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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生态实践助推环境治理 
 

陈涛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 
 

  民间生态实践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利共生的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对探索“生态何

以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的二元悖论，是现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作为环境社会

学的重要理论范式，生活环境主义强调从生活者的生活实际出发，根据各地区环境的实际情况以

及当地人的生活现状和生存智慧，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答案。笔者在以“大公圩河蟹产业转型的

社会文化机制”为主题的课题研究中发现，民间生态实践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互利共生的

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对探索“生态何以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自下而上”的实践催生生态养殖 
  本研究区域是江南圩区。所谓圩区，即圈圩筑堤、抵御洪水，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笔者所

研究的圩区名为大公圩，是皖南第一大圩。大公圩是粮食供给和水产品供应的重要基地，历史上

有“皖南第一粮仓”的美誉。 
  大公圩是典型的鱼米之乡，圩内河网四通八达。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当地开始利用水资源
优势发展河蟹养殖产业，并经历了由粗放型的“大养蟹”到生态型的“养大蟹”的转型历程。“大

养蟹”是指以蟹苗高密度投入、生态资源零投入为特征能养殖模式，到了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
该区域水域被严重污染，水质由Ⅱ类、Ⅲ类恶化为Ⅳ类、Ⅴ类，水生资源被破坏磋尽。水域生态

系统的破坏加剧了河蟹产业的衰败，河蟹产业跌入低谷。2002年以来，当地开启河蟹产业二次创
业之路，走上了“养大蟹”之路，这是一种以“种草、投螺、稀放、配养、调水”为主要特征的

生态养殖模式。经过由“大养蟹”向“养大蟹”的转型，水质重新修复到Ⅱ类、Ⅲ类，水生物资

源得到修复，水域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而随着生态养殖产业的发展，村集体经济得到发展壮大，

医疗、养老、年终福和分配等社会事业均得到快速发展，初步走上了生态现代化道路。目前，大

公圩呈现出一片“蟹天蟹地”景象，形成了一个以河蟹产业为媒介、深受河蟹产业发展影响甚至

依赖河蟹产业发展的地域社会。农业剖在全国内陆区域推广这一生态养殖模式。 
  综观这一生态养殖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官方的话语体系(政府部门的工作总结、专
题汇报材料)还是各级媒体话语体系(新闻报道)，基本都将其班结为政府与科研单位技术专家的贡
献，而民间的生态实践往往被忽略或淡化。笔者调查发现，生态养殖模式是“自下而上”和“自

上而下”两种方式交汇的结果。就产业发展而言，“自上而下”的产业规划与技才推广发挥了关

键作用，是生态产业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但从时间上看，“自下而上”的民间实践要早于“自

上而下”的官方推动。早在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生态养殖前，就有一批土生土长的水产专家和

民间养殖精英在反思既有的养殖模式，并探索式地进行了生态型养殖试验。 
  在“大养蟹”导致河蟹产业陷入困境时，民间精英率先探索以“种植水草、投放螺蛳”为特

征的新型养殖模式，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有力地推动了生态技术的推广和生态养

殖模式的发展。按照民间精英自己的说法，之所以想到转型，是“被逼无奈”。当养殖亏本、产

业陷入困境时，他们被迫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养殖效益不断下滑?现在的养殖水面和之前有
什么不同?”于是，他们开始将自己的养殖水域和外地养殖区域进行比较，并和当地 70年代的养
殖水域进行比较。最终发现，养殖水质变差、水草和螺蛳等水生物资源减少、水体养殖密度太大

等是导致河蟹产业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于是，他们开始尝试培育水草、投放螺蛳、降低养殖密

度，同时配养花白鲢等水产品以提高综合收益，并通过多种手段促进养殖水体清洁，这就是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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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所总结的“种草、投螺、稀放、配养、调水”模式。生态养殖通过“以水养蟹”、“以蟹保水”

的原理促进了水产经济发展与水体环境保护的互利共生。 
  民间智慧有助于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 
  民间实践是一种群体行为，是当地养殖精英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写照。他们的生态实践是

一个复合型的系统，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河蟹产业遭遇困境后出现的本能式应对。当河蟹
产业遭遇困境时，养殖精英开始反思既有的养殖模式，在转变养殖理念基础上进行新模式探索。

这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实践，本质上是源于蟹农自身的生存危机，从而引起反思性的生产实践与技

术革新。其次是当地相关部门推广“稻蟹共生”模式失败后对本土实践的尊重。河蟹产业陷入困

境阶段，相关部门曾推广在其他地方取得较好效益的“稻蟹共生”养殖模式，但这种模式遭遇“水

土不服”。在此背景下，他们开始回归本土经验，推广本土实践中已经形成的模式。再次是对生

态养殖的规范化处理。一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技术技能的养殖精英在生产实践中将相应的养殖

技术原理进行规范化处理，并编制了一些“顺口溜”，如“池塘消毒少不了，苗种本地要放早:种
草放螺真正好，生物调水病菌少；早晚巡视要勤劳，科学饲养效益高:品种搭配要合理，水质监控
最重要”。虽然有些实践操作并未普及，但对养殖技术模式的成熟及规范发挥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民间实践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历程，具有一些内在的机制特征。一是探索创新机制，即民间社

会的探索性与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二是相互学习机制，包括区域之间的学习和群体之间的学习，

前者主要表现在向江苏等河蟹养殖效益好的区域学习，后者主要是向养殖效益好的养殖精英学

习。三是总结梳理机制，即将生态养殖的技术规范化。四是不断完善机制，即根据生产实践中出

现的新问题，对养殖模式进行不断革新。 
  民间精英在生态养殖中所发现的生态原理，在当地环境保护与治理方面也得到了积极运用。

当地政府高度重视生态养殖的环境治理功能，并将之列为水环境治理的重要措施，充分发挥了生

态养殖的生物修复功能，明确将其作为环境治理的非工程措施。如有些乡镇通过种植水草、投放

螺蛳等措施，治理河沟等污染水域。调查发现，当地实施的集镇污水处理项目，也应用了该项生

物修复技术。 
  在当前的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现代生态科技的话语体系已占据绝对优势，而本土经

验和民间优势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这种现象无益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部门应充分挖掘民

间智慧，并为民间生态实践创造一定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