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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乡村工业的扩张 ,乡村环境持续恶化 ,有的地方已经不适宜人类居住 。面对外源污染 ,乡

村居民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作出了艰苦卓绝的抗争 ,可是收效甚微 。为了剖析乡村居民环境维权的艰难处

境 ,选择典型案例从多个维度对农民的环境维权和经济维权做了比较:从权利意识角度看 ,环境维权具有

被动性;从侵权影响角度看 ,环境维权具有复杂性;从维权行动角度看 ,环境维权具有公益性 、要求高 、变数

多 、成本高等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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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环境维权是指通过各种维权手段 ,切实保障环

境资源的利用权 、环境状况的知情权和受到侵害后

的请求权 ,实现人们的环境权益 。乡村居民环境维

权已经是一个常见的社会现象。据统计 , 2007年

因农村环境污染上访的案件有 70万起 ,是 1995年

的 11倍 ,而且多数是整村或几个村联合上访 ,已成

为影响经济 、制约社会 、涉及政治的重大问题
[ 1]

。

已有研究已经指出了农民在环境维权行动中的部

分特点 ,如缺乏对环境权的了解 ,缺乏环境保护知

识 ,维权意识差 ,同时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的积极性

低
[ 2]

,但没有对农民环境维权行为进行剖析。环

境维权行为和经济维权行为有许多相似之处。经

济维权是指农民通过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经济收

益 ,如欠薪 、土地征用 、拆迁 、减负等问题。笔者认

为 ,通过将两者对比分析而详细展示环境维权的社

会特征 ,既有助于我们认识治理环境污染的复杂

性 ,梳理公民的环境权益;也可以从中解答环境污

染纠纷为什么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借以引起环境

法规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本文以福建 X村 、浙

江 W村和 H村的环境维权为例加以分析 。

X村位于福建东部 ,属于欠发达地区。 1992

年 ,村边建立氯酸钾化工厂 , 1994年投产 ,年产氯

酸盐 4.4万吨 ,是亚洲最大的氯酸盐生产基地 ,企

业年利税约占当地税收的 1/3。从 1994年开始 ,

污染损害(主要是铬污染)开始显现 ,主要是林木

烧死 、蔬菜绝收 、水源污染 、臭气 、癌症频发等 。村

民环境维权从 1999年开始 ,首先采取举报 、上访 、

网络 、媒体曝光方式 , 2002年 11月 7日开始诉讼 ,

2003年被国家环保总局列入 “中国十大环保案

件”, 2004年 9月通过环境诉讼(原告数目最多的

诉讼)方式 ,经一审 、二审 ,福建省高院最终于 2005

年 11月作出 “化工厂赔偿村民 68万余元 ”的判

决 ,与村民要求的 1 353万元相差甚远。

W村位于浙江东部 ,属于经济发达地区。镇

政府于 1992年新建化工园区 ,离居民区一墙之隔 ,

污染随即开始 ,村民的环境维权从 1997年开始 ,先

后出现 3批维权人物 ,前两批以与化工园区的企业

主和谈而告结束 。 2003年 12月 ,以渔民韦女士为

主的第三次抗争开始 。他们的维权方式主要是媒

体和舆论 ,依靠拍照 、取水样 、举报 、上访 、写日记 、

发传单 ,接受国内外的数十家媒体采访等方式 ,也

遭受过辱骂 、流言蜚语 、恐吓 、殴打 、曾经被监视居

住。因其以普通农妇保护浙江母亲河的事迹 ,韦女

士先后获得所在市 “十大平民英雄 ”之首和中国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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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年度人物提名奖 ,引起人们的持续关注 。经持续

努力 ,化工园内的企业正逐步有计划实施搬迁 。

H村属于浙江中部某县级市。 2001年 ,村边

建设乡镇级的化工园区 ,在建设开始 ,村民就因土

地问题开始维权。 2002年化工企业开始陆续投

产 ,污染也随即发生。该案例开始只有小规模的媒

体报道 。由于村民与化工企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

锐 , 2005年 3月 24日 ,附近村落的一些老年人开

始设置路障堵塞进出园区的唯一通道 。地方政府

与村民协商一周未果 ,在 4月 10日凌晨强行拆除

路障 ,闻讯赶来的村民与政府人员发生大规模冲

突 ,造成 “4· 10事件”,引起中央政府和国内外媒

体以及民权人士的高度关注。浙江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 ,成立了以省环保局牵头的专门协调小组 ,

责成彻底查清当地的环保情况 ,认真研究解决村民

的诉求 。最终结果是化工园区的污染企业依法关

闭 ,村民获得了部分维权诉求。

二 、维权意识

　　维权意识是所有维权研究所必须探讨的首要

问题。因为社会主体只有产生了维权意识才可能

表现出维权行为 ,然后才会遇到维权过程中的种种

困难。现有研究表明 ,权利意识的强弱会影响到权

利主体维权的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 ,是主动还是被

动
[ 3]

。笔者以农民的经济维权意识为参照体 ,从

意识产生 、维权知识和维权预期 3个方面论述农民

环境维权意识的特点 。

1.意识产生的被动性

农民的经济维权意识产生在参与市场活动的

开始之时。农民对于市场中的陌生人天生没有信

任感 ,因此 ,农民参与市场经济需要有契约 ,无论是

书面的还是口头的 ,都规定了农民的权利和义务 ,

这反映了农民确立经济维权意识比较及时。以农

民工欠薪为例 ,由于农民工的弱势地位 ,往往难以

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 ,雇主有时不肯承

担相应的义务 ,导致农民工的经济权利受到侵

害
[ 4]

。当农民工意识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或者

可能受到侵害的时候 ,他们就会采取相应的行动讨

回自己权益 。即使在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中 ,他们也会通过对国家法律和中央政府政策的解

读而获得权利意识 ,然后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

督和反抗 ,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 。

与经济维权相比 ,农民环境维权意识产生较为

被动 ,时间上有所滞后。导致环境维权意识被动和

滞后的主要原因是环境信息的不对称。污染企业

为了防止农民的反抗 ,在项目建设之前 ,往往隐瞒

项目的内容以及对环境的影响。村民也找不到反

对政府招商引资的理由 ,无法获得环境影响评估报

告。在土地遭到征用之后 ,农民已经失去对土地使

用方式的决定权 。如果农民反对 “招商引资 ”项目

的建设 ,就是拖地方经济发展的后腿 ,将得到理所

当然的压制 。农民确立环境维权意识一般要在周

边环境污染导致自身权益明显受到侵害之后 。由

于过去农民的生活环境是天然的 、无价的 、公共的 ,

自然环境因素没有进入到意识层面。当生活环境

从适宜状态转变为恶劣状态 、自身的健康状况明显

恶化 、周边的农作物被明显损害之时 ,农民才意识

到环境的存在 ,意识到环境质量的宝贵以及环境保

护的重要性 。只有农民意识到周边的环境遭到破

坏 ,需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加以保护时 ,我们才能说

他们具有了环境意识 。

2.维权知识的综合性

任何维权都需要相应的知识。相对而言 ,经济

维权需要的知识较少 ,只要根据合同或者计价规则

计算自己的应收收益 ,了解中国社会可能的维权路

径 ,然后寻找最有效的机构(如行政机构 、司法机

构 、媒体或民间团体)帮助讨回自己的权益 。环境

维权需要的知识较多 ,包括侵害事实的发现 、侵害

损失的评估 、责任主体的认定 、侵权经过的叙述和

表达 、维权途径的选择 、与责任人协商谈判等环节 。

相应地 ,当事人需要具备基本的事实调查能力 、分

析能力 、上访或诉讼文书的阅读与草拟能力 、法律

技能 、社交技能 、谈判技能以及行政管理 、环境科学

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知识 。农民并不与生俱有这

些维权技能和知识 ,需要经过长期的学习 、积累和

培养 。而且 ,由于受教育程度低 、社会交往简单和经

济收入低等原因 ,多数农民将生活的主要精力放在

谋生上 ,对于如何维护自身权益并不清楚
[ 3]

。例如

福建 P县的案例中 ,在化工厂投产后的几年里 ,村民

出现健康状况明显恶化的现象 ,但是 ,几乎没有人向

有关部门或法院主张过健康损害权益 ,大部分受害

者认为健康恶化的原因难以证明 ,证据难以收集 ,往

往放弃对健康损害的救济请求。从中可以看出两

点:损失评估和责任主体认定最为关键和困难;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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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知识的多少直接影响其维权行动。

3.维权预期比较悲观

经济维权目标相对具体而稳定 ,可以用价格或

货币来衡量 ,维权手段也比较完善 ,维权目标也不

会随着人们的收入高低 、知识多少 、居住地点而变

化 ,因此 ,经济维权比较具体和稳定。经济纠纷自

古以来就不断地发生 ,经济法律 、契约和习惯比较

完善 ,因此 ,经济维权也比较容易 。正是因为这些

有利的因素 ,农民对于经济维权往往具有比较乐观

的预期 。

但是 ,农民对环境维权的预期往往比较悲观 ,

主要原因有 4个:①人员素质不整。农村社会结构

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大量 “精英 ”城市化或者进

城务工 ,留守人员的经济 、政治 、文化能力较弱 ,造

成农村环境维权力量和意愿下降 。 ②环境法规比

较抽象 、笼统。目前的环境法规可操作性较低 ,对

企业的环境监察 、环境信息公开 、污染损失评估 、环

境恢复等方面均无详细规定。 ③环境维权的目标

不明确 。环境法规不够明确导致公民的环境权利

也不够具体 ,以致多数情况下农民的环境维权以经

济赔偿为主 ,而不清楚究竟能够在环境质量上主张

哪些权利。 ④环境维权者还面对污染企业和地方

政府的联手压制 。污染企业之所以有顽强的生命

力与地方政府的支持有密切关系 ,在现行的财政体

制和政绩考核体制之下 ,污染企业与地方政府存在

巨大的共同利益 。在 “守法成本高 ,违法成本低”

的时候 ,环境维权者让污染企业遵守环境法规等于

是站在污染企业的对立面 ,自然会遭到他们的打

压 。地方政府作为污染企业的同盟 ,很可能把环境

维权行动视为地方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消极保护环

境维权者的合法权利 。在现阶段 ,环境维权者的行

动具有 “先天下之忧而忧 ”的先锋特点和 “明知不

可为而为之 ”的非理性特点 。

三 、侵权影响

　　任何侵权行为都会给农民带来直接的经济损

失 。环境侵权的复杂性在于环境法规对权利没有

明确界定 ,环境污染与污染损害之间的原理复杂 ,

环境影响的时空特征比较复杂。这里不讨论环境

法律问题 ,而讨论后两点。

1.侵权原理的复杂性

经济侵权原理明确 ,因果关系简单 ,责任主体

明确 。例如农民工的欠薪问题 、农村的征地问题和

农民负担问题。而环境侵权原理复杂 ,因果关系复

杂 ,责任主体难以认定。一方面 ,因为环境产权无

法界定 ,农民只有环境的使用权 ,不能排斥其他社

会主体对周围环境的使用 。另一方面 ,农民没有多

少环境知识 ,不能清楚说明环境污染与身体和财产

损害之间的影响关系 。污染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

系难以确认 ,侵权的责任主体也就难以确定。环境

污染责任主体不明确 ,增加了农民维权的难度 。例

如 ,浙江 D县的案例中 ,对于村民的指责 ,某化工

厂的负责人说:“有些农民知识层次较低 ,认为只

要有化工厂 ,就没好事儿 。其实有的厂子只是因为

事故才有污染 ,平时是没有事的。如果污染严重 ,

这些树木(指企业中的树木)能如此绿?”关于树木

和蔬菜死亡的情况 ,他认为是因为天气 ,而非污染 。

因为当年气温持续走低 ,所以导致如此结果。在福

建 P县的案例中 ,化工厂的老总也认为 ,农作物的

死亡可能是气候造成的。浙江 X县的案例中 ,渔

民反映渔业收入急剧减少 ,环保局的干部认为他们

的技术太差 。

相对于中国环境法规在环境侵权原理上的抽

象和笼统表述 ,欧盟环境政策法规就有不断创新 。

他们遵循 “保障人体健康是立法的重要基础 ”这一

原则 ,在立法时充分考虑了污染与人体健康的关

系。以空气质量立法为例 ,通过深入研究 ,欧盟确

定了空气中有害物质与人体健康之间的定量关

系
[ 5]

。如果中国能够借鉴欧盟的经验 ,利用环境

科技力量 ,确定环境质量与健康和作物损失之间的

定量关系 ,那么 ,农民的环境维权行动就可以在污

染损失的责任认定和因果联系上节省大量的精力 ,

就会给环境维权带来实质性的动力 。

2.影响时间的持续性

经济侵权的时间效应不太明显 。经济侵权的

程度主要是经济契约或国家法律的规定 ,当法院对

赔偿额认定后 ,个体经济权益的受损度不会因时间

的长短而发生显著改变 ,农民经济损失得到赔偿

后 ,困境就能得到缓解。侵权责任的大小只需要考

虑货币的时间效应 ,采用贷款利率和通货膨胀指数

加以调整 ,有公允的方法加以处理 。

环境侵权的时间效应则非常显著。一般来说 ,

环境侵权发生后 ,对所在地会产生持续性影响 。首

先 ,污染损害具有隐蔽性 。环境损害是一个逐渐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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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的过程。由于农民自身环境维权意识的薄弱 、政

府对农村环境侵权监管制度的缺失以及农村信息

渠道不畅通等原因 ,农村环境侵权的损害结果不容

易被发现 ,即使偶有发现也很难得到及时纠正
[ 6]

。

其次 ,地区环境(土地 、水资源)的恢复 、改善需要

漫长的时间 。最后 ,环境侵权若不及时解决 ,其消

极影响会随时间的延续不断加深 ,不但危害当代人

生存条件 ,也会危害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 。

浙江 X县的环境维权者 W女士认识到:“环

境如果就这样污染下去 ,那么世界上不要说动物 ,

人都要绝种了 ”。福建 P县案例中的村民认为:

“人身健康确确实实受到了侵害 。这种人身健康

所受到的侵害 ,在短期内不会有什么征兆 ,但长期

的污染必定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这一事实大家都很

清楚。如果法官也住在我们那 ,就会亲身体会到从

空气的污染到水的污染给周边的人们造成的是一

种什么样的侵害 ”。

3.影响空间的不均匀性

经济侵权的空间效应不明显。首先 ,在经济侵

权中 ,侵权程度主要遵循经济契约或国家法律的规

定 ,不存在个体差异 ,因此 ,受害者没有空间上的差

异 。其次 ,空间差异也不会影响个体的维权行为。

最后 ,受害者也无法将自己的损害转嫁给他人 。

环境侵权的空间效应则十分明显 。首先 ,环境

影响在空间上是不均匀的 。从维权群体内部来看 ,

离污染源越近的农民所受的损失就会越大 ,因此 ,

离污染源远近会影响他的环境维权动力。其次 ,环

境影响的空间可转移性。对于污染受害者来讲 ,如

果不能制约污染源头的行为 ,那么 ,他也可能将环

境污染物转移给他人
[ 7]

,这在水域污染的事件中

表现得最为明显 。再次 ,环境侵权的影响还与农民

迁移可能性有关 。对那些无法迁移的村民来说 ,周

边的环境就是他们长期居住的地域;而对那些有迁

移能力的村民来说 ,农村的环境只是暂时的生活栖

息地。显然 ,前者相对后者来说 ,其维权动力更大。

最后 ,农村环境侵权具有放大性 。环境污染可能蔓

延 ,如果处置不够及时 ,环境污染可能由区域性向

更大范围延伸 ,不仅危及农民的身体健康 ,影响农

村的环境质量 ,也直接影响了城市居民的食品安全

和环境质量
[ 6]

。

冯仕政利用差序格局概念来解释环境抗争行

动 。他的结论是 ,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社会

关系网络规模越大或势力越强 、关系网络的疏通能

力越强 ,对环境危害作出抗争的可能性就越高 ,反

之则选择沉默的可能性越高
[ 8]

。可是 ,他选择的

样本是城镇居民 ,而不是农村居民 。从经验调查来

看 ,农村中社会关系网络发达的居民大部分已经进

城居住或者工作 ,剩下的主要是社会经济地位比较

低下的居民 ,在环境受到污染的区域这种趋向更为

明显 ,因此 ,当前的农村已经是一个去精英化的村

落 ,生活共同体已经破碎 ,社区归属感也已经淡化 ,

这更增加了农村居民的环境维权难度。

四 、维权行动

　　在维权行动层面 ,环境维权和经济维权在手段

上没有太大区别 ,如集体上访 、静坐示威 、寻求媒

体 、聚众闹事等。但是 ,两者在行动性质 、证据收

集 、所需援助 、维权目标和维权路线上有所差异 。

总体来看 ,环境维权行动具有公益性 、要求高 、变数

多 、成本高等特点。

1.维权行动的公私双重性

农民经济维权除了推动法制进程 ,一般是自我

权益驱动的行为
[ 9]

。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 ,

不管是采用个体方式还是集体方式 ,农民的维权目

标只在于得到经济补偿。诚然 ,农民站出来进行维

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根据詹姆斯 ·斯科特的

研究 ,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对社会或上层阶级的不

满往往采用日常的隐蔽反抗方式 ,只有当农民的生

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 ,他们才会奋起反

抗 ,甚至铤而走险
[ 10-11]

。

环境维权行动具有双重属性 ,既是经济行为 ,

也是环境行为。如果失去后者的属性 ,环境维权就

转变为经济维权 ,就不再具有双重属性 ,因为环境

质量不再成为目标 ,而是一种牟利的工具 。真正的

环境维权行动 ,既是利己行为 ,又是公益行为 。

①环境维权的利己性表现在环境维权者与企

业主争夺环境使用权上。因为环境容量是有限的 ,

工业企业主为了生产利润 ,降低污染治理成本 ,需

要将乡村环境作为自己的排污空间。企业排污的

结果就是降低环境质量 ,挤压村民的生存空间;村

民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质量 ,有动力防止污染企业

的排污行为 ,两者在环境利益上是相互冲突的 。

②环境维权的利己性还表现在维权资格问题

上。中国目前的法律不支持环境公益诉讼 ,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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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人人都可以参与环境维权行动 ,必须是有利益

关联的行动主体 。如何证明具有利益关联 ?这就

要看原告是否对受损的物品拥有产权或者使用权 ,

污染企业是否侵犯了原告的权益 ,诉讼是否超过有

效期。在福建 P县的案例中 ,只有 3人能够出示

《福建省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或 《自留山

证 》,化工企业据此就认为其他人没有维权资格 。

③环境维权的公益性表现在环境使用的公共

性。环境维权不排斥村民因个体的财产和健康损失

而主张的赔偿 ,重要的是它追求环境质量 ,关注生态

的恢复。因此 ,环境维权行动不仅是为了自己 、周边

邻居 ,而且也是为了子孙后代 ,具有公益性。

2.所需援助的综合性

经济维权所需的援助主要是法律(包括政策)

知识 ,有时也需要媒体协助 ,也会遇到经济上的困

难 。经济维权中使用的法律和政策主要是用来证

明自己维权的正当性 ,这种证明是直接的 ,只要将

事实与法律和政策内容对比就可以判断 。环境维

权不仅需要法律援助 ,还需要技术援助 、利益协调

人和人身保护。

环境维权需要法律援助。虽然农民并不习惯

通过诉讼(打官司)来保障自己权益 ,但由于这是

舆论或社会整体观念上认为正常的途径 ,所以遇到

困境的农民一般不会拒绝
[ 12]

。但是 ,环境维权者

往往只是普通农民 ,他们缺乏环境法律方面的知

识 ,因此需要法律援助 。

环境维权需要技术援助。在环境维护诉讼中 ,

法院不接受农民以 “常识性判断”的方式提供证

据 ,因此需要寻求技术性援助来搜集证据 。

环境维权需要利益协调人 。环境维权过程中 ,

既要协调受害者共同处理维权过程中的困难和矛

盾 ,也要对环境维权成本的分摊和损失补偿的分配

等问题妥当处置 ,否则 ,就可能导致村民之间产生

新的矛盾。因此 ,环境维权如果没有一个权威的利

益协调人 ,就很难走完漫长的过程。

环境维权者还需要人身保护。当与纳税大户 、

地方财政支柱型的污染企业发生纠纷时 ,环境维权

者不仅会遭受污染企业的威胁 ,而且会遇到基层干

部的威胁 ,因为经济维权者的正义感 ,不管是在道

义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是得到支持的 ,所遭受的威胁

也披有非法的外衣。可是 ,如果地方政府 、地方法

院和周边村民或者家庭其他成员不支持的话 ,环境

维权者的正义感有时会令他们自己怀疑 。

3.维权目标的易变性

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活动 , “利益 ”是他们行

动取向的基础。利益有多个层次的内涵 ,有经济利

益 、名誉利益 、政治利益等 。以农民减负抗争为例 ,

经济利益是中央和上级政府赋予的 、被基层政府和

企业侵害的 、需要采取行为进行保护的 、关系到许

多相同处境的农民的利益 。对有些维权抗争精英

来说 ,群众的 “言论 ”及 “评价 ”才是他们所追求的

“利益 ”。而到 “以法抗争 ”阶段 ,维权农民用国家

法律来抵制国家最基层政权 ,已经体现了一种政治

利益
[ 13]

。

环境维权的目标有两个:经济赔偿和环境质量

改善 。从现实经验看 ,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追求是随

着经济发展水平而上升的 。经济赔偿涉及物质损

失赔偿和精神损失赔偿 。物质损失赔偿涉及物质

损失证据的搜集 ,精神损失赔偿目前难获支持 。我

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

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

权精神赔偿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规定 ,

精神赔偿只适用于精神损害和身体受到严重侵害

的情况。因此 ,村民事实上的精神损害在有弹性的

法规面前找不到充足的证据 ,也就难以得到赔偿或

补偿 。

环境质量改善的目标可能面临被商品化的危

险。在环境维权行动中 ,一些污染企业主往往利用

金钱收买的方式让农民 “封口 ”,让其不再追求自

己的环境权益。污染企业收买的对象有 3种人:一

是村里的干部 ,二是村里的混混 ,三是环境维权的

组织者。收买村干部的目的是利用村干部的权力

帮助安抚村民。收买第二种人的效果就是前面讲

的暴力威胁 。收买第三种人的目的就是瓦解环境

维权活动的阵营 ,这一招非常有效。浙江 X县的

案例中 ,自 1997年以来 ,已经有 3次维权行动 。前

两次的组织者全部被污染企业收买。但是 ,对第 3

次维权行动的组织者 ,污染企业的收买行为并没有

成功 。当环境维权者认识到环境质量就是自己的

生存问题的时候 ,就不再会被经济补偿所左右了。

4.证据搜集困难且成本巨大

证据搜集是维权行动中的关键环节 。经济维

权也需要搜集侵权事实。相对而言 ,经济维权的取

证比较简单 。例如农民工遭遇欠薪需要举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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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劳动而又没有及时足额领到工资时 ,只要找

到证人证明他曾经工作又没有收款签名时就能证

明雇主欠薪 。

环境维权中的证据搜集工作十分困难 。首先 ,

村民对于环境污染的危害仅限于感官的认知 ,举出

的证据缺乏权威性。例如在福建 P县的案例中 ,

村民没有在污染时请农业局或者林业局进行损失

检验 ,而是自己花很大成本进行损失统计① ,结果

法庭没有采纳。其次 ,污染行为和致害因素都是迅

速变化的 ,因此 ,当事人或者纠纷处理第三人在损

害显现之后的调查和取证时 ,环境已经发生变化 ,

难以证明当时的污染状况 。在福建 P县的例子

中 ,法院派出的调查员的评估时间与实际发生的时

间相差两年 ,许多证据已经灭失 ,最后的估计离事

实 、离村民的预期十分遥远 。再次 ,环境污染检测

困难 ,缺乏公正的评估机构 。一方面 ,环境检测需

要专业技术手段 ,污染排放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需要环境科学的进步 。由于科技水平的局限 ,有些

污染物的致害原理至今难以确定
[ 14]

。另一方面 ,我

国有资质的环境污染鉴定评估机构十分缺乏 ,又缺

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和鉴定方法 ,使得一些环境科学

上已经解决的问题在实际案例中仍然作为未知问

题 ,推卸污染企业的社会责任
[ 15]

。也有一些评估机

构出于种种原因在评估过程中不能 “价值中立”。

最后 ,搜集证据需要很大成本。这里的成本表

现为 3个方面 ,一是人力 ,二是财力 ,三是污染企业

的阻力 。为了搜集企业非法排污的证据 ,维权者需

要持久地观察企业的行为。在每一个环境纠纷案

例中 ,维权者漫长的维权过程也是搜集证据的过

程 ,而且请专业机构评估需要花费 10万元一次。

企业的阻力有:不招临近居民作为职工 ,断绝村民

掌握企业行为的信息和证据的渠道;分化离间环境

维权群体 ,用金钱诱使意志不坚定的环境维权者放

弃维权 ,用想要补偿的人来遏制有环境诉求的人;

实施暴力威胁等 。在福建 P县的案例中 , 5个诉讼

代表人中有两个遭受企业聘用的包工头的殴打。

浙江 D县的案例中 ,组织参加老年人搭竹棚(即临

时居住的大棚)的人遭到同村混混的暴力袭击 ,派

出所却袖手旁观 。浙江 X县的案例中 ,为了搜集

证据 , W女士经常被化工厂里面的人打得青一块

紫一块 。在搜集证据的 3年多时间里 ,她曾多次遭

遇恐吓 ,家里的玻璃也被人先后砸破了许多次 。尽

管如此 ,她还是意志很坚定 ,坚决与他们斗争到底 。

当然 ,涉及村民环境维权的因素还有很多 ,比

如立法机构 、行政机构 、司法机构等公共机构 ,他们

的立法 、执法和审判或仲裁立场直接影响村民的环

境维权进展 。还有民间环保组织 ,它们也经常参与

到农村的环境维权活动之中 ,有些甚至成立了草根

性民间环境保护组织 ,只是由于没有办理正式的手

续 ,他们的活动处于非法状态 。

五 、余论

　　农村环境正在恶化 ,需要有人去保护 。环境维

权者作为农村环境的守卫者是这一事业的最佳承

担者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 ,他们的维权行动遭遇

种种阻力。多数地方政府还是把人均收入作为硬

指标 ,把环境质量作为软指标 ,视为发展过程中必

须忍受之痛 。这种发展观念没有考虑 “谁在承受

环境污染之害” , “这样是否公平”, “没有环境公平

的发展是否是健康 、可持续的发展 ”。中央政府尽

管有能力安抚百姓 ,约束地方政府的过激行为 ,但

是环境质量的改善需要科学 、需要时间 、需要生态

条件等因素 ,因此 ,环境权益的保护仍然是一个未

知数 。环境维权困难的社会原因主要是污染企业

的非法排污和地方政府的包庇纵容。要使企业严

格遵守法律和地方政府严格执行法规 ,必须改革政

绩考核体制 ,要在环境容量约束之下发展经济 ,必

须培育社会民间力量 , 如环境维权者 、环保 NGO

等。民间力量的作用在于利用环境科学知识和法

律知识教育广大群众 ,提高他们的环境意识和维权

意识 ,依照环境法规监督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行为 ,

使用法律起诉企业的违法行为和政府的不作为或

非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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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ofSociology, HohaiUniversity, Nanjing210098, China)

Abstract:Withthefastexpansionofruralindustry, environmenthasbeendeteriorated, andsomeplacesareno

longersuitableforliving.Facingexternalpollution, ruralresidentshavemadeanarduousstrugglefortheirenvi-

ronmentalrights, butoflittleavail.Toanalyzetheplightofruralresidentsprotectingtheirenvironmentalrights,

thispaperchoosessometypicalcasestocomparetheenvironmentalandeconomicrightsofruralresidentsfrom

severalperspectives:intermsofrightrecognition, theirprotectingenvironmentalrightsisinapassivesituation;

intermsofrightinfringementinfluence, theirprotectingenvironmentalrightsisofcomplexity;intermsofthe

right-protectingaction, theirprotectingenvironmentalrightshasthefeaturesofnon-profit, highdemand, change-

ablesituation, andhighcost.

Keywords:ruralresidents;environmentalrights;economic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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