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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学:彰显自反性的关怀 
 

 洪大用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科学是人类不断反思经验、探求真理而开辟的知识领域。社会学是一门

基础社会科学，尽管它具有明显的应用价值，但是过分强调实用主义会遮蔽学者的视野，并不利

于社会学自身的发展。 
  环境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门具体分支学科，其所关注的议题显然更加贴近实际，更容易被赋

予实用主义的期待。尽管这是环境社会学彰显其应用价值的机会，但是长此以往并不利于环境社

会学的学科发展。注重对经验事实的反思是科学知识得以积累和拓展的重要动力与路径。所幸的

是，最近几年来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日益彰显其自反性的关怀，中国环境社会学由此可望走向更好

的明天。 
  环境社会学研究彰显自反性 
  环境社会学的自反性关怀首先是对环境问题这一经验事实的自觉反思。中国 30 多年快速的
经济增长，消耗了大量能源资源，排泄了现代生产与生活体系的大量废弃物，造成日益严重的各

种环境问题，已经对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构成了严峻挑战。我们注意到，许多环境社会学者面对

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并没有止步于情绪化的担忧、震惊、愤怒，也没有像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

人员那样去分析环境问题的物理、化学性质以及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技术性措施。环境社会学者

无论是研究水污染、生态保护、海洋污染、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还是研究垃圾污染等议题，都能

自觉地把它们看成是人类行为失当的结果，进而反思人类行为失当的类型、原因，特别是注重揭

示特定的文化、价值、制度以及社会结构因素对于人类行为的决定性作用，进而反思现代社会运

行的本质逻辑及其变革方向。在最近几年的经验研究中，我们看到了很多环境社会学者的这种自

反性关怀。 
  环境社会学者还对人类保护环境的社会行动，特别是各种环境政策实践保有一种自反性的关

怀。作为环境社会学者，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呼吁人们采取环境保护行动，制定环境保护政策，更

不是觉得环境政策越多越好，也没有把环境政策的文本等同于环境改善的实践。环境社会学者更

加注意反思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及其效果。围绕环境政策制定过程的公开性、公平性、科

学性以及公众参与的程度，环境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偶合关系，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扭曲机制以

及特殊动力，实践中环境政策的虚置和形式化等议题，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研究。环境社会

学者总是带着一种建设性的反思精神来看待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的环境保护实践，更加注重学

理层面的解析。这样一种努力方向不仅是社会学知识的运用过程，同时也是环境社会学专门知识

的建构过程，从长远来看，对于改进人类环境保护的实践是极其重要的。 
  在最近的一年中，环境社会学者的自反性关怀尤其体现在对于国内环境社会学研究实践的自

觉反思上，学者们对于准确把握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现状、引导环境社会学健康发展有着清醒的

意识。洪大用在《学海》2010年第 2期发表《理论自觉的必要性及其意涵》一文，明确提出环境
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自觉问题，并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 3期以《理论自觉与中国
环境社会学的发展》为题做了进一步阐述。该杂志同期还发表了林兵的《中国环境问题的理论关

照:一种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一文，倡导加强环境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毫无疑问，作为一门学
科的环境社会学是从国外引进的。理论自觉的一个前提是对国外环境社会学的理论成果进行充分

研究和批判性吸收。目前欧美环境社会学界已经呈现出多种理论趋向。从去年到今年，又有两本

重要的《环境社会学》教材被翻译成中文，也有学者对西方环境社会学与自然资源社会学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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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联系进行了有价值的梳理，一些学者还侧重分析介绍了西方环境社会学中的社会建构论。值得

注意的是，学者们对于日本环境社会学界的研究和介绍进一步加强了，包智明发表在《学海》2010
年第 2期的《环境问题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日本学者的研究》一文以及相关的一些文章都是非常有
价值的。 
  中国环境社会学呈现巨大发展潜力 
  正是由于自觉地保持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经验事实、对中国环境保护实践以及对中国环境社会

学研究实践的清醒的自反性关怀，中国环境社会学正在发展着。这一年能够最好地体现上述三个

方面自反性关怀的著作应该是陈阿江的《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学解读》(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9 年版)。该书作者在多年经验观察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对太湖流域的水污染
问题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阐释。另外，通过使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检索 2009-2010 年的文献，
笔者还发现了以“环境社会学”为关键词的记录达到 40 条。参照对以前情况的了解，可以说最
近两年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在迅速增长。相关研究的内容涉及了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建设、

环境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信息技术在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以及对海洋环境、农村环境、水环

境、森林保护、垃圾处理、环境抗争等等广泛的环境问题的经验研究。特别可喜的是，有越来越

多的新面孔加入到环境社会学研究队伍中来，他们的研究态度和颇有新意的研究成果给人以深刻

印象。 
  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快速发展及其未来的巨大潜力，也吸引了国际环境社会学界的眼光，很多

著名环境社会学家都愿意加强与中国环境社会学界的联系，积极支持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2010 年 7 月 11-17 日，第 17 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及其下属的环境与社会研究委员会(RC24)换届选
举会议在瑞典哥德堡举行，笔者有幸受邀参加并当选为 RC24的执行理事，同时受邀在“可持续
性与环境”主题会议上做了题为“理解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的大会发言，受到与会者的广泛关

注。事实上，在这次大会中，有关中国的话题是一个热点。在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构成严峻

挑战的今天，学者们都在高度关注一个资源环境条件并不优越、人口规模巨大、拥有悠久历史文

化、正在快速崛起的中国，如何应对环境资源挑战，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笔者相信，这也

是中国学者的共同关怀，是激励中国环境社会学开展研究的重要动力来源。在某种程度上，如果

我们要避免发展的中断，如果我们成功地在日益严峻的挑战中实现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

所走的道路不仅独具中国特色，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只要越来越多的环境社会学者继续彰显其多

层次的自反性关怀，深入开展学术研究，继续扩展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议题，特别是更多关注全球

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分析，相信中国环境社会学必然会为探求中国发展的可持续之路作出重要贡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