessing-Water Customs/Wang Peijun (Jiangs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Nanjing 210013 , China)

Abstract:Chinese forefathers often use magic arts to fight

against evil things and gradually form the harnessing-water

customs in the process of bringing water under control.

There are a thousand and one animals used as harnessing-

water objects , among which the harnessing-water iron ox

is the most popular one.Although it is impossible to

harness water depending on the supernatural animals , the

ideal of harnessing water disaster and the spirits of

struggling with water disaster deserve to be respected and

highlighted.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research into

Chinese traditional harnessing-water customs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Such research may arouse the

consciousness of water disaster , develop the travel

resource of water culture and study various local cultures.

Key words:water culture;harnessing-water customs;

harnessing-water beast;folk customs;cultural trip

An Analysis of Heritage Protection of Water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of Grand Canal of Hangzhou

Section/Zhang Zhirong , et al(National Water Museum of

China , Hangzhou 311215 , China)

Abstract:The most important section of Grand Canal

locates in Hangzhou ,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s rich

in water culture heritage.The water culture heritage of

Grand Canal falls into three categories:water culture

heritage of physical form , water culture heritage of

institutional form and water culture heritage of spiritual

form.To protect and develop water culture heritage of

Grand Canal ,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measures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First , it is important to establish

systematic water culture files.Second , relying on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World Heritage project , it is

possible to protect and develop water culture heritage of

Grand Canal of Hangzhou section.Third , it is compulsory

to adhere to the protection-focused and saving-oriented

principle.Thus reasonable harness and strengthened

management can be available.

Key words:Grand Canal;Hangzhou section;water

culture heritage;protection;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of Management System of Ground

Water in China/Wang Jianwen , et al (Law School ,

Hohai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Ground water , as the water resource of fine

quality and low-pollution with strategic status , is being

extensively developed and the degree of pollution is

increasingly deteriorated.However , China' s present legal

system related with ground water has its failings which are

impossible to meet the demands of protecting ground

water.Thus , it is important to carry out systematic

research into legislative protection of ground water.The

paper , based on the advanced idea and system of overseas

nations , maintains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establish management system of ground water.Also it

should set up deficit area system , assessment and

monitoring system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system.

Key words:ground water management;main system;

deficit area; assessment and monitor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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