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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人水和谐———基于太湖、淮河流域

的农村实地调查”课题设计时，主要考虑研究两

种理想类型，即人水不谐的类型与人水和谐的类

型，并在《论人水和谐》一文里，分析了这两个类

型的基本特征。“人水不谐”型的主要特征是“污

染—贫困—疾病—社会矛盾”的恶性循环态势，

而“人水和谐”型的主要特征是生态环境与经济、

社会三者的关系呈现良性互动的多赢态势[1]。对

“人水不谐”与“人水和谐”两个类型的研究，有助

于把握基本类型的特征和规律。随着课题组调查

与研究的深入，以及现实中对解决水问题的迫切

期待，笔者发现阐明如何实现人水和谐，或如何

从“人水不谐”类型转化到“人水和谐”的类型，是

需要深入研究并且予以回答的。所以本文是《论

人水和谐》一文的后续研究，着重探讨历时性的

向人水和谐的生态社区转化的一般规律性问题。

由于篇幅的限制，“再论”主要讨论转型中的“拐

点”及与“拐点”相关的话题。有关历时性演变的

其它方面的讨论拟放后续的“三论”中讨论。

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于“人水和谐”课

题组 2008 年 4-5 月间在太湖流域苏南、浙北和

皖南地区的实地调查，以及 2009 年 3-4 月间在

淮河流域的苏北、鲁南、皖北和豫东地区的实地

调查。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人—水’和谐机制研究———基于太湖、淮河流域的农村实地调查”（07BSH036）的阶段性成果。按照学术规
范，文中的相关地名、单位名进行了技术处理。

再 论 人 水 和 谐

———太湖淮河流域生态转型的契机与类型研究

陈阿江

内容提要 认识生态转型的“拐点”及生态转型的过程及基本特征，对水污染的治理具有十

分的意义。 通过对课题组所做的太湖流域、淮河流域的调查案例进行梳理、分析，发现污染企业

“拐点”重要，与是否污染、污染的程度及普通村民的抗争关系不大，而与其社会影响程度密切相

关；没有生态自觉的企业，即使被迫转变而后仍可能继续污染环境；与其不同，有些企业因为内

部或外部的原因，开始形成“生态利益自觉”意识，并在实践中取得成效；另一些企业则主动利用

“生态”中隐含的技术效益和市场机遇发展生态产业。“生态精英”的引领在生态转型中扮演重要

角色。

关键词 生态转型 生态利益先觉 生态利益后觉

陈阿江，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1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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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拐点”问题

工业化国家大多经历过“先污染后治理”过

程。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曾力图避免发达国

家走过的老路，但从现实来看，这只是一个良好

的愿望，要实现这一良好愿望并非易事。从经验

层面上看，随工业化进程的加深，中国水环境的

恶化触目惊心，呈“有水皆污”的格局。但若从长

时段去认识这个问题，水体的恶化不能无限地持

续下去，水质下降到一定程度以后“应该”好起

来。这样的演变过程若以数学曲线表达，应该存

在“拐点”。从已实现现代化国家的经验看，如日

本，确实存在这样的“拐点”，即在水体破坏到一

定阶段以后，水体的一些主要水质指标又好转了。

关于环境质量变化趋势的研究，有“环境库

兹涅茨曲线”的研究，即对收入或经济增长与环

境质量的关系研究最具代表性。库兹涅茨曲线

(KC, Kuznets Curve) 是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

(Simon Kuznets)在对人均收入差异与经济增长关

系的研究时发现的：收入差异先随经济增长逐渐

加大，然后逐渐缩小，在坐标系里呈倒“U”型曲

线。古斯曼（Grossman）等人引入库兹涅茨曲线对

环境变化进行研究，发现经济与环境之间存在类

似的倒“U”型曲线，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污染水平

随经济增长而快速提高，到一定阶段以后，随着

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环境污染则有所减少。

我国学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

系即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跟进研

究，从地区、全国或不同行业的研究看，所得到的

结果并不一致[2]。笔者认为，轻易地以“环境库兹

涅茨曲线”判断中国环境与经济的关系，意义并

不大。其主要原因有三。（1）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

阶段相对还早，环境方面的很多问题还没有呈现

出来。（2）有关环境的数据积累还比较少，已测量

的如 COD、氨氮也大可怀疑[3]，更何况还有大量的

污染数据根本就没有检测，因此很难进行准确的

判断。（3）区域发展的巨大差异性，假如某大城市

的环境质量合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有可能是

政府为了某个特别的事件，如奥运会前进行的污

染企业外迁及一些行政性的强制措施，并没有从

整体上解决环境问题。从社会学角度看，“环境库

兹涅茨曲线”只是在经济增长/收入与环境污染之

间寻找它们的关系，而更复杂的社会背景却被忽

视了。所以，本文试图通过对课题组实地调查的

案例进行梳理、分门别类，探讨“拐点”出现的时

机、社会背景及相关特征等，进而探讨一般社会

规律性问题。

为此课题组对太湖流域、淮河流域的社区、

企业类型进行了梳理、归类。首先对研究对象是

否污染给予区分。然后着重寻找出现生态转机的

类型，即是否出现“拐点”，这里的生态转机包括

最高层次的生态自觉、中间层次的生态利益自觉

和既没有生态利益自觉也没有生态自觉但被迫

转变等几种类型（见表 1）。

“生态自觉”和“生态利益自觉”这两个概念，

可以视为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的下位概念 [4]。

费孝通在晚年反复地谈论“文化自觉”问题。他所

说的文化自觉是指“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

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这样，人们就会

更理智一些，从而摆脱各种无意义的冲动和盲目

的举动。”[5]概括地说，费孝通认为，通过理解和比

表 1 生态觉悟类型及其主要社会特征

生态觉悟类型
被迫的转型

生态利益后觉

生态利益先觉

污染类型
水污染严重

水污染严重

水污染严重

非污染/潜在污染

无污染

原因/结果
影 响 他 人，如 饮 用 水 安 全，引 起 民 众 恐 慌 ，激 起 民 众 情
绪，媒体介入，高层介入，对地方政府 官员形成压力，进
而影响污染企业的继续生存问题。
污染企业关闭、改造或迁移，局部地区水体改善。 整体情
况更加复杂化。
从陷入绝境的“工业化”养殖模式走出来，探索生态养蟹
方式，实现个体-环境的双赢。
地方水源保护重压之下，想生存的企业不得实现清洁生
产。
意识到传统产业的危机，寻求新的市场机遇。
环境改善，也出现复杂情况。
生态精英先觉，投资开发新兴行业。 “生态”贴牌以后，抑
止了其它可能的污染行业的进入。

案例
B 化工厂的导致的水污染事件
（淮河流域）
巨龙化工厂与东井村的环境抗
争（淮河流域）
卯集企业污染治理（淮河流域）
兴村生态养蟹
（太湖流域）
黄石水库水源地企业 （太湖流
域）
Y 油墨厂转型（太湖流域）

永丰生态园（淮河流域）
小坑茶叶（长江流域）
鹿湖风景区（淮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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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当下的自己（社会）和过去的自己（社会），了解

他人的文明和自己的文明，以明确自己应该做什

么和不应该做什么[6]，这就是文化自觉的要义。生

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历史

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生态问题并不突出，所以

虽然我们有大量的生态文明的实践，但对生态文

明的理论总结不多。只是工业化以后，人类严重

破坏了自然环境，生态问题才突显出来，生态文

明问题也才成为学术研究的话题。笔者认为，“生

态文明自觉”也是“文化自觉”式反思的重要议题。

本文所指的“生态利益自觉”是指自觉意识

到生态或环境的“外部性”可以给系统（企业或社

区）造成经济损失（成本）或带来经济收益。“生态

利益自觉”仍然是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的，但它

兼顾了人类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我”的利益

与“我”之外的环境利益。“生态利益自觉”又可以

分成“生态利益后觉”、“生态利益先觉”，两者主

要是“先”与“后”的差别，具体的后文将进行专门

的分析。“生态自觉”可以认为是非人类中心主义

的表达，它均衡了人类与人类以外的整个生态系

统的关系。所以“生态自觉”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

个理想。

上表是利用“生态”的“自觉”程度对相关案

例进行的分类与归纳，我们希望从中能给以启示。

二、被迫的转型

从目前整体的情况看，大部分企业并没有主

动地意识到企业应承担的环境责任，没有自觉的

生态意识。环境意识调查中普遍的环境意识不足

可见一斑。企业比较普遍地处于生态“无知觉”的

状态中。本文只讨论企业污染环境并出现“拐点”

的情形，而污染环境但不出现“拐点”的情形则不

在本文的研究范围里，不予讨论。此类出现了“拐

点”的企业，因为外部的强制力而不得不关、停、

并、转、移（迁移），所以称之为被迫的转型。那些

被迫转变的企业，往往是因为污染产生了难以逆

转的社会影响所致。

如果水污染的显著程度足以让普通人的感

官能够直接感受到，是引发广泛社会影响的前提

条件。“2·20”水源污染事件就是这样一个案例。

2008 年 2 月 20 日，Y 市居民发现家中的自来水

有一股异味，“黄色的水，农药味”[7]。自来水有异

味，普通居民被迫中断用水。江浙边界的“6·27”

水污染事件也有类似污染明显的特征，河流有明

显的黑水团长时间不消退，这些现象即使是没有

专门技术的人也可以判断“水污染”的存在。事实

上，造成上述污染事件的 B 化工厂，建厂八年来

没有中断过排污，但是此事件发生前它一直在正

常地进行生产。

根据事后媒体的披露显示，B 化工厂是一家

不足百人的小化工企业，主要生产氯代醚酮、工

业氯化钾、结晶氯化铝及双氧水等化工原料。排

放的污水中含高毒性的酚[8]。B 化工厂处于村庄的

南部。2009 年 3 月 27 日下午我们来到 B 化工厂

时，它早已被停止生产，但我们在工厂西约百米

的地方下车时就闻到了强刺鼻的异味。原来醒目

的厂牌名已被换之以“污水处理指挥部”这样的

名称。B 化工厂整个厂区及其东部的水体已经被

改造为污染处理系统，正在进行净化处理。在我

们去现场调查以前，以为它只是一个偶发事件，

而我们在厂北的村庄访问才知道，这次轰动全国

的污染是一个突发事件，而它的污染是自它的生

产之日起就存在，村民长期遭受空气和水体污染

的双重危害。此前，村民与化工厂进行多次交涉

无果。村民曾经前后四次用土坝把村边与 B 化工

厂连通的小河堵起来，试图把毒水拦在村外，减

少污染影响。水利局的人以影响农田水利为理

由，用机器把村民筑的土坝挖掉，村、镇干部也不

允许村民筑土坝。村民也曾把化工厂污染情况反

映到上级主管部门，甚至到省里反映情况。但污

染问题从未真正得到解决[9]。村民反映说，因为村

庄周围的水系被污染，村民不敢吃自己生产的粮

食，把自己生产的粮食卖掉，再从市场购买。蔬菜

也一样不敢吃，村民种自己吃的蔬菜则从远处挑

水来浇。

对附近村庄的污染，以及村民的反对均不足

于撼动化工厂。B 化工厂走到“拐点”的真正原因

是“2·20”水污染事件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受

水污染影响的至少有三类社会群体。水污染影响

的第一“波”是自来水用水人群。自来水用水人群

数量多，而且是市民。在中国的城乡两分法里，市

民的等级与农民是不一样的；在市民群体里，还

有一定比例的官员、商人和知识分子等社会精

英。水污染影响的第二“波”是通过用水人群的社

会网络关系传播出去的，如传统的口信、书信等，

以及广泛使用的现代通讯工具。但与现代媒体所

产生的影响比较，这部分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

所以，通过现代媒体产生的第三“波”的影响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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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爆炸性。由于“2·20”污水事件是在 2009 年春

天这样的背景中（震惊全国、激怒民众的“三鹿”

奶粉事件才刚刚平息，其它的饮水安全、食品安

全问题也还余音未绝）因此具有了极高的新闻价

值，也正是媒体快速介入，进而快速而广泛地影

响民众。媒体的介入，使“严重的社会问题”家喻

户晓，引起民愤，“2·20”污染事件再次刺激了民

众本已脆弱的神经[10]。

在这三大“波”的社会影响之下，地方政府已

经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与江浙边界的“6·27”水

污染事件中污染企业所属地方政府遮遮掩掩的

态度不同，这次地方政府大刀阔斧地砍杀污染企

业，而且直指企业主“没有环境意识，没有社会责

任感”。不仅如此，按照龙台镇一位官员的说法，

“整个区的化工厂将全部退出。本区从此以后不

会存在化工污染问题了。”[11]事实上，B 化工厂的

污染是一贯的，这包括已经被政府查处的记录，

包括附近村民长期的抗争，但是为什么以前得不

到有效治理，而在这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发生如

此巨大的改变呢[12]？社会影响对地方政府官员的

压力可见一斑。

地方政府对此次污染事件进行了快速的强

干预，是与该污染事件被建构的社会问题的严重

性、危害性、广泛性密切相关。对政府主要部门而

言，其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民众的压力，

如有的网民直呼市领导的姓名要求下台，甚至辱

骂“父母官”。在目前的机制下虽不足以引发官员

下台，但显然构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另外来自

上层乃至高层关于重视民生等方面的压力。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

下，企业“拐点”的出现与其是否污染环境似乎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企业的污染是否能引起足够大

的社会影响，是否引起“共振”的民愤，并由此建

构出民众和官员认为的严重的社会问题[13]。东井

村的环境抗争运动可与之进行比较。

还有研究发现，东井村村民为驱赶污染工厂

而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斗争。据了解引进污染化工

厂时镇村两级干部以及化工厂的负责人曾向村

民承诺，化工厂生产的是不会造成污染的感冒胶

囊等日化产品，化工厂的水采用循环使用技术，对

周围的水源和空气不产生任何污染。而实际上却

是生产苯三酚、2，6-二氯苯酚、2，4-二氯苯酚、苯

酚磷氯、硝基苯和 142 蒽昆等化工产品，而且污

水不经处理直接通过农田中的水沟排入村庄附

近的河流。村民知道被骗以后，先以拆烟囱、砸门

窗、堵水道等破坏工厂的方式与污染企业进行斗

争，结果以破坏工厂的罪名被派出所逮捕。后来

在“精英”的带领下村民通过正常渠道找政府反

映问题，四年无果，继而试图通过媒体解决问题，

依然得不到解决。无奈之下村民诉诸于法律……。

在村民持续的斗争压力下，以及地方政府的规划

调整下，八年之后污染企业才搬到工业园区[14]。

如果我们把视线稍微看得宽一点，就不难发

现，这样被迫转变的企业，如果没有形成“生态自

觉”，或者至少是“生态利益自觉”，真正的环境改

善还是极其有限的。因为表面上看，搬迁企业解

决了污染问题，而实际上是把甲地的问题带到了

乙地，让显性问题隐性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污

染问题。

三、生态利益后觉

我们注意到，一些企业，如 B 化工厂，当它走

到“拐点”的时候，也就走到了终点。这无论对企

业还是对地方经济发展，都是非常遗憾的事。所

以，我们的研究更关注那些从困境中走出来的企

业/社区，观察它们如何走出低谷，走上生态-经济

和谐共赢的道路。笔者把遇到困难而后认识到“生

态可以与经济共赢”的类型称为“生态利益后觉”，

而一开始就认识到“生态可以与经济共赢”的类

型我们把它称为“生态利益先觉”。本节先讨论

“生态利益后觉”，下一节再讨论“生态利益先觉”。

中国的传统农业本质上是生态农业。当前农

业所出现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农业工业化（indus－

trialization，一般译为产业化）理念与实践所造成

的。所以解决农业中的环境问题时，农业生产似

更容易寻找到生态与经济的共赢关系。

正如 1990 年代笔者在兴村螃蟹养殖中所

出现的问题，就是典型的工业化理念所导致的问

题[15]。“大养蟹”是典型的不顾生物生长的水生态

条件而一味追求高产出的结果，而这样做的结果

最后使养蟹经济效益下降、水生态条件恶化。经

济效益下降，蟹农几乎走投无路的要放弃螃蟹养

殖，走到了螃蟹养殖的最低点，即“拐点”。从这里

开始，螃蟹养殖出现转机。兴村螃蟹养殖的转型

与前述的被迫转型的污染企业不同。外界并没有

对螃蟹养殖所产生的污染形成很大压力，压力主

要来自养殖户内部的经济压力。为摆脱盲目追求

产量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养殖户在实践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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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了新的养殖方式。

新的养蟹方式可以使经济增长与水环境相

互协调、共生互利。实践发现，种植水草、投养螺

蛳，可以改善水体。种植水草，吸收水体的养分，

清洁水体，同时为螃蟹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及部

分饵料；投养螺蛳，“吃”掉螃蟹吃剩的“残羹冷

炙”，在清洁水体的同时，综合利用剩余物质，为

螃蟹提供优质饲料，降低养殖成本。在维持螃蟹

养殖的生态系统平衡过程中，“水草、螺蛳”发挥

了特殊的作用：它们充分利用工业化生产模式中

形成污染的“剩余”养分，在清洁水体、提供螃蟹

良好生境的同时，生产了螃蟹所需要的优质饲

料，降低了生产成本。事实上，生态农业的最大法

宝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变废为宝”，改善环境，提

高经济效益。

与生态养殖的转变不同，另外一些“生态利

益后觉”企业的转型主要源于外部的压力，黄石

水库“水源地”里的企业就是这样的情景。由于市

政府把大华镇所在的黄石水库列为该市的水源

地，所以地处上游的污染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

力。在地方政府的严管之下，当地企业只能适应

形势、改变现状。环境政策紧缩后，企业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的转变。关停企业。一些市场相对差的，

或者本来要进行技术淘汰的小企业，借机关停，

可获得政府的部分“奖励”。通过技术改造，实现

清洁生产，达到环保要求，则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另有一些借机转产，发展一些有潜力的、无污染

或少污染的行业。

企业转向清洁生产，虽然面临诸多困难，但

也不是不可以克服。企业通常因为成本提高而不

愿意进行污染控制，但我们对水源地企业的研究

表明，实际上增加的成本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即使增加也是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技术也没有预

想的那么困难[16]。当然，水源地保护政策对当地的

工业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事

实上，如果把黄石水库的水源保护问题放大到太

湖流域，观察这样的转变，或许对了解太湖流域

产业的整体性演变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尽管太湖流域的经济总量比淮河流域大得

多，工业也比淮河流域发达得多，太湖流域的总

体污染也比淮河流域严重得多。但在现实中，由

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性、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

性，淮河流域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很严重工业污

染，正如卯集皮革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卯集

皮革业曾是一个严重污染水体的企业，但与此同

时，卯集皮革业也因为污染问题而“一波三折”，

使其经济增长受到影响。具体地说，卯集产业的

演变类型大致介于 B 化工厂与黄石水库上游企

业之间。1980 年代的卯集，一方面经济不断增长，

家家都有小作坊，生产热火朝天。另一方面，由于

规模小，没有专门的污水处理技术与设施，污染

不断加重，成为经济繁荣而生态恶化的一个典

型。后来，在媒体、下游受影响人群、政府等多重

压力下，经过技术改造、经营组织调整以后，最后

实现“脱胎换骨”，慢慢地“活”过来了。

如果以生态的视角看卯集皮革产业的演变，

它有一个大而复杂的“拐点”，即中间有 3 次大的

因为环境保护要求变严而使产业结构发生革命

性的变革。这三次分别是：1995 年的主要以淘汰

大量的家庭作坊，保留和扶持一些成规模的工

厂，要求这些工厂配套污水处理设施。2000 年的

治理只保留了 20 家有污水处理厂的皮革厂。这

20 家比较规范，都投资 300 万建设了污水处理厂

和 2004 年再治理，使含皮革生产的工厂，只保了

3 家（一家拥有 3000 吨日处理污水能力，另外两

家拥有日处理污水 2000 吨）[17]。这 3 家都有较大

规模的污水处理能力，经济上比较合理，管理上

也比较方便———企业的污水处理车间边安装了

在线观测仪，上级部门的环保机构乃至国家环保

部都能定时读到所监测企业外排水的 COD 和氨

氮值。当然，从总体上看，卯集 1980-1990 年代初

的繁荣景象，今天已风光不再。根据我们实地调

查的情况看，原因是多方面的，毫无疑问，环境保

护的要求很明显地影响了卯集的经济增长，此外

还有市场变化以及区位优势等原因[18]。

四、生态利益先觉

说生态利益先觉是我们的愿望，但从目前的

情况看：一方面，水污染很严重，现实与民众及高

层政府对水体的期许有很大的差距；另一方面，

最近十余年来，政府、媒体和民众施于污染企业

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与前述的“生态利益后觉”者

不同，“生态利益先觉”者必须认清目前发展的新

局势，力避环境污染存在的经济社会风险，主动

利用“生态”中隐含的技术效益和市场机遇，拓展

生态-经济双赢活动。考虑长远发展的“精英”们

需要，在还没有因为污染而非改不可的情形下，

主动出击，改行清洁生产，或直接投资生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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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生态利益先觉”[19]企业虽然不多，但很可能

昭示着未来发展的方向，它具有向导性。

正如 Y 油墨厂就可以视为工业行业中的“生

态利益先觉”者。Y 油墨厂地处黄石水库库区，而

该地区被市政府宣布为水源地以后，除了关停、

迁移的企业，生存下来的企业只能走清洁生产的

道路。Y 油墨厂处于水库上游，按照水源地的相关

法规，这类企业是不可以存在的。但问题是，建厂

的时间远远早于该地区被列为水源地。受访的厂

主人认为目前他们的油墨生产，经国家相关部门

的检测，产品是合格的、没有什么污染。厂主认

为，他们继续生产几年，也没有什么问题。但厂主

在做决策的时候，把“环境”这个变量放在国家政

策及时势变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中认真考量。他们

分析了将来的走势，认为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

政策越来越紧将是必然的趋势。所以仔细思量，

比较了继续开三年再停和现在就开始转产的利

弊得失。她说，现在转行，企业会有很大的经济损

失，毕竟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客户销售网络就失

效了，回笼应收款也是个很大的问题。考虑到早

转可能多一些机会，可以及早抢占市场先机，所

以再三权衡之后，他们最后选择稳妥转产的方

案，而不是死守原来的产业[20]。

相对而言，农业由于其自身的特点更有可能

走上生态发展的道路。从现实中的案例看，能走

上生态农业之路的往往依赖于比较优越的自然

资源条件。优越的自然资源是一个必要条件，但

同时还要取决于多种因素和条件，这其中“生态

利益觉悟者”即具备生态意识的企业家或社区精

英的引领十分关键。在课题组研究的若干案例

中，生态产业的发展均与“生态精英”的存在有密

切的关系。

小坑生态茶叶的畅销，一方面是依赖于其十

分独特的自然条件，但也与一个“外来的本地人”

的“生态化”市场运作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抓住居

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对食品中的化肥农药等

有害有毒物质残留的担心，用回归无毒无害的天

然食品的影响逐渐增大产值。这种消费倾向，一

方面源自于中国人传统文化中崇尚自然的心理，

另一方面，又迎合了时尚的“绿色食品”、“有机食

品”潮流。正是这位具备当地人、城市人的双重角

色的一位转业军官意识到小坑茶叶潜在的巨大

商机。他收购当地村民的茶叶，设厂加工，注册、

品牌化运作，在城市设立“茶楼”（茶叶专买店），

提高了价格，也促进了销量。

还有永丰生态园以生态理念主导投资生态

产业。该公司利用沿海滩涂上的一块土地，投资

生态产业的建设，虽然我们还不能说永丰已经到

了十分成功的地步，但在一些领域，已经见到效

果，如生态园里建成的猪粪—沼气—燃料/肥料循

环系统，把有效地自然资源很好地利用起来，而

且确实维护了环境。永丰生态园的存在本身就具

有一定的先导价值和象征意义。

总之，上述生态农业、旅游业的发展，对水环

境的维持和保护是有积极意义的。首先，因为生

态产业的存在，大大减少了农药的使用，甚至有

的地方，如小坑在村口竖立起“不让农药化肥进

村”的牌子，表明他们有决心不再使用农药化肥

了。其次，生态产业的发展对其它污染行业的存

在与发展产生重要的拒斥作用。比如，鹿湖风景

区所在的地方曾经讨论过是否要发展工业的问

题，大家大都认为引进有污染的工厂势必要影响

水环境，进而影响已经发展起来的旅游业，结果

没有引进外来污染工业。这说明因为鹿湖风景区

的存在，它有力地排斥了外来转移污染企业的可

能性。最后，带有观光性质的生态农业，或者本身

就以旅游为目的的生态旅游业，在为观光者提供

服务的同时，也对观光客进行了有益的环境教育。

因此我们认为，“生态利益自觉”型企业/社区

的出现、成长，“生态精英”的引领十分关键。没有

“生态利益自觉”的企业精英或社区精英，生态-

经济双赢的产业或社区就不可能出现。“生态利

益先觉”型企业/社区的出现、成长与早期的经济

先发展村庄有很大的相似性，只是关键词“经济”

被“生态”或“生态经济”替代了。但因为发展阶段

不同，面对的现实、任务不同，所以精英所关注的

核心理念也就不相同了。

水污染日益严重，也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

注和重视。在高层政府、媒体和民众的压力下，各

种利益主体，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不得不思考

环境的未来走势。一些因环境而变的企业，虽然

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但观察和研究它们的转

变过程及其中的一些规律性问题，是很有价值

的。更详细的研究成果，我们将在后续的研究成

果里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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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on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Waters
— a Study of the Turning Point and the Types of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Taihu Lake and the Huaihe River Basins
Chen Ajiang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to study the turning point, the process
and essential features of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fter analyzing the cases in the Taihu Lake and the
Huaihe River basins investigated by the project team, the author finds the “turning point”of contaminating
enterprises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fact of pollution, the extent of pollution or villagers' fight, but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influence. Enterprises without ecological self-consciousness are likely to continue their en－
vironmental pollution even if they were forced to be transformed. Unlike them, some enterprises have formed
“self-consciousness of ecological benefits”for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asons, achieving practical suc－
cess; others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both the ecologically potential technological benefits and market oppor－
tunities to develop ecological industry. Finally,“ecological elite”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ecological trans－
formation.

Keywords: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preconsciousness of ecological benefits; post-consciousness of e－
cologic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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