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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多年努力, 中国的水污染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各级政府认识到保护水环境的重要性, 加大了水污

染处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在/十五0、/ 十一五0期间城市

污水处理厂的建设速度大大加快。从中央到地方, 各级

政府也加大了水污染处理和水环境保护的科研投入力

度,一大批研究成果脱颖而出。另外, 通过媒体等途径的

宣传,民众对水污染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 ,保护水环境的

意识也有所加强。

但是目前水污染问题依然十分严峻。虽然局部水域

的水质有所改善, 但总体水况仍然堪忧。城市水源地及

景观地水质得到控制、改善, 但乡村河网仍然呈恶化趋

势。有的河浜淤塞、河道人为截断, 水体污染严重。从区

域关系看,大都市及经济先发展地区的水污染有所遏止、有

所缓解,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污染却在恶化。因为大都市及

经济先发展地区加紧了对污染排放的管制, 使大量的污染

源从城市和经济先发展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

水污染按其来源可以分为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和生

活污染。一般把工业污染称为点源污染, 比较分散的农

业生产污染和生活污染称为面源污染。国外市场经济发

达的法制国家, 作为点源污染的工业污染基本上可以控

制,面源污染问题相对比较突出。中国由于是后发国家,

在最近的 30年中工业快速增长, 所以因工业而造成的水

污染问题仍然十分突出,面源污染问题也在日益突显。

工业污染仍然是水体污染最主要的危害源。首先是

工业污染的总量很大。虽然处理设施有较快的增长, 但

由于快速的工业化, 工业污染排放总量仍然十分可观。

大量的中小企业基本上没有污水处理设施, 污水直接排

入河流, 污染水体。大企业一般有相对严格的污染处理

设施,但由于总量大, 仍然对水体构成很大的环境压力。

其次,工业、特别是化工等行业排放的污染物, 毒性比较

大,对水环境影响比较大。一个小化工厂可以在一夜之间

把一条河流污染,但要让被污染了的水体自净,则需要很长

时间;如果反复向河流排污, 水体就很难自然恢复了。

依笔者观察, 工业污染具有物质污染与/ 精神污染0

的双重污染特征。即它不仅污染了水域, 也对人的行为

和观念产生了毒害作用。水的功能从/ 高级0到/ 低级0可

粗略地分为饮用、渔业生产、农业灌溉 , , 纳污, 等等。

当工厂把河流污染以后, 河流就失去/ 饮用水0的功能 ;河

里的鱼虾不能吃时, 河就失去了养育鱼虾的功能 , , 污

染的最终结果, 河流只能用于纳污了。一旦水体只剩下

/纳污0功能,人们就不再尝试去保护水体, 而只会做加剧

水体恶化的事。在这一过程中, 人的观念也在悄悄地发

生演变。传统时期的水乡居民, 对河里可以扔什么、不可

以扔什么,比较严格地遵守着当地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

但河流被污染以后, 公众保护水域的动力消退, 无意识

中,以前自觉保护水体的大众成为水污染的主体 ¹ 。

农业生产对水体的污染影响也在加剧。农业生产越

来越倾向于/ 懒人0 作业, 而以化肥替代传统的农家肥是

/懒人0作业的选择之一。农村中农家肥使用的减少、秸

秆利用的减少, 使得包含在这些物料中本来利用而分散

到耕地上营养物,更可能集中抛弃到水体中, 从而增加水

体中氮磷等营养物。传统的养殖业是散户养殖, 而随着

养殖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养殖业的集中度不断提高, 规模

养殖的比例不断增加。只要环保措施不能及时跟上, 就

有更多机会集中向水体排污。另外, 为了保证农田的高

产、稳产,农田水利的灌溉、排水系统的完善,使水在农地

上停留的时间缩短, 更有可能把庄稼没有吸收利用的营

养物流入河流湖泊。

生活污水向水体的排放量也在不断增加。城镇居民

以及那些在城镇工作生活的农村人口的总量在不断增加

中, 污水排放量不断增加。最近一些年份 ,村民的居住条

件不断改善,抽水马桶普遍使用, 但没有相应的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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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从而影响水环境。

水污染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简单说, 它是

一个/ 多因多果0问题。水体污染是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

生态系统共同作用、演化的结果。

如何来看待水污染问题?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不

同的关注点。自然科学主要研究物质形态的水污染问

题,关心污染物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社会科学视野

中的水污染问题, 则主要关注污染背后的非物质因素。

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 则主要从人的行动、社会结

构、制度、文化等方面, 去研究水污染的问题。笔者以为,

社会学可以有两方面的作为:一是进行基础研究, 从学理

层面上认识水污染形成的社会文化机理;二是为企业、政

府或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 社会行动0被经典社会学家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

象及研究的出发点。如果用/ 社会行动0这个最基本的社

会学概念去透视水污染问题, 就很容易地透过并抛开形

形色色的污染现象, 直接地观察人的问题。事实上, 水污

染就是人们行动不当的后果。试以频频出现的水污染事

件为例,水污染之所以会发生, 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发

生,是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污染事件中主要利益相关各方

行动的结果。工业污染中最直接、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

是企业主。作为经济理性人的企业主, 追逐利益是无可

厚非的,但如果只是简单地追逐眼前的经济利益, 这样的

企业行为不仅影响环境、影响其他群体的利益, 最终也将

影响企业自身的长久利益。但在社会转型期, 大量的企

业只是考虑自己眼前的收入。据推算, 中国企业的平均

寿命约为 3. 5 岁 º 。中国企业的如此/短寿0 ,与此不无关

联。作为污染的直接害者, 普通百姓为了基本的生存, 在

面对反污染的专业壁垒, 在企业、政府的等强势组织面

前,只是沉默, 仅有少量的/傻子0、/ 疯子0作抗争。作为第

三方的技术专家往往缺乏独立立场, 而一些职能部门则

利用掌控的环境容量之/ 稀缺资源0 作为致富资源。所

以,污染难以避免 » 。

当然,无论是个体的行动, 还是群体的作为, 都是在

一定的社会情景之中发生的, 同时也受到社会规范的约

束。目前中国与水污染相关的法律, 虽然不能说十全十

美,但基本的法律规范是有的。就是说, 水污染问题的产

生主要是源于不按规范行事。比如, 按照法律不该降生

的企业/ 准生0了。本该达标排放的企业, 却可以不达标

排放而长期生产。污染发生后, 因为取证困难等原因, 污

染企业难以受到应有的惩罚, 而被污染方的损害则难以

得到应有的赔偿。这样的后果, 给企业主和大众以/ 污染

有理,被污染活该0的法律印象 ¼ 。

事实上,不仅社会行动嵌于社会制度之中,法律体系

也是深嵌于文化之中的。社会、文化中的一些基本假定,

往往对人们的行动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且这样的影响往

往是/ 来无影去无踪0, 很难让你感受到它的存在。在讨

论生态问题的历史文化根源时, 怀特最早注意到西方世

界的生态危机是与基督教有关联的。½ 中国的环境问题

自然也有中国自身的历史根源, 笔者另有专文讨论此问

题,此处不再赘述。这里仅举中西方对人性认识的差异

与假定作一说明。对人性认识的差异与假定就会产生截

然不同的社会后果。人性是善是恶 ,本没有定论, 可以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中西方社会中对人性的假定可以归结

为两种理想类型。中国传统社会对人性的假定, 可以表

述为/人性是善的, 即使恶, 也可以通过教化使之从善0。

这是一个不易论证、也不可能在此短文中论证的话题 ,仅

举5三字经6予以说明。5三字经6首句/ 人之初, 性本善0 ,

说人性是善的;随后, 它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 包括家庭

与教师。所以,在中国社会中, 社会控制中对伦理道德及

其教化的重视高于西方意义上的法律。理想类型中的西

方社会,假定人性为恶。5旧约6/ 创世纪0第三章, 说夏娃

因为偷吃了伊甸园的禁果, 从此种下了罪的后果。5旧

约6/ 诗篇0第五十一篇说:/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

怀胎的时候, 就有了罪。0这就是一种/ 罪性( Sin)0的人类

/原罪0。从/人性恶0这个假定出发, 社会控制强调从制

度、规则上去约束个人, 控制个人。西方世俗社会中, 如

现代西方国家政治,普遍建立的相互制衡的机制, 像美国

建立了/ 宁愿三个魔鬼打架, 不要一个圣人执政0三权分

立的制衡机制。政治领域里的制衡机制、市场体制里的

监管机制等等,都是从/ 人性恶0的假定出发建构制度的。

中国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 是在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基

础上建立起来的, 并把/ 市场经济0作为工具 (手段 )来使

用的。而西方的市场经济是在西方的价值观、文化让建

立起来的。所以, 如何来建立一个与中国社会文化相适

应的污染的社会控制体系, 需要长期探索。

水污染是一个/ 多因多果0问题, 所以解决水污染问

题的策略也需要多方入手、系统地解决。从社会学专业

的角度看, 治理污染的问题, 主要不是解决污染物的问

题,而是要解决与水污染相关的人的问题。我们平常看

到的水体污染,只是一种物质表现形态,物质形态污染背

后其实是人的问题 ) ) ) 是因为人的行动不当造成的。从

国际经验看, 发达国家的工业企业污染已经得到有效控

制, 点源的治理控制手段基本上是成熟的。因此, 治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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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要从调节人的行动着手, 结合考虑深层的社会结构

和文化。

( 1)监管好污染者。目前,政府在污水处理和水环境

保护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和精力 ,而政府的监管

力度则相对滞后。笔者认为 , 无论是工业企业污染物的

处理还是城市污水的处理, 市场能够解决的都应该让/ 市

场0来解决。政府最根本的任务是监管。中央、省级政府

应加大对水污染技术监控网的建设。可以在主要河流、

重点企业下游设置水质监测仪器, 这样, 政府部门可以直

接掌握环境变化动态。从笔者调查了解的实际案例看,

无论江浙界河上监测装置, 还是在淮河流域上一些重点

污染企业污染在线监控仪, 对地方及企业的污染的遏制

起很大作用。时机成熟后, 扩大水质监测仪器布点密度。

同时, 建立/水质透明0制度:先可以在一些跨省的界河上

建立水质透明制度;条件成熟时, 可以通过互联网公布实

时监测到的水质信息。

( 2)河长制。1968 年美国学者哈丁 (Garrett Hardin)提

出了/ 公地悲剧0这一概念 ¾ 。水体污染很显然也是/ 公

水悲剧0的表现。在当下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下,

水资源与人类需求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在主流的西方

经济学影响下, 清晰产权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所

以,有不少学者、政府官员, 鼓吹学习某些西方国家, 实行

/ 排污权交易0。笔者认为, 当下的中国很难通过实施/ 排

污权交易0来解决污染控制问题。

清晰产权可以解决问题, 但清晰/ 公水0 的产权非常

困难。如果一定要划清, 成本也会非常地高。但如果避

开公水产权不清晰问题, 直接从管理入手解决问题, 也未

尝不可。从管理的角度看, 如果责任清晰, 即使产权不

清,同样也可以解决问题。大例子是中国农村的/ 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0 , 在早期的实践中, 农村土地的产权是不

清晰的(即使现在也不能说农民的土地产权是清晰的) ,

但因为责任是清晰的, 所以生产承包责任制有效地解决

了农业生产问题。小的案例如我们在太湖流域的实地调

查中, 发现/河段责任人0可以有效地管住其对应河段的

卫生与污染问题。所以, 实行、推广/ 河长0和/ 河段责任

人0的河流管理责任制, 给责任人予相应的责任、权限和

奖惩措施, 可以解决河流/ 放任自流0而致的/ 公水悲剧0

问题。

( 3)管好干部。环保方针与政策制定之后, 地方干部

能否执行以及执行的力度和效果就成了关键因素。然

而,目前的干部考核制度不利于环境保护, 也难以遏制环

境破坏。科学发展观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上, 考核地方

行政官员仍然主要用经济指标。因此, 在干部考核中应

弱化对经济指标的考核。此外, 干部异地任职和频繁的

流动机制, 也不利于地方的环境保护工作。环境保护是

一项见效比较慢的工作, 短任期的外地干部更倾向于追

求短期政绩,忽视环境保护等基础性工作。相对而言,任

用本地干部更有利于环境保护, 他们比较在乎自己的名

节, 包括退休后的声誉。因此, 干部的流动机制也需因地

制宜。

( 4)重视民间环保力量的作用。企业污染已经引发了

大量的冲突。环境污染引发的冲突, 实际上是污染受害

者与诸如企业主一类的利益集团的矛盾。在这样的冲突

中, 政府应该恪守中立, 做好裁判员的工作。在以往的水

污染纠纷中, 政府往往偏向企业主和地方干部这一边。

老百姓不仅怨恨企业主, 也怨恨政府官员, 最后可能会演

变成政府失信于民的局面。因此, 在水污染纠纷中, 政府

应客观公正地处理污染冲突。经验表明, 非政府组织可

以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起重要作用。非政府组织因为没有

利益动机和较少的功利色彩, 对环境保护这样需要长远

的、整体考虑的问题,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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