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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学不可限于个案或地区研究 
 

本报记者 薛倩 
 

  6月 23—24日，第三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高校的专家学者就
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历史根源、环境理论、环境社会学学科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与会学者认为，关注中国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社会影响对分析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

发展、繁荣社会学学科有着重要意义。 
  环境社会学不可限于个案或地区研究 
  通过对湖北省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的实地考察，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任国英发现，国家

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一方面使当地的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观，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动物与人

争食的新问题，使得当地土家族人的生活遇到了一些新的困难。她认为，生态保护中应涵盖对人

的基本生存权利的保护，避免“极端生物中心主义”。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海山指出，游牧生产方式生态友好型特点与游牧文明的环境道德密不可

分，深刻认识、深度开发蒙古族游牧文明的生态内涵，发扬蒙古族游牧文明的环境道德，对人类

协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建立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有广泛的调查研究，进而形成理论体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

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洪大用指出，中国环境社会学目前对于环境问题的大多数解释，仅是对个案或

者地区研究，这对于发现问题、建构问题意义很大，但是从长远来看，难以对中国环境问题进行

系统深入的阐释。 
  关注环境必须追溯历史根源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阿江认为，中国的道家、佛教等十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儒

家亦客观地处理了二者的关系。但儒家学说中“孝”的理念通过影响人口这一中间变量，进而影

响了人与自然的关系。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为追赶现代化而选择了激进路线。传统文化中因恐
“断后”而产生的原生焦虑，以及因“落后”而产生的次生焦虑，可从社会历史层面上解释当前

中国的环境问题。 
  陈阿江强调，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追溯历史根源，我们要重新审视在有意或无意中所接受的西

方遗产，并通过重新梳理、审视传统思想资源，不断反思已走过的实践路径，廓清目标，选择合

理的路径，避免更加深重的环境问题。 
  深化环境社会学理论研究与建设 
  近年来，中国环境社会学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国际对话等方面取得了快速的

发展，环境社会学方向的研究正在受到国家和大学层面越来越多的重视。 
  洪大用认为，中国环境社会学在最近几年中确实取得了快速发展，但环境社会学仍是一个年

轻的、建构中的学科，正处于知识的探究和问题的探究阶段，还未形成更系统的理论，现有的理

论研究还不足以有力地支撑一门新兴分支学科。他指出，目前我国环境社会学主要存在两个缺陷，

一是对于国外的环境社会学系统知识介绍、研究得还不是非常系统、全面；二是环境社会学与中

国社会学的已有知识的结合以及与环境相关的其他社会科学结合不足。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郑杭生强调，要建设有世界眼光的中国社会

学，必须在借鉴西方社会学的基础上，主要依据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实际，结合中国社会

历史悠久的、丰富的传统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的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而不能只是在西方

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使自己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

理论的一个案例、一个验证。要高度重视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理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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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努力创造能够充分实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社会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