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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水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本质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可从两种理想类

型入手探讨人水关系。在“人水不谐”型里 ,人与水环境的互动呈恶性循环 :水污染导致居民患病 ,

影响经济发展 ,诱发贫困 ;随着污染危害的加深 ,出现人口迁移 ,进而加剧社会分化与社会不平等等

次生社会问题。“人水和谐”型为人与水互动的良性循环 :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下发展生产 ,产生良好

的经济效益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为保护环境提供了动力 ,也为社会发展提供经济基础。重视当代中

国的现代性特征及生态知识 ,是实现由“人水不谐”向“人水和谐”转型的认知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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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水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人们的日常生活离

不开水 ,在工农业生产过程中水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传统社会里 ,除了面临旱灾之类的自然灾害 ,在人

类生活的概念里 ,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随

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用水量急剧增加。与

此同时 ,水污染日益严重、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 ,

像太湖流域这样的富水地区也出现了所谓的“水质

性”缺水 ,人类的不当活动造成并加剧了“水荒”。因

为水污染而造成的疾病、贫困、人口迁移 (生态移民)

等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些社会问题进而形

成社会不平等等次生社会问题。与此不同的是在经

历了挫折和失败后 ,部分地区走出了“污染 —疾病 —

贫困”这样的恶性循环 ,实现了生态保护、经济增长

与社会发展的多赢格局。因此 ,无论就理论层面还

是现实层面看 ,探究人水和谐关系已成为一项迫切

的研究课题。

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比较集中的研讨是在中

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后。2004 年 9 月 19 日中共十

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

能力建设的决定》,把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视为

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提法主要是源

于当时 (当前)社会运行与社会矛盾的一些新特点 ,

即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深入 ,原有的利益格

局调整、分化 ,出现了一些新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

盾 ,进而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如何协调社会

各利益主体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形成和谐相处的

社会已成重要任务。

之后 ,关于和谐社会的含义、内容等 ,学术界开

始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陆学艺从结构角度入手分

析中国社会的现状 ,指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应该对现

有结构进行调整[1 ] 。郑杭生认为社会三大部门结构

和功能的调整是和谐社会建设所必需 ,只有消除社

会三大部门结构性、功能性障碍 ,才能为和谐社会建

设奠定协调的社会结构[2 ] 。西方社会学事实上也一

直关注“社会和谐”问题 :社会均衡论从正面解读社

会和谐问题 ,社会冲突论则从反面解读社会的“和

谐”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 ,“和谐”一词最早出现于

《管子·兵法》中 :“畜之以道 ,则民和。养之以德 ,则

民合。和合故能谐 ;谐故能辑。谐辑以悉 ,莫之能

伤。”就是说 ,有了和睦、团结 ,行动才能协调 ,才能达

到整体的步调一致。孔子所极力倡导的“仁”,实际

上探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问题 ,而以老子为代

表的道家学说 ,则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老

子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论述至今仍是国际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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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环境问题的极其重要的思想遗产。

和谐社会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理解 :一是人与

人的和谐 ;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从社会学的角度

看 ,人与自然的和谐 ,归根结底还是人与人的和谐。

所以 ,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与人的社会和谐。当然 ,

这里所说的人是社会中的人 ,是社会人 ,即既是单独

个人也包括群体和社会阶层。

①这方面 ,日本环境社会学家的作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他们脚踏实地地进行一个个案例研究 ,逐步积累 ,发展自己的概念和

理论。

②在本课题研究进行文献检索时发现 ,有关“癌症村”、“怪病村”的现象媒体已作了大量的报导。2008 年 7 月 9 日 ,用“癌症村”在 Google 进

行检索时 ,网页显示“约有 69 000 项符合‘癌症村’的查询结果”。

③如果用下面的陈述“水污染导致受影响居民的疾病/ 死亡”来表达当前水污染的状况 ,虽然“医学事实”、“法学事实”可能还不甚清楚 ,但

社会学事实已很清楚。

为什么说现代社会人与水 (人与自然) 的和谐 ,

归根结底也是人与人的和谐问题呢 ? 在前现代社会

中 ,相对于人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与摄取能力来说 ,水

资源无限多、水环境容量无限大 ,但这样的假设在现

代社会已不能成立。所以 ,如何争取最大的资源、获

得最大的环境容量是现代社会“理性人”所必须面对

的。水资源短缺、排污纠纷以及环保运动等 ,水只是

扮演这些“故事”的舞台 ,而人与人的竞争、合作、矛

盾、冲突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 —水’和谐

机制研究 ———基于太湖、淮河流域的农村实地调查”

的主题文章 ,以理想类型为切入点 ,意在从宏观角

度、一般层面探讨人 —水关系。笔者认为 ,在目前阶

段 ,探讨人水关系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从当前的

资金投入和行动导向看 ,政府及相关部门都急于用

技术去解决水污染问题 ,但正如当年孙中山先生所

指出的那样 ,中国的问题不是“知易行难”而是“知难

行易”,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科学家进行耐

心的调查、研究 ,解决基本的认知问题。所以本课题

在设计时 ,在研究策略上不追求宏大、完美的研究 ,

而是承认一个课题研究的局限性 ,在有限的能力、精

力条件下作出有限而踏实可靠的研究①。课题组在

太湖流域和淮河流域研究发育比较完全的“人水和

谐”和“人水不谐”类型 ,探讨“人水和谐”型社区的主

要特征和形成机制 ,进而探索实现向“人水和谐”社

区转型的条件、机制和内部规律性等问题。

二、环境衰退与疾病、贫困和迁移 :

“人水不谐”型

　　笔者 2005 年在太湖流域进行的实地调查中注

意到地方干部和群众对因水污染造成的人体健康受

损状况十分担忧 ,听到了诸如“癌症村”、“征兵体检

没有一个合格的”等等的说法 ,引起了笔者对环境污

染与人体健康关系的关注②。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

水污染导致了疾病 ,影响了居民的身体健康 ;污染影

响了经济发展 ,使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诱发贫困 ;

污染危害到一定程度以后 ,出现受影响人口“逃离”

现象 ,而人口迁移又加剧了社会分化 ,导致社会不平

等等次生社会问题。这样的社区可以概括为“环境

衰退、疾病、贫困 ⋯⋯”的“人水不谐”型 ,称 DDP 型

(即英文字母 Degradation ,Disease ,Poverty ⋯的第一个

字母构成) ,简称 D 点。

关于水污染与疾病的关系 ,日本的水俣病事件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3 ] 。中国国内虽然还没有检

索到完整的医学统计数据 ,但基本的事实是清楚

的③。如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沿岸 ,经媒体报道的

“癌症村”不少于 10 个 ,而在基层工作的志愿者们发

现的“癌症村”更多 ,如霍岱珊在沈丘一地就发现了

20 多个癌症发病超过 100 人的“癌症村”[4 ] 。从媒

体的报道看 ,沙颍河流经的河南沈丘县是个重灾区。

如该县周营乡黄孟营村 (总人口 2 140 人) ,村委会主

任王林生的调查统计表明 :1990～2004 年确定因癌

症去世的村民达到 118 人 ,占总死因的 54 % ;育龄夫

妇中不孕不育患者超过一半 ;10 多年来没有一个人

能通过征兵体检当上兵。在附近的赵古台自然村 ,

总共 300 多口人 ,近几年竟生下 6 名先天性心脏病

婴儿[4 ] 。除沙颍河沿岸外 ,媒体报道的还有安徽淮

北市杜集区石台镇刘庄、安徽省宿州市墉桥区杨庄

乡张庄村、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姚家湾、安徽省蚌

埠市龙子湖区仇岗村等。江苏阜宁古河镇洋桥村

等[5 ] ,因为引进化工企业也成为癌症村。在太湖流

域 ,见诸媒体的有江苏无锡市崇安区广益镇广丰村 ,

浙江嘉兴双塔村、西雁村等等。

从实地调查结果看 ,污染导致的疾病与死亡事

故的危害程度似乎与我们预想的有所差别。按照医

学常识 ,污染应该与疾病呈正相关关系 ,即如果企业

持续污染周围地区 ,那么受影响人群危害持续加重 ,

健康问题持续恶化。这可以看做是污染 —疾病/ 死

亡关系的纯医学假设。我们在实际的研究中发现 ,

疾病发病率、死亡率达到一定的峰值以后 ,即使污染

持续 ,疾病发病率与死亡率也没有继续呈上升趋势 ,

相反还有可能会降低 (图 1) 。笔者对课题组成员罗

亚娟、程鹏立提供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东井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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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桥村是两个受污染严重而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

奇高的地方 ,但癌症年死亡率大约达到 1 %时 (一个

100 人的村庄 1 年因为癌症而死亡的大约 1 人这个

比例时) ,比例就不再提高。笔者的初步假设是 :如

果污染对健康的影响是潜在的 ,那么普通人是不容

易发现的 ;但是 ,一旦某些疾病发病或死亡现象出现

特别的异常 ,那么村民就会探讨因果关系 ,或者虽然

无法获得明确的因果关系 ,但可以采取提高“安全系

数”的办法 ,从而使患病或死亡的情况在到达一定的

峰值以后 ,不再提高。通过人的“避害”选择 ,无疑阻

止了污染对受影响人类健康的进一步危害。这是对

污染与疾病的纯医学模式的修正 ,可以看做是污染

—疾病/ 死亡关系的社会学假设。显然社会学的“污

染 —疾病/ 死亡关系”模型注意到了人在污染、疾病、

死亡过程中的避害、能动作用。

图 1 　污染与疾病发病率关系的假设

①参见 :吴明明. 京杭运河L 塘水质突变威胁 50 万人饮水安全[N] . 现代快报 ,2005Ο07Ο01.

　　从“污染 —疾病/ 死亡关系”社会学假设出发 ,我

们不难发现 ,由于人的积极的避害行动 ,使污染对人

体的持续危害大大减轻了。但从更长的时段看 ,这

样的情况潜伏更大的危害。虽然因为人的“避害”减

少了疾病 ,但却让企业有更多的机会持续地非法排

污。如果企业污染与居民疾病/ 死亡是线性正相关

的 ,即使合乎“纯医学模式”的话 (像企业的设备出现

故障而使操作工的身体出现伤残) ,政府、公众对问

题的认识一目了然 ,对问题的处理也会准确、及时。

但由于污染 —疾病/ 死亡符合社会学模式 ,即人们对

污染危害程度的认识比实际的可能要轻 ,以至于企

业、政府及公众产生“污染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这样

的错觉 ,也增加了“污染 —疾病/ 死亡”因果关系确定

的社会认知困难。

“人水不谐”型社区里 ,除了污染影响居民健康 ,

也已经导致了部分社会阶层的贫困化问题。

工业企业未经处理、或者处理而没有达标排污

的 ,水产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太湖流域有很多的

天然水域 ,天然捕捞业曾经是一项重要的产业 ,但现

在由于大部分水域受到污染 ,天然捕捞的产量微乎

其微 ,有些水域虽能捕一些鱼 ,却因有异味居民不敢

吃。水污染对水产养殖业的危害更加明显。单次的

污染 ,就会使养殖户蒙受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如

浙江嘉兴北部水域连年遭受上游污染侵害 ,对渔业

资源造成重大灾害。仅 2001 年一次严重的水污染

就导致嘉兴市养殖户 300 万只珍珠蚌死亡 ,200 万只

珍珠蚌被迫转移 ,66617 hm2 水面荒废[6 ] 。长期的水

污染 ,后果更加严重。鱼类资源几乎损失殆尽。随

着污染的步步逼近 ,产业被迫后撤。在嘉兴北部地

区 ,由于遭受污染 ,外荡养鱼被迫放弃而改养耐污力

比较强的珍珠蚌 ,在一些水质没有确保的内荡 ,也被

迫放弃养殖鱼虾。水产业正濒于毁灭性的边缘。

“6·27 事件”①发生后 ,兴城镇一些靠天然捕捞

为业的渔民就面临失业的危险。兴城镇的天然水面

面积有 600 hm2 多 ,有 2 个渔民村 ,村民主要靠捕捞

为生。因为水污染爆发 ,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 ,要靠

政府救助 (2005 年 7 月 12 日对兴城镇农业服务中心

P 先生的访谈) 。但贫困与污染的相关不是一种线

性表达 ,主要是因为受影响人通过迁移选择 ,包括人

口的直接迁移 ,职业选择、特别是代际职业选择 ,部

分抵消了污染的直接影响。但这并不能掩盖水产业

毁灭性影响的基本事实。

除了水产业 ,其他行业也会因为污染而导致经

济萧条、地区贫困问题。淮河流域的丁集是一个典

型的案例。1990 年前后 ,丁集曾是中原地区的皮革

加工集散地 ,是全国乡镇“百强”之一。后因污染过

重 ,环保部门查处、媒体曝光 ,居民也因为担心健康

而搬迁 ,于是丁集逐渐衰微。据偶正涛的观察 :

镇上人员稀少 ,虽是艳阳高照的中午 ,也感到萧

条凄凉 ,不像人们传说那样红火。⋯⋯向导王兆华

说 ,这里原来家家有厂子 ,户户搞皮革。全国的商人

都来采购。现在污染得水没有人敢喝 ,外地人不敢

来。镇上有办法的人都搬走了 ,留下的人要么实在

没有办法 ,要么还在这里办厂子。现在办厂子的人

也不多了[7 ] 。

疾病往往是致贫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目前中国

农村地区贫困人群中 ,由于疾病导致贫困的 ,或者虽

然脱了贫但因为疾病而又返贫的 ,占了相当高的比

例。污染而导致疾病 ,因疾病而继发次生性贫困 ,这

样的恶性循环的在污染严重的地区普遍存在。另外

一个极端的情况是 ,村民因污染而进行抗争 ,长期的

上访、没完没了的官司 ,影响了村民正常的生活、生

产。东井村的调查发现 ,村民为了进行污染抗争而

付出了高昂的经济成本[8 ] 。

但是另一方面 ,人具有主观能动性 ,他会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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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而进行积极的应对活动 ,以削弱环境对他的

负面影响。从排污者 (在多数情况下 ,他也往往是污

染的受害者)方面看 ,他发现污染以及因为污染产生

的负面影响 ,通过学习、思考 ,采取新的发展策略 ,探

寻生态、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多赢格局。遗憾的是 ,目

前进行积极思考、努力探索并且取得实质性突破的

“多赢”类型并不多。从环境污染的被动受影响方

看 ,他们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 :一是选择与企业进行

抗争 ,抵制企业的污染。从目前中国国内的情况看 ,

与污染进行抗争的人有 ,但最终能够取得成效的可

谓寥寥无几。另外一个办法是选择沉默、或经过抗

争无效后选择沉默 ,这是目前中国环境受害人大多

数实际采取的策略[9Ο10 ] 。在普通的污染情形下 ,他

们选择忍受 ;而像所谓的“癌症村”这样的类型 ,有条

件的部分居民开始“逃离”。有经济实力的人 ,通过

在城镇购买住房 ,逃离原来的居住地。另有一些人 ,

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其他地方上学以逃避本地环境可

能造成的危害。还有一些人则选择长期在外打工 ,

虽然户籍上没有迁出 ,但实际上已经很少回家居住 ,

以减少环境污染可能对身体造成的危害。在应对环

境污染方面 ,由于不同阶层的信息获得能力、认知水

平、受教育程度、经济承受能力等等方面存在差别 ,

次生社会问题 ———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因此产生。

显然 ,“人水不谐”型是因为污染而导致疾病、贫

困、迁移、社会不平等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模式。人

类应当避免这样的类型 ,探寻生态与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的类型。

三、生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

“人水和谐”型

　　与前述的因为污染而导致的疾病、贫困、迁移、

社会不平等这一理想类型的进路相反 ,另外一种理

想类型是生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或者称 EES

型 ( Ecological , Econom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简

称 E点。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强调天人关系的和谐 (自然

与人类社会的和谐) 。在中国文人的山水画中 ,高山

流水、枕溪的小屋、人们乐于其中的构图到处可见。

构图所传达的观念显而易见 :人是自然中极其微小

的分子 ,而不是自然的主宰。在民间的生产生活实

践中也发展和积累了大量的人水和谐相处的物质文

化和规范文化。比如笔者研究的太湖流域的圩田系

统 ,水域 —水田 —旱地构成一个循环有序的物质系

统 ;在物质流和能量流的各个环节中 ,人类的生产生

活活动只是整个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实

践中发育的生态伦理与实践规范约束人的行动 ,使

之符合可持续利用的生态系统的要求 ,维护圩田系

统的正常运行[11 ] 。简而言之 ,在快速工业化到来之

前 ,生态环境普遍是比较好的。但传统社会中物质

的极度匮乏、经济的长期低效状况 ,也恰恰是现代社

会所不能容忍的。“山清水秀”在很大程度上是“贫

困”的代名词。当今天的城市和东部地区衣食住行

得到极大改善的情况下 ,我们深入到一些经济条件

比较差的地区时 ,仍然会感慨于环境很好但人很穷

的窘境。

因此 ,衡量一个社会、一个社区 ,必须从多方面

综合考虑。1999 年笔者受亚洲开发银行委托就长

江上游水土保持项目在重庆、四川、云南进行了长达

两个月的田野工作。通过与地方官员、技术行家、乡

村精英及普通百姓的广泛讨论 ,笔者发现 ,即使像水

土保持这样的项目 ,人们对经济的考虑也始终是放

在第一位的。无论是封山育林、植水保林或种经济

果木 ,如果没有持续的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很难得以

持续 ,所以即使是这样的以生态、公益为目标的水保

项目 ,仍然需要考虑项目各利益群体在项目过程中

的经济利益关系 ;生态 —经济 —社会效益必须统筹

考虑。工业化及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推进 ,使当前的

中国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看重经济 ,经济理

性普及程度高于历史上任何时期。因此 ,小至个人

的活动、家庭决策 ,大至企业建设、政府项目 ,无论做

什么 ,经济利益始终是决策的焦点。对生态问题的

思考、环境治理策略的设计 ,自然不能割裂当前中国

经济的基本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我们必须

从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去理解社会[12 ] 。

生态/ 环境项目必须考虑其经济效益 ,否则难以

持续 ;与此同时 ,任何经济活动 ,也应有生态的和社

会的考虑 ,否则难以持续 ,D 型社区就是因为只考虑

经济的增长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典型案例。关于经济

与生态的关系 ,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要发展经济就

必然会影响甚至牺牲环境 ;如果要保护好生态环境 ,

就必然会降低经济效益。假如这样的关系是一个

“铁律”,那么作为经济理性人的企业主进行经济活

动时就不会考虑生态环境的保护。但事实上 ,生态

与经济两个因子并不总是相互排斥的 ,它们互为增

益的情形也是大量存在的 ,只是因为我们的无知 ,或

者为“短期理性”所蒙蔽。正是因为社会有这样的

“普遍共识”,“生态 —经济 —社会多赢”型显得凤毛

麟角 ,解剖分析这样的类型显得弥足珍贵。

在实际的调查研究中 ,笔者发现 ,这样的类型又

有不同的亚类 :一类是无意识的生态经济 ,即借助于

良好的生态环境 ,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小坑的茶

叶 ———至少就生产者方面看 ———就具备这一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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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小坑村相对而言是属于人少地广、山多林深

的地方。林多、土壤的腐殖质多 ,茶叶味好 ,且耐泡 ,

受到附近特别是城市消费者欢迎 ,名气也慢慢大了。

甚至 ,深山中的溪水“小坑”水也直接销售到城市。

但我们在小坑村对农户进行观察和访问时发现 ,普

通农户虽然已经意识到山外的人因为知道山里的环

境好而进山购买茶叶 ,却还没有积极主动的生态意

识。我们注意到 ,林间大量地种植茶叶 ,甚至把一些

坡上的原生林、次生林砍掉开荒植茶。2007 年大水

后 ,水土流失比较严重。从长远看 ,小坑茶叶因良好

的生态环境而生财 ,但因为缺乏长远的考虑和自觉

的生态意识 ,很可能会使环境承受更大的压力。这

样的案例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进程中并不少见。

另一类是在盲目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因为破坏了

生态环境而遭到自然界的“报复”,然后开始反思经

济增长路径 ,探索生态经济发展的道路。课题组另

外一个点兴村 ,其养蟹方式的转变是在实践中认识

生态、探索生态知识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河蟹养殖

经历了从自然养殖、掠夺式的短视养殖到有意识地

生态养殖 (当地总结为“大养蟹”到“养大蟹”)的生态

经济转型。在“只蟹克金”的利益驱动下 ,1990 年代

中期以后 ,几乎所有养殖户都进行高密度投放蟹苗 ,

投放密度比正常高出 2 倍甚至 4 倍。与此同时 ,养

殖户完全忽略了螃蟹所依赖的生态环境 ,以至于既

是螃蟹食物又具有调节水环境的水草和螺蛳等水生

动植物被消耗殆尽。水质由原来的 Ⅱ类和 Ⅲ类恶化

为 Ⅳ类和 Ⅴ类。恶化的水环境增加了河蟹的疾病和

死亡率 ,养殖成本提高 ;而河蟹的规格下降、质量下

降 ,加上市场变化等原因 ,利润下滑。到 1990 年代

后期 ,经济效益下降 ,多数养殖户没有收益 ,有的甚

至负债。痛定思痛 ,一些有心人开始思考和探索新

的养殖方式 ,并在实践中摸索了“种草、投螺、稀放、

配养”的生态养殖模式。随即河蟹生长的生态环境

得到了改善 ,虽然河蟹产量下降 ,但河蟹的品质得到

提升 ,市场竞争力增强 ,效益提高。区域水质也恢复

到 Ⅱ类、Ⅲ类。课题组成员在调查中发现 ,当地居民

在河里淘米洗菜。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 ,村集体经

济实力增强 ,村民的社会福利水平也随即提高。如

兴村 ,村集体有 220 万元的河面承包费收入 ,年终根

据土地和人口给本村村民分红。村集体医疗也有了

起色 ,对符合并愿意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

村民 ,村集体经济支付 30 %的份额。此外 ,还为老

年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 丰富老年人的生活 , 等

等[13Ο14 ] 。

兴村螃蟹养殖方式的转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

其重要的启示 :学习、了解生态系统以及合乎生态生

产的基本知识 ,探索生态经济的路子 ,使水生态环

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协调。

四、结论 :从“人水不谐”到

“人水和谐”的转型

　　现实生活中的社区 (社会)大多介于“人水不谐”

和“人水和谐”两个理想类型之间。如果能够消除或

减少“人水不谐”型社区 ,推动“人水和谐”型社区的

增长 ;或者 ,消除社区中“人水不谐”的因子 ,增进“人

水和谐”因子 ,那么人水和谐的社会建设就向前进了

一步。所以关键是怎样改变因为经济增长而污染环

境的问题 ,实现环境与经济、社会多赢的格局。前述

兴村的案例表明 ,水环境既可以致水产业于死地 ,也

可以和经济协调 ,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2008 年 4

月课题组在大华镇黄石库区的调查也显示 ,工业污

染的治理远没有像我们预想的那么困难。首先 ,污

染的处理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当黄石水库

被市政府列为水源地而环境保护政策从紧以后 ,企

业被迫约束了自己的行为。比如油漆生产企业原来

露天堆放的原料 ,现在不得不建起了遮雨棚 ,以免下

雨使粘在容器上、及容器周围的化工品随雨水流入

河道 ,造成污染。政策从紧后 ,冲刷地面的洗涤水也

必须进入污染处理系统。事实上 ,类似这样的事几

乎每个企业都能够做 ,但大部分企业原来都不做。

其次 ,在多数情况下 ,污染的处理技术是成熟的 ;如

果需要提高现有的技术 ,或寻求新的技术 ,通过市场

完全可以解决。我们访问的一家企业用 10 万元委

托一所地方高校解决他们所需要的污染处理技术。

再次 ,关于污染处理的成本问题。几乎所有企业总

是抱怨污染处理成本高 ,但实际上成本没有像想象

的那么高。上述说的阻断容器污染雨水外流及购买

高校技术的案例 ,所提高的成本 ,企业完全可以承

受。最后 ,企业实际的转型能力也比我们预想的要

强。大华镇的一位企业主比较了政策从紧后企业转

产与不转产的利弊得失。她说 ,如果现在不转产 ,企

业还可以生产几年。但如果及早转产 ,虽然转产会

面临大量的直接经济损失 ,如应收款收不到的问题 ,

但却意味着及早抢占了市场先机 ,所以权衡之后 ,他

们最后选择稳妥转产的方案 ,而不是死守原来的产

业。关于转型的进一步研究笔者将用另文专述。我

们不难得出结论 :工业污染的问题关键是企业想不

想做、肯不肯动脑筋做 ,地方政府是想“从紧”还是想

“宽松”? 这取决于政府、企业是否有足够的认知

能力。

所以对环境问题还需要在一个比较宏观的层面

和较长时段去看 ,其中 ,对目前的社会特征能否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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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估计和判断是非常关键的。

首先 ,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看 ,我们对增长中的

现代性 ,特别是现代性中的负面影响还没有清醒的

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入到现代社会已发生了质

的变化 ,“地球村”已经变得十分脆弱 ,充满风险。在

前现代社会 ,人仅仅是自然中的一分子、整个生态链

中的一个环节 ,人虽有战胜自然的理想和愿望 ,但实

际上人力在自然界面前显得很渺小 ,各种各样的自

然神、自然崇拜流行于各类前现代社会中就是明证。

但在现代社会 ,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改变 ,以

人类为一方 ,以人类以外的自然界为另一方 ,构成了

真实的对抗 ,“人定胜天”从理想变成了现实。一个

极端的例子是总爆炸当量约相当于130 亿 t TNT的

全球数万件核武器 ,其威力至少可以摧毁地球 50

次。“人水”关系的格局同样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一

家小化工厂的排污可以在一夜之间污染一条河流 ,

使该流域的生物死亡乃至绝迹。就区域而言 ,因快

速工业化而产生的污染物正在超越水体的承载力。

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太湖流域到 2005 年的

GDP 总量大约是改革开放初期 1980 年的 50 倍 ;而

增长最快的苏州市则达到 100 倍①。在没有或较少

进行污水处理的情况下 ,污染总量也呈快速增长 ,所

产生的污染很快地使流域的水体达到饱和。即使能

够按照目前的标准处理后达标排放 ,也仍然存在环

境容量不足的问题。

①笔者在上“环境社会学”课时给研究生做过一个关于倍数变化的演示 :1 滴蓝黑墨水滴入一杯清水中 ,水还是清的 ;2 滴、3 滴 ⋯⋯还是清

的 ;5 滴后开始有点色感 ;10 滴就感觉到水中有色⋯⋯20 滴、30 滴就很明显 ,滴入 100 滴 ,水杯就像盛了墨水一般。

其次 ,人们对生态知识的认识有限 ,对生态知识

的特殊性知之更少。我们时代的生态悲剧 ,不仅仅

因为我们知道得少 ,而发生了那么多的污染故事 ,更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生态知识很少而自以

为是。小至生态村建设 ,大至生态县、生态市甚至生

态省建设 ,大凡具备一点生态常识的人看到那些高

高飘扬的生态标语 ,就会明白那些做法实际上连最

起码的生态常识都不具备。

生态、环境方面的知识与现代的单科知识、单项

技术有较大差别 ,人类对于生态知识这一系统知识

的认知比对单科知识的认知更为困难。在前现代社

会里 ,村民在长期的实践中探索了许多生态经济类

型 ,如太湖流域的“圩田制”即是生态经济类型 ,与此

同时 ,居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发展和实践了生态

伦理规则 ,约束了人的行为 ,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随着工业化的加快 ,不仅原有构成的人力与自然力

的平衡被打破 ,原有的规则也失去效力。但对于大

部分人来说 ,显然还没有像对物理学知识、化学知

识、电脑技术的了解那样了解关系复杂、影响效果滞

后的生态系统知识。西方人的认知也有相似的特

点 :半个世纪前 ,卡森对美国农药使用的研究说明 ,

当时那些掌握了“高科技”的人对于生态学知识也十

分缺乏[15 ] 。当前中国社会缺乏生态学知识的现象 ,

不仅表现在低文化群体中 ,也广泛存在于受教育程

度比较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社会精英人物中。农民

超剂量、超范围使用农药 ,自然归因于农民的文化程

度低 ;但滥用抗菌素的现象广泛存在于高文化教育

人群中 ,这说明人类对生态系统知识的认知还有一

段漫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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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esolving Social Contradiction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fter 302Year Implement of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Li Yanzhong ( Editorial Office
of School Magazine , Party School , Guang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 Guangzhou 510053 , China)
Abstract : China’s vigorous economic upswing results from
the 302year implement of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untries in global arena , going into a new phase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However , there are some serious
social problems , such as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 the dualistic social structure , the increasing gap
among regions , the opposition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 the conflicts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etc. In
order to undertake the contemporary mission to deal with
social contradiction , China should make use of manifold
methods of orientation , regime , integration , innovation ,
dissolving , unblocking , coordination and substitution to cope
with social contradiction. Thus , a harmonious society can be
constructed.
Key words :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
economic development ; social contradiction ; solution

Water and Regional Culture in China : A Case Study of
Wu and Yue Kingdoms/ Jin Huaichun ( Weinan Canal
Adminstration Bureau ,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 Dezhou
253009 , China)
Abstract : Water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e in China. And the flouring
water culture reflec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Wu and Yue kingdoms. The superiority of abundant water
resources results in develped rice civilization of this area , and
the river2lake dotted water environment leads to developed
ship culture and fish culture. After Wei and Jin dynasties ,
with the explosive population from Central Plains and the
implanting of advanced culture , the folk customs and habits
of Wu and Yue kingdoms transform from advocating force to
advocating culture which resutls from the joint manipulation of
water culture and humanistic factors.
Key words : regional culture ; culture of Wu2Yue kingdoms ;
water environment ; water culture

On Countermeasures of Grand Canal ’ s Water
Environment and Water Culture Issues in Jiangsu
Province/ Pan Jie (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s , Nanjing
210029 , China)
Abstract : Jiangsu is the cradle that has fostered Beijing2
Hangzhou Grand Canal , which still plays role in social ,
economic and cultural fields and bears long2standing ,
functional , regional and compatible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 water environment of the canal has been
deteriorated and water culture of the canal has been
threatened because of water excess , water scarcity , water
sewage and water mu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various
reasons ,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objectives of protecting
environment while making use of it and restoring environment

while developing it . Also , it proposes the four principles of
governance and implementation. Moreover , it comes up with
many countermeasures as follows :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cultural pollution control , the integration of
heteronomy water2saving and self2discipline water2saving , the
combination of adjus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resto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 the combination of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water and rational alloc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 and the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 Canal in Jiangsu Province ; environment ;
culture ; countermeasures

Scientifically Dealing with Water Disasters by Dra wing
Lessons from History/ Yan Suzhen (Department of Publicity
of Party Committee , Hohai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8 ,
China)
Abstract :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 water disasters
go along with human being all the time. Eliminating water
disasters and establishing water conservancies always belong
to the important affairs in administering a country. The most
profound inspiration of historical water calamity on human
beings is that regulating rivers and watercourses , which aims
at taking preventive measures , should be the great task of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water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disasters and the
historical viewpoints on regulating them. Then it analyzes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defense demanded by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Finally , it propos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deal with water calamity in a scientific way.
Key words : science ; dealing with ; water disasters ;
defense ; requirement

A Study of Harmony of Water2Human Relationship/ Chen
Ajiang(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Hohai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8 , China)
Abstract : The human2water relationship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uman2nature relationship , and in essence it is a
human2human relationship . The paper analyzes the two ideal
types of human2water relationship . One is the disharmonious
human2water relationship in whi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water enters into the vicious cycle. Water
pollution leads to disease2stricken people , affects economic
growth , and thus results in poverty. As pollution aggravates ,
some people migrate from the polluted areas and settle down
in new areas , which deepens the new social inequality and
other social problems induced by pollution. The other is the
harmonious human2water relationship in whi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water enters into the benign
development . Developing production in a good ecosystem may
make higher profits. And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gives impetus to environment protection , and
provides necessary economic condition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s well .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former type to the latter type
i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construct a society emphas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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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ious water2human relationship , while the cogni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ity and ec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uch construction.
Key words : harmonious human2water relationship ;
disharmonious human2water relationship ;pollution ;eco2society

An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on the Mode of
Crab Cultivation : From Pursuing Quantity to Pursuing
Quality :A Case Study of Xing Village in China/ Chen Tao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Hohai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8 , China)
Abstract : There is abundant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mechanism on crab cultivation changing from pursuing
quantity to pursuing quality. The destroyed water resources
and polluted environment resulted from pursuing quality , lead
to the predicament period in crab cultivation. Guided by
push2pull principle , Xing village in China gets on the way of
ecological cultivation. This mode of pursuing quantity in crab
cultivation not only makes the regional water environment
return to normal state , but also makes remark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The mode of crab cultivation changing
from pursuing quantity to pursuing quanlity is a“DDP →
EES”development paradigm , reflecting the interactive logic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 It means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should carry out
simultaneously. Also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all factors , such
as economic ,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into
consideration. Next , only based on economic benefit can
environmental benefit be obtained. Last , the fundamental
basi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land aquatic products
industry lies in ecological cultivation.
Key words : pursuing quantity in cultivation ; pursuing
quanlity in cultivation ; ecological cultivation ;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The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 “Minamata Disease” in
Japan/ Cheng Pengli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Hohai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8 , China)
Abstract : In the 1950s and 1960s ,“Minamata Disease”and
other pollution incidents mark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in
Japan. The sociologists carry out research on “Minamata
Disease”and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it . Such resear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inding out the ultimate solution to
these incidents and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 the achivements can be summed up
as follows : the underprivileged , social structure , gender ,
society and culture , and environmental social movements. In
recent years , some shcolars , reflection on the case of
“Minamata Disease”, begin to study the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the policies and measures 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 which indicates the mature development stage of
Japanese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Key words : Minamata Disease ; Japan ; sociolog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 A Case Study of Dongjing
Village/ Luo Yajuan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Hohai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8 , China)
Abstract :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dicate the imbal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not only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 but
also centers on the social influence and social cause
pertaining to environment issues. Based o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Dongjing village , this paper finds out that the
deterioration of environment results from inappropriate
development mode and it may bring about economic
recession , poverty , disease and migration. By analyzing the
game process between villagers and chemical plant and local
government , it is easy to discover that the relevant social
factors of environment pollution are as follows : the separation
of beneficiaries and victims , local government’s desire for
short2term development , great disparity between governmental
power and social power. To deal with environmental
problems , pursuing a correct development idea and perfecting
social system is the only way out .
Key words : environment pollution ; social influence ; social
cause

On Methodolgical Standpoints of Crim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ule of La w/ Huang Xiaoying(School
of Law ,Jiangsu Police Institute ,Nanjing 210031 ,China)
Abstract : It is incumbent on the contemporary researchers in
crimin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criminal law to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rule of law and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practice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theory of the rule of law.
As for crime research and its methodolgy , there are many
task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Therefore ,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rule of law in the field of crime , it is
compulsory to take the material conditions of life in society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methodology of the crime
research and take the positive analysis of crime as the
objective basis of scientific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take the
normative analysis of crime as th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objective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rime research.
Key words : crime research ; crime phenomena ; empirical
analysis ; normative analysis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ecaution of Wildlife Smuggling in
China/ Jiang Nan ( Nanjing Forest Police College ,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
the number of wildlife smuggling is increasing in China.
Since the end of 1990s , China has transformed from output
country to input country concerning wildlife smuggling and a
gang of criminals or a group of criminals is the main way of
committing crimes. To effectively control wildlife smuggling
crimes , on one hand ,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local farmers and enhance their legal
consciousness in order to prevent them from committing
crimes. On the other hand , forest police , customs house
and anti2money laundering shoul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to raise the effiency of precaution and control of wildlife
smuggling crimes. Also forest police ought to cooperate with
overseas executive organization and wildlife protection
organization to effectively control and crack down wildlife
smuggling crimes.
Key words : wildlife smuggling crime ; crime precaution ;
crime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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