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页 共 2页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0月/17日/第 A02版 
资讯 
 

环境社会学：反思社会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本报记者   张杰  
 

  当前，环境问题对社会发展的制约愈加凸显。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解决环境问题不仅需要自然

科学的介入，还需要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积极干预，环境问题因之进入了社会学研究视

野。近日，由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第

四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在青岛召开，与会学者聚焦环境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围绕环境社

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等展开深入交流。 
  从环境与社会的关系中去理解和把握环境问题的学科——环境社会学诞生于 20 世纪 70 年
代，近年来，社会学界不断反思人类社会与环境的关系，环境社会学对环境问题的经验分析与理

论研究不断积累，在这个过程中，这一交叉学科逐渐走向成熟。 
  正在建构中的学科 
  环境社会学发端于 20世纪 70年代的西方社会，体现了社会学学者对于环境问题的观照。中
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表示，环境社会学是以环境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为核心

研究对象的一门分支学科，它关注环境风险形成的社会原因和机制，重视环境风险对于社会运行

和发展的各种影响。 
  河海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阿江告诉记者，环境社会学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环境问题，既关注社会与环境之间具体的、局部的互动，更关注综合的、整体的互动。从这个意

义上讲，环境社会学超越了传统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拓展了传统社会学的研究视野。 
  基于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关注，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环境社会学开始形成并逐步发展。
一些大学开始成立专门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机构，并逐步形成研究特色。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建
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家环境社会学研究所，开展环境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则围

绕海洋环境与社会问题展开研究；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将环境社会学确立为重要研究方向，集中开

展水污染与环境移民方面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也围绕农村环境、草原生态保护等议题开展大量

研究。 
  洪大用表示，近年来，中国环境社会学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组织建设等方面

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总体上看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正在建构中的学科，目前还处于知识积累和

学科建设阶段，这个学科对环境政策的参与程度、对环境问题的解决作出的贡献还比较有限。 
  学科交叉特性明显 
  环境社会学研究离不开“环境”这一物质形态对象，研究议题涉及很多科学技术问题，与其

他分支学科相比，交叉特性更加明显。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认为，环境社会学研究对象包含了太多的要素或变量，不仅要

将生态学、环境学列为必修科目，而且在研究具体区域的环境问题时，还要充分借鉴自然科学的

研究成果，以把握仅凭感官和“参与观察”难以感知到的河流、土壤的污染程度，了解相应的污

染要素和污染机制、连锁效应，然后才能进入社会层面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研究。 
  “在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中，需要准确理解相关科学知识，忽略这一领域恐怕很难取得突破。”

陈阿江也认为，虽然环境社会学最终是对社会的理解，是社会学成果，但对物质状态的理解与研

究者对社会事实的判断和解释是密切相关的。比如，从社会学角度科学看待雾霾问题，就需要对

雾霾的科技问题有基本的理解。 
  社会学研究强调“用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陈阿江强调，虽然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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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知识作为常识使用，但如果缺乏常识或者对常识理解不准确，对社会事实的判断也会南辕北辙。

此外，社会学一直重视“社会变迁”的学科特征和传统，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环境社会学必须

关注作为社会变迁重要组成部分的环境问题变迁，将变迁的过程和动力、特征纳入研究范围。环

境社会学的研究需要历史的视角，离不开环境史的参与。洪大用认为，环境与社会的发展演变都

是一个历史过程，环境问题不是突然出现的，借鉴环境史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坚持历史的视角

也很必要。在他看来，一方面，这意味着要将中国环境状况的变化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联系起来，

不能简单地脱离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来讲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历史的视角也有助于结合自身的历

史文化传统分析环境问题的具体成因。 
  立足研究当下中国问题 
  在学者们看来，中国环境社会学的构建必须直面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背景，保持理论自觉，

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林兵主张从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研究当下中国的环境问

题。洪大用表示，虽然环境问题是普遍问题，但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导致环境衰退的具体社

会原因不完全一样，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不完全相同，解决的路径也有可能存在差异。十几年前，

陈阿江曾在太湖流域的东村进行田野调查，了解乡村社会的水污染状况。调研发现，村民自治组

织的消亡以及传统伦理规范的丧失等是造成水污染的主要原因。在陈阿江看来，研究者一定要客

观对待复杂化了的事实，这是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的问题。 
  洪大用认为，只有把环境与社会看作一个整体，直面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实践，才有可能更

好地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建设。他告诉记者，当前环境社会学研究者应更加密切地跟

踪和把握中国社会与环境关系演变的新趋势，结合中国环境治理的重点工作深入开展经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