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地方政府的观念转变也极其重要。技术不是问

题 ,但是能解决当时当地实际问题的 ,往往不是单一

技术 ,而是一个技术“集成” ,包括技术与体制的有机

结合问题 ,这需要有好思路 。前面提到的那个区环

保局局长 ,他想出来的办法 ,包括技术 、管理 、财务

等 ,是根据地方特色设置的创新做法。它不是搬自

城市 ,也不是搬自国外。

所以我就想到一个“势” ———“趋势”中“势”的问

题。孙中山有句话 ,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清朝是

被辛亥革命推翻的 ,但实际上是它自己要灭亡了 ,所

以辛亥革命一声枪响 ,它就没了 ,要是在乾隆时期 ,

这革命能成吗? 这几年 ,解决环境问题的“势”慢慢

在蓄积:随着中央科学发展观的目标定位 ,民众的愿

望 ,地方官员的认识 ,媒体的宣传等 ,加上财力条件

也慢慢具备了 ,所以才有可能率先在某个地方突破。

如果“势”不到 ,综合条件不具备 ,那么它是不可能改

变的。

大概来说 ,工业社会能解决的一些问题 ,我们也

在慢慢解决 ,但是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 ,就是所谓的

“现代性的困境” 。这是一个难题 。这个问题的解

决 ,要看我们有多少政治智慧 、多少生态智慧了 。顺

便说一句 ,我们传统的生态知识 、特别是我们中国农

业社会中有很多生态智慧 ,是可以借鉴和学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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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婧(简称王):包老师 ,请问您是如何进入环境

社会学领域的?

包智明(简称包):这要从我到北京大学工作说

起。1988年我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现在叫社

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社会学研究所是费孝通

先生创办的 ,我在那里做的也都是费先生的课题 。

那时候我才20出头 ,我一直想做我的家乡———一个

农业化的蒙古族地区的研究。因为我们在书本上看

到的蒙古族与现实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我一直想通

过研究让人们了解真实的蒙古族社会文化。后来我

做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 ,选题却是比较社会学 ,是属

于社会学 、人类学的理论研究 ,做这个题目也是导师

的要求 。20世纪 80年代初 ,社会学在中国刚刚恢

复的时候 ,费先生曾提出要建立社会学系最起码应

开设 6 门专业课程 , 其中一门就是比较社会学 。

1991年我在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 ,其他 5门课

程均已开设并有相应教材正式出版 ,唯独比较社会

学这门课程还没有开设且无人专门研究这个领域。

所以 ,费先生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那时候费先

生的思想和后来不一样 ,他提倡社会学和人类学不

分家 ,所以当把社会学和人类学作为一门课程的时

候 ,对不同社会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叫做比较社会

学是很自然的 。当时我做博士论文的目标很明确 ,

就是按照费先生的要求 ,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

能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一门叫比较社会学的

课程。

我是1989年起在职攻读社会学专业博士学位 ,

1994年毕业的 ,一共读了 5年。其中 ,在国内读了 3

年社会学 ,在国外学了两年文化人类学 。由于我学

了这两个专业 ,尽管我在学校里教的是社会学 ,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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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中这两个学科是无法明确区分的 ,在这一

点上和我的导师一样 。

我跟环境社会学结缘是从 14 年前开始的 。

1995年日本的一个学术考察团来国内访问 ,作为接

待单位的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派我接待他们并

担任翻译 。考察团的团长就是著名环境社会学家饭

岛伸子教授 。当时 ,饭岛伸子教授送给我一本由她

主编的1993年版《环境社会学》 ,那本书比较厚 ,并

不是我后来翻译的那本《环境社会学》 。我所翻译的

《环境社会学》是饭岛伸子教授的个人专著 ,是 1996

年给我的 ,比较薄。

我本科学的是化学 ,在后来的学习和研究中化

学的知识基本上就用不上了 ,但看了饭岛教授主编

的《环境社会学》之后 ,我发现本科期间学的东西有

用了 ,我对这方面的研究很有兴趣 。在和饭岛伸子

教授聊天的时候 ,我就提出了一些疑问 ,我说 ,你的

环境社会学不全面 ,你书上谈到的环境问题都是由

工业化引起的 ,但实际上在中国有一些环境问题并

不是直接由工业化或是城市化引起的 ,比如沙漠化

和荒漠化等 。由于沙漠化的灾害 ,我当年上小学的

时候“开门办学”去的一个村庄 ,有的人家连门都打

开不了 ,一些井都被沙子给埋了 ,后来整个村子都被

迫搬迁了。那时候还没有“生态移民”这个词 ,但那

是一个典型的生态移民案例。谈到这些问题 ,这位

日本教授很有兴趣 ,希望我能和她合作 ,做有关中国

沙漠化方面的研究 。1996年 ,饭岛教授申请到一个

课题 ,跟我合作做内蒙古沙漠化的研究。后来也一

起去过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 。

课题一旦接手下来 ,就没有时间再干别的了 。

不是说我有意去当一个环境社会学家。而是因为我

的所有课题都跟环境有关 ,我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

中开始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我以前有化学 、语言

学和人类学多学科的学习经历 ,加上我蒙古族特殊

的身份 ,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在内蒙古做了许多跟

生态环境有关的项目 ,包括现在做的生态移民研究 。

我十分庆幸自己有多学科的知识背景 ,虽然每个学

科都有它的局限 ,但每个学科都有它独特的优势 ,另

外就是每个学科的学者所研究关注的领域不一样 ,

如果这些不同的学科你都了解以后 ,你的视野就是

这些学科研究者视野的总和 ,必然就很宽阔了 。

王:包老师在日本呆过比较长的时间 ,那么在您

看来 ,中日环境社会学方面具有哪些异同?

包:我先后在日本学习工作了 7年 ,对日本的环

境社会学有一定的理解和认识。因此 ,我一直想写

一本书系统地介绍日本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和一些环

境问题研究的案例 ,但因时间关系一直未能如愿 。

这对我来说 ,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日本的社会学

和中国一样是舶来品 ,是从西方引进的 。但作为社

会学分支学科的环境社会学却不一样 ,日本的环境

社会学是本土的 ,完全是在没有美国的影响下独立

发展起来的 ,在某种程度上比美国还早。他们从 20

世纪50年代就开始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环

境问题。可以说 ,日本的环境社会学是在环境问题

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美国的环境社会

学则是试图将社会学的主流范式由 HEP(即人类特

例论范式)转换为 NEP(即新生态学范式)的过程中

建立起来的 。日本 20世纪 50年代后的发展道路和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特别像 ,经济优先发展的同时衍

生出很多环境问题 ,在 20世纪 60 ～ 70年代 ,日本是

国际上出名的“公害大国”。当公害影响到每个人的

身体健康时 ,这一社会问题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

点 。很多学者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关注环境问题

的 。这样就形成了日本本土化的环境社会学 ,所以

说日本的环境社会学是基于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形

成并发展起来的 。无论是从研究水平 ,还是从所积

累的研究成果来说 ,日本的环境社会学都不亚于欧

美的环境社会学。

中国的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起步很晚 ,无论是研

究成果 ,还是研究水平 ,都远远落后于欧美和日本 ,

还不如近邻韩国 ,而且我们的研究环境也不是太好。

这里有观念的原因 ,也有体制的原因 。我们即便在

观念上重视环境问题的研究 ,但如果没有宽松的制

度环境和公开透明的信息来源 ,我们是做不好研究

的 。不过和我大学时期比 ,现在的研究环境好多了 ,

而且变得越来越好 。不管哪个地区 ,到了什么年代 ,

环境问题很难被彻底消除。中国是一个地区性差异

很大的国家 ,环境问题在不同地区 ,表现形式有很大

的不同。所以 ,等待我们研究的环境社会学的题目

很多。现在我们学术界要做的就是共同推进这个学

科的发展 。日本 1992年成立环境社会学会时 ,还是

一个规模不大的学会组织 ,但之后发展迅速 ,现在已

经成为日本社会学领域里一个庞大的学会组织了。

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习 ,多做一些环境问题的经

验研究 。中国环境社会学不仅需要理论和方法的研

究 ,更需要环境问题的经验研究 。在这方面 ,陈阿江

教授做得非常好 。陈阿江教授的水污染研究 ,就是

围绕太湖和淮河流域展开的 ,是从经验层次的具体

现象入手认识和理解环境问题的 。在经验研究的基

础上 ,我们可以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社会学理

论 。这种理论不一定像功能论 、冲突论和建构论那

样的宏观理论 ,可以是一些中观层次的 ,甚至可以是

关于一个经验事实的一种解释或一种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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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包老师是如何培养学生的呢?

包:从 1988年到北京大学当老师 ,转眼之间 20

多年过去了 。作为老师 ,我希望培养出更多超越自

己的学生 。这是我的一贯目标 。在为人师表方面我

很欣赏吴文藻先生。吴先生一生著述不多 ,但却培

养了很多有成就的著名学者 ,是我为人师的楷模 。

从我这些年的教学情况来看 ,我的学生在入学时和

其他学生一样 ,甚至有的还不如其他学生 ,但经过 3

年的学习 ,他们在学术上甚至可以和我们平等对话

了。他们思考的问题 、所做的研究已经很有深度 。

这令我感到欣慰 。看到学生这样的“质变”我认为自

己的教学是成功的。

我和学生每星期举行一次读书会 ,要求大家提

前阅读指定论文 。在读书会上大家一起讨论论文的

优缺点。新生大概有半年时间 ,挑不出什么毛病 ,觉

得这些文章都好 ,就是偶尔觉得不好 ,也说不到点子

上 ,但是半年之后 ,每个学生都成了“吹毛求疵”的专

家了。你能看出问题 ,就说明你具有避免这些问题

的能力。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教学的一点经验 。在读

书会上注重对学生进行学术规范的训练 。一些有名

的学者 ,他们的论文也有不规范的地方 。比如在《中

国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研究》发表的不少论文 ,也存

在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有的甚至有逻辑上的问

题。当然那里面也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值得我们学

习。这些论文哪里写得好 ,哪里写得不好 ,我们逐一

地找出来加以分析。我希望通过这样的训练 ,使学

生能做规范的学问 ,能写规范的论文。

我的大部分学生都是结合我的研究课题做毕业

论文的 ,当然也有个别学生做自己感兴趣的题目 。

大到论文主题的确定 、结构的安排 ,小到文字 、标点

符号和注释等的规范使用 ,我都帮他们把关。这些

常识性的知识你要是不告诉他们 ,他们可能将错就

错一辈子 。我不主张学生论文的最后都写什么对策

或建议 ,不是说我特别反感写这些东西 ,如果他们写

得好 ,我当然不反对 ,但往往是这部分写得特别肤

浅 ,纸上谈兵 ,还不如不写 。我只要求学生把问题说

清楚就行 。将来要是去政府部门工作 ,需要写对策 ,

那是你的工作 ,但现在我要求的就是把你研究问题

和事实阐述清楚 ,分析透彻。

王:以您多年的经验 ,您认为如何才能学好环境

社会学?

包:我的建议是先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学好

了 ,再涉足环境社会学这个分支 。首先要对环境社

会学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它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

科 ,是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环境问题或自

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由于其研究对象的

特殊性 ,当我们把自然环境放进来作为一个解释变

量的时候 ,我们的理论可能略有不同 ,但是大体上和

社会学的学习方法是一样的 。

我们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方法有定性和定量

两种方法。比如 ,要做定量研究 ,一般采用问卷调查

的方法 。这种方法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过程是可

以分开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培训调查员进行大规

模的问卷调查。这是问卷法的优势 。但是 ,我们的

很多研究关系到一个事件过程的分析 ,这时问卷法

就有它的局限性。而访谈法和观察法的优势就显示

出来了 ,尽管我们所能访谈和观察的对象人数十分

有限。这里所说的访谈 ,主要指深度访谈 。可以说 ,

它是一个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过程合二为一的研究

方法 。我们在实地研究中 ,用深度访谈法收集资料

时 ,通过当场分析受访者的回答 ,不断提出新的问

题 ,这样你对你研究的现象和问题的理解就能不断

深入 。这种方法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需要很多年的

训练 。你要拿到和你研究主题相关的资料 ,调查一

定要深入 ,不能随便调查几天就回来写报告 ,那样你

是看不出什么深层次的问题的。我的一个学生到蒙

古族地区做调查 ,对他来说是做一个异文化研究。

他在调查地待了不少于半年的时间 ,去了很多次才

把问题弄清楚。他在深入的实地调查基础上完成的

博士学位论文得到了答辩委员和评议专家的一致好

评 。后来他的这篇论文被选为 2008年度我校申报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两篇论文之一。

我在学校教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和社会统计学的

课程 ,在定量研究方面有特长。但我并不要求我的

学生在做学位论文时一定要做定量研究。采用什么

方法取决于你的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 。有些题目适

合于用定量方法 ,而有些题目则适合于用定性方法。

但作为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来说 ,这两种方法都必须

掌握 。我们学习研究方法的目的是会用它 ,这是一

个方面 。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看懂别人用这些

方法做的研究 。比如 ,有的人在论文中使用相关分

析 、回归分析 、路径分析 、因子分析等方法 ,如果你没

有学过这些方法 ,你怎么能看懂他们的研究论文呢?

在田野调查中 ,接受过社会学训练的人应该看

到别人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比如现象背后深层次的

社会原因和社会关系。如果我们和没有接受过社会

学训练的人看到的东西一样 ,我们的专业学习就没

有什么意义了。比如生态恶化了 ,老百姓看到了 ,社

会上的很多人都看到了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不过 ,

我们的本事就在于还看到别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现象背后复杂的社

会关系 。这些是其他人看不到的 。我做生态移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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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多年 ,大家都以“好” , “坏” , “成功”等来评价这些

工程。其实生态移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移民现象 ,

这个现象背后有很复杂的社会关系 ,是不同的社会

利益群体经过博弈 ,最后达成的一个结果。对于生

态移民的主体农牧民来说 ,他们考虑的是 ,我到这个

移民村合算不合算。他们不会特意考虑什么生态 ,

更不会为了生态而牺牲自己的生活 。相关企业所考

虑的则是如何利用生态移民这个工程来赚取更多的

利润 。当地基层政府首先想到的是怎么把上级政府

安排的工作做好 。这些工程做好做坏关系到他们的

政绩 ,无论是政治的利益还是经济的利益 ,他们都是

要考虑的。更上一级政府可能考虑怎么样设计这个

工程 ,达到经济和生态的双赢。到中央政府这个层

次 ,他们的目标则是纯粹的生态治理 。中央政府 、地

方政府 、企业和农牧民 ,作为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想从

生态移民工程达到自己的目的 ,从而采取各自不同

的行动策略 。发现和解释这些由不同的利益和行动

主体构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 ,是社会学

研究的一个特点 ,且只有受过社会学训练的人才能

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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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淑珍(简称沈):从您的作品中 ,我们看到您早

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社会及教育平等上 。大学

毕业后 ,您也做过一段时间的记者工作。您从事记

者以及农村社会学研究的经历 ,对您从事环境社会

学的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张老师(简称张):应该是有影响的 , 我从 1985

年开始在新华日报担任记者 ,先到苏北的连云港 ,在

乡里做了一年 ,然后在县里做了一年 ,这样我从中观

这个层次上加深了对基层社会的了解。两年后回

宁 ,虽然从事多方面的报道 ,但主要还是关注农村社

会 、农民问题。受 20世纪80年代纪实文学 、报告文

学影响较大 ,当时我想做一个作家 ,希望能够通过自

己的文学作品影响社会 。后来因为发生了 1989 年

的那场“政治风波” ,记者工作受到了影响 ,我就到日

本攻读农业哲学 、农村社会学 。在硕士和博士阶段

的学习中 ,我从国家与农民关系 、城乡关系的角度去

研究农村社会。在研究过程中 ,力图从结构 、状况加

以梳理和概括。

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建立原

因的探讨 。户籍制度是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的核心制

度。在当代中国它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这些问题当

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我在硕士阶段研究

了这些方面 ,考察了农业集体化时代的国家与农民

关系 ,50年代的农民流动引起的问题及其与户籍制

度的关系 。在这个基础上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

1978年以后也即转型期的国家与农民关系 。

在做博士论文的过程中 ,我发现教育 、环境越来

越成为影响国家与农民关系 、城乡关系中非常重要

的因素 ,有些既是原因同时又是结果 。当然这里面

有制度方面的 、文化方面的 ,包括工业化 、城市化方

面的问题 。我关注的领域比较广 ,不过在做博士论

文时主要关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在博士论文提

交之后 ,2000年我回到国内 。回来后我用了两年多

的时间研究农村教育问题 ,不是从教育学的角度 ,而

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做研究。主要研究教育作为一个

社会问题 ,是如何影响农村社会与农民生活的?

后来我的研究转到了环境方面。农村教育虽然

问题很多 ,但我觉得我关注的问题已经说清楚了。

而教育问题要真正解决 ,说实在话非常困难 。而农

村环境这一块 ,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我

认为在未来的数十年里 ,它肯定是农村 、农民乃至农

业问题的核心 。这样从 2004开始 ,我将研究重点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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