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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如何保持适度的平衡已成为当代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大公圩河蟹产业发展的社会学阐释》一书探索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

间的和谐共生和互利共赢机制，既把握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环境问题迸发的一般性原理，又突出了环境

治理的本土社会实践经验。本文以该书和相关研究话题为素材，就环境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自觉与地方

性知识、该书所探讨的产业转型背后的人水关系以及微型社会学的系统应用等问题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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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共生是当代中国社会现

代性的突出特征。郑杭生先生曾将中国现代化的

特征归结为两重性和复杂性，即“社会优化与社会

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

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当代

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代价是如此沉重，正

反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对比是如此鲜明，

应对并不容易”［1］。这其中的代价就包括社会现

代化所带来的污染问题。近些年来，环境污染引

发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出现，特别是太湖蓝藻事件

的爆发给中国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
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如何保持适

度的平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重

要课题。而如果将这个问题放置于城乡转型的社

会背景中又会显得越发复杂，因为这其中包含了

经济与环境、工业与农业、城与乡之间的多重纠

结。在该问题上，河海大学陈涛副教授的《产业转

型的社会逻辑———大公圩河蟹产业发展的社会学

阐释》［2］一书( 以下简称《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

以安徽省当涂县大公圩的河蟹养殖业为例，运用

田野调查的方法，以河蟹产业转型的社会文化机

制及其效应为基本线索，从适用技术、组织体系、
生态资本和民间实践等维度分析河蟹产业转型的

社会文化机制，揭示产业转型引发的社会文化效

应，总结并探讨其借鉴价值。该书旨在探索产业

转型中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和谐共

生、互利共赢机制，既把握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环境

问题迸发的一般性原理，又突出环境治理的本土

社会实践经验。本文以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以及

相关话题为线索，就该书和环境社会学当前研究

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一、环境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自觉

如果套用吉登斯的观点，环境社会学也可以

说是“现代性的后果”。人类社会现代性的展现不

只是进步、成就、发展、增长，还伴随着贫困、战争、
暴力、污染等各种社会问题。尽管环境为我们提

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但只有到了现代社会，环境

问题才真正成为社会问题，产生强烈的社会效果，

甚至能够决定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发达国家在

79

第 15 卷 第 1 期 2016 年 3 月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收稿日期】2015－12－20
【作者简介】叶方兴( 1986－) ，男，安徽舒城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 当代社会理论。



工业化过程中曾出现了大量的环境污染事件，严

重地威胁着人类的身体健康和可持续发展。20 世

纪中期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大量呼吁环境保

护的作品，环境社会学也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相比较美国、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我国的

环境社会学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与中国社会蓬

勃发展的现代化历程同步。最近十多年来，环境

社会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整体上讲，这

种发展还是粗放型的扩张，是一种初步的发展。
就发展的质量而言还有很多不足，其中最重要的

不足就是理论基础非常薄弱，现有的理论研究还

不足以有力地支撑一门新兴分支学科”［3］。理论

准备不足和不够是当前中国环境社会学发展中的

突出问题［4］。洪大用教授在沿袭费孝通先生的

“文化自觉”、郑杭生先生的“理论自觉”之后，提出

了当代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应需要“理论自觉”，

其基本任务主要有三: “一是要弄清楚已有的理

论，真正吃透它们; 二是小心地运用理论，避免生

搬硬 套; 三 是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自 觉 推 动 理 论 创

新”［3］。
应该说，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建立在对

中国社会环境问题乃至中国社会现代化实践系

统、深刻把握的基础上。脱离了对中国社会现实

的系统了解与深入分析，就很难真正地从理论的

高度去把握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这个过程不是

单纯的认知过程，它还离不开研究者本人对生活

实践的感知、体验和领悟，每个研究者都需要自身

以“在场”的状态投入到研究之中。环境社会学的

“理论自觉”要求研究者真正能够把握中国社会现

代性与环境问题之间内在关系，提供解决环境问

题的本土化方案。这至少包含了如下几重规定

性: 一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自觉认知，即研究者应

该自觉认识到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方位，在

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基本位置以及寻求最为恰

切的认识与评价当代中国社会的方式; 二是明了

当代中国社会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逻辑，把握环

境问题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机制; 三是不

断探索环境社会学的本土实践经验，梳理、归纳、
提炼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范 例，最 终 将 其 系 统 化、理

论化。

在环境社会学的经验探索方面，河海大学陈

阿江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做出了扎实的本土化探

索。他在《次生焦虑: 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

读》《“癌症村”调查》等系列著作中对水污染和环

境健康的社会文化机制做过系统研究，揭示了域

外理论与本土经验之间的张力，堪称这一领域的

研究典范［5－6］。陈涛师从陈阿江教授，不仅延续了

他的研究范式与路径，而且研究视域更为开阔。
陈阿江教授的水污染系列研究主要关注工业化带

来的污染问题，未能触及农业领域的环境问题特

别是农业的生态转型问题。诚如《产业转型的社

会逻辑》所言，“中国环境社会学目前仍然集中在

工业污染领域，而农业领域的生态问题尚没有得

到应有的充分关注”［2］11。在笔者看来，在中国这

样的发展中国家和农业大国，农业领域的环境问

题及其生态化转型恰恰是最具中国特色，最能切

合本土语境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

看出该书绽放出的浓郁的乡土气质。
当前，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社会变革在农村领

域体现得最为突出。社会转型中的“三农”问题浓

缩了传统与现代、农业与工业等多重矛盾，农业发

展既免不了来自现代工业化的侵袭，又不能完全

地褪去本有的乡土色调。在“工”与“农”、“城”与

“乡”的纠结中，农业领域的环境问题并非像城市

工业化的环境问题那样“单纯”。所以，从选题上

看，《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关注产业转型的社会

逻辑，以农村淡水养殖业作为观测点，能够真切地

把握住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集中当代中国环境

社会学的盲点。尽管该书以大公圩为例，但并不

局限于特定地域，而是以点带面、“窥斑见豹”地把

握中国社会。从对“小社区”的深入研究中透视

“大社会”，探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一般机制，

“力图探究具体产业转型背后的类型学意义和方

法论价值”［2］27。在实践层面，水产领域的成功经

验已经反映到当地的工业发展理念中，例如，当地

政府借鉴生态养殖模式提出了从“大招商”到“招

大商”转型以及由“大办工业”向“办大工业”转型

的发展思路［7］。
可以说，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自觉”背后是对

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敏感把握。只有真正立足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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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基本国情、社情、民情，扎根于中国的现代

性实践，真切把握中国现代性生存体验才能够寻

求理论研究的真问题。近年来，环境社会学界在

此开展了积极探索，《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也就

此展开了积极尝试和努力。该书从社会学视角关

注产 业 转 型 是“基 于 生 态 系 统 严 重 恶 化 的 现

实”［2］1，他以小见大，从“大公圩”管窥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揭示背后的社会文化

根源，探索良性的环境与社会的互动机制。该书

基本的理论旨趣是“基于本土经验研究基础的理

论建构”［2］17，这种理论建构的努力是走向“理论自

觉”的尝试。该书在对农村精英生态实践过程的

考察 中 建 构 了 从“生 态 自 发”到“生 态 利 益 自

觉”［2］136－147的分析框架; 在生态产业发展的社会文

化效应方面建构了“以河蟹产业为媒介的地域社

会”［2］148－152的分析框架; 在技术社会适应性分析方

面对农业从业者老龄化、妇女化和低文化等社会

文化特征［2］72的概括，可以看出其努力的方向。当

然，这主要是基于经验研究基础上的凝练与概括，

环境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和本土理论建设是一项长

期任务，需要更多的学人围绕中国环境问题实践

开展更为深入和扎实的研究。对于当今中国环境

社会学研究来说，要真正地“理论自觉”，就必须在

把握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寻找到可咨“解剖”的经

典范例，揭示其中规律性、原理性的经验，最终上

升为本土化的理论与方法。

二、人水关系:“大养蟹”与

“养大蟹”背后的社会问题

《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

通过养蟹产业的不同境遇对比，揭示环境与社会

的互动机制。该书对大公圩河蟹发展的历史阶段

做出梳理，将其发展轨迹描述为“斜 N 形”四个阶

段:“大养蟹”期、“寒流期”、“养大蟹”期、“养好

蟹”期。其中，“大养蟹”时期对养蟹带来的冲击最

大，“大养蟹”粗放养殖、不注重水域环境保护，最

终导致了河蟹产业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陷入低

迷的恶性后果。而到了 2000 年之后的“养大蟹”
时期，河蟹养殖与环境保护实现了互利共生的良

性局面，主要是采用了“种草、投螺、稀养、配养、调

水”的生态养殖实践。
“大养蟹”和“养大蟹”是书中两个形象的说

法，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产业发展理念和模式。前

者是产业转型之前粗放式的产业模式，以工具理

性、市场利益为取向，不去计较可能产生的生态破

坏等问题; 而后者是考虑水资源保护与河蟹产业

发展双赢的生态养殖模式。产业发展中不同的养

殖理念不仅导致了经济效益的差异，更是造成了

水域生态系统失衡。河蟹产业对水环境的依赖性

相当高。河蟹“寒流期”与背后的水污染问题密切

相关，作者在分析原因时指出了“苗种问题、高密

度放养问题、长期粗放型养殖问题以及水污染问

题”，其中，水污染引起了经济与环境的双重恶果。
“高密度放养和粗放型养殖，直接导致水域环境遭

到严重污染。当时本来能够直接饮用的水，转眼

间变成了污水，最好的水质也只能达到 IV 类，大部

分区域都是 V 类水。水污染后，不仅直接导致河

蟹大量死亡，也造成河蟹品质和规格大大下降，从

而影响了市场价格和经济效益”［2］40。
从“大养蟹”到“养大蟹”，产业转型的背后是

人与自然关系的改良，是人水关系由“不谐”走向

“和谐”的过程。《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要追问的

恰恰就是河蟹产业运行的社会文化机制。河蟹生

态养殖业是如何转型、如何发展起来的? “生态型

的‘养大蟹’模式是何以形成的? 从粗放型产业到

生态型产业的转型有着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机理?”
这些构成了该书的问题意识。

这样的发问隐含了作者的一个基本预设: 产

业转型中的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河

蟹养殖是高度依赖水的产业，水质的好坏直接影

响河蟹产业的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良好的水环境

在生态养殖中居于基础性地位，生态养殖和水环

境之间形成了“以水养蟹，以蟹保水”的互利共生

格局。水污染问题并非简单地归结为技术问题，

而是一个系统的社会问题。水污染的主体是人，

是人类不当的利用造成水资源的破坏。而任何人

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基于某种特定的

心态实施污染行为的。此外，传统的历史心理也

在左右着人们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水环境

的背后总是体现出特定的社会背景、主体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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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以及历史文化传统。
在揭示引起水质变坏的原因时，《产业转型的

社会逻辑》认为其中的根源在于人为的养殖方式

不当。在养蟹业的“寒流期”，养殖水域污染严重，

水生物资源遭受严重破坏，养殖户亏损严重，河蟹

产业萎靡导致集体经济收入下滑。其中的原因，

不少人都认为是蟹种出了问题。但该书从社会学

的视角观察，蟹种短缺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是当地人“竭泽而渔”式捕捞的必然后果，根源在

于人。蟹种问题只是低谷期的最重要的直接成

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是人的问题，是

人为操作的结果，是人们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和环

境意识低下所致。这里的分析将养蟹业的“寒流

期”以及水污染的原因归结为人们的生产方式和

社会心理。
可以说，水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产

业转型的社会逻辑》始终批判“大养蟹”的粗放式

经营，这种不计较环境后果的发展方式只会引起

“竭泽而渔”的毁灭式的后果。在河蟹养殖产业

中，人与水之间钩织了一个共生、互利的生态系

统，人水关系的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养蟹业的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果。不过，人水关系和谐并不是

自动形成的，而是依赖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方

式。“养大蟹”时期的生态模式正是把握了人水关

系的有机关系，根据生态学原理，在水域中形成了

以河蟹为核心的复合生态系统。其核心做法“种

草、投螺、稀放、配养、调水”等都是旨在转变传统

的养殖模式，并通过养殖模式的转变实现人水和

谐以及人与环境的和谐。
实际上，我们从《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可以

看出，水污染的社会性在农业社会背景下有着自

己独特的呈现方式。工业污染往往以工业排污的

方式形成，而农业污染主要由不当的农业生产实

践所致。书中谈论水质变差时，主要从蟹农们的

养殖方式寻找原因，这充分说明农业社会背景下

水污染社会成因的特殊性。在熟人为主的农业社

会，由于水资源自生的生态平衡能力以及污染物

的简单化及其易降解的特质，加之熟人社会人们

相互之间的道德自律，传统社会中的水污染并不

足以成为一个值得特别关注问题。所以，尽管传

统社会存在着水污染，但那只是偶发的、个别的现

象，如小孩淘气向水源撒尿、扔废弃物等。而到了

社会转型期，农村产业转型必然受到城市化、工业

化的侵袭，不仅出现了工业污染向城市转移现象，

而且不当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加剧了农村地区的环

境恶化。

三、“微型社会学”的系统运用

从方法论上说，《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以社

会学的路径进入到大公圩的河蟹养殖产业转型

中，建构了“以河蟹产业为媒介的地域社会”解释

框架。这套解释框架认为，大公圩养蟹产业自身

形成了相对自足的社会子系统，“在大公圩这样的

地域范围内，生态产业影响所及人群所构成的有

联系的整体性社会。这里受影响的人群既包括生

态养殖户，也包括河蟹公司、渔业协会、合作社这

样的个人集合体或社会组织。在这样的整体性社

会中，社会网络、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民间社会制

度、亚文化以及受影响人的观念、知识结构的变

化，是以河蟹产业为媒介而产生的，河蟹产业成为

社会子系统运行的核心”［2］151。
这一方法论直接得益于社会学家在项目研究

时提炼出的“项目社会”。项目社会是在某一领域

内，由项目影响所及人群所构成的社会，项目使相

关人群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社会，以便观测到

项目对人群、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等的影响。在笔

者看来，“项目社会”背后的方法论是微型社会学。
微型社会学将调研地域、对象、情境视为微型社会

系统，以小见大，用解剖麻雀的方式揭示出社会系

统运行的一般规律。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

就曾以开弦弓村为个案展开微型社会学的尝试，

将江村看作是一个微型社会，具体而细微地描述

它的生存与运行状态，揭示其内部的运作机理。
《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以安徽省当涂县的大

公圩河蟹产业作为观测点，也颇有代表性。大公

圩位于长江中下游，河网密集，属于传统的农业

区，居民大多以河蟹养殖为主要收入来源。当涂

的河蟹远近闻名，当涂县是全国水产大县和河蟹

养殖重点县，并形成了生态养殖的“当涂模式”。
大公圩是“当涂模式”的发源地，享有“皖南第一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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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的美誉。大公圩养殖产业围绕河蟹养殖形成

了“蟹天蟹地”的地域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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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这种封闭的、自足的地域社

会，首先源于圩田自身的特征，“作为一个相对完

整的区域，圩田事实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成体

系的系统，也是一个水利共同体和地域社会生活

共同体”。此外，围绕河蟹养殖也形成了人工养

殖、规模化生态养殖、技术研发、市场流通、水产品

加工、外贸出口和休闲观光在内的相对完整的产

业链。
《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从技术适用、组织体

系、生态资本、民间实践四个角度揭示了大公圩地

域社会的社会互动。在技术适用方面，专家系统

与普通蟹农之间在行动逻辑上存在巨大的差异，

专家系统、技术指导员系统通过“自上而下”知识

普及和科技示范户系统横向的知识“扩散”方式实

现信息、资源、技术的相互支持。养殖技术致使大

公圩“地域社会”出现群体分化，蟹农中既有科技

示范户，也包含了普通养殖户。但养殖技术的适

用与当地民众的社会文化水平密不可分，在从“大

养蟹”到“养大蟹”的产业转型过程中，新的养殖技

术的采用功不可没，生态技术的推广、适用“根源

于对技术受众的社会文化特征的准确把握”［2］74。
政府部门通过加强和高校及科研院所水产专家的

合作，对水产养殖中的问题和出路进行系统的调

查和研究。民间精英如“养蟹能手”进行了技术试

验，尝试了新型养殖方法，并探索出了新型的生态

养殖模式。他们用自己的术语，用押韵的、琅琅上

口的顺口溜、歌谣等形式转化了复杂的原理，充分

实现了技术推广尊重、植根于本土化并与地方性

知识相结合。
在组织体系方面，河蟹产业组织经历了“集体

化—去集体化( 原子化) —组织化”的变迁，组织化

成为连接“小生产”与“大市场”的重要渠道。这其

中，政府的作用不可小觑，它为河蟹生态产业的快

速发展提供了政策、机制方面的保障。生态养蟹

产业的出现也使当地社会形成了巨大的生态与经

济效益。作者运用了“生态资本”的概念，用来反

映生态养殖模式中生态条件的系统效益。“生态

资本的成功运作不仅能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也

是生态产业得以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2］100。民

间社会的实践和探索，民间精英对生态养殖模式

的认知和探索，反映了社会转型期民间的智慧，经

历了“生态自发”到“生态利益自觉”的转型，这不

是精英个体的行为，而是群体智慧。这种智慧植

根于当地社会人们的生活习性。“生态养殖精英

在水乡生活特别是在与水生动植物打交道的过程

中习得了很多的知识和能力，这是其早期社会化

的历史遗产。他们生活在水乡，从小就喜欢捉鱼

摸虾，对当地各种水生动植物的外观、生长周期、
生活习性以及生长条件等都非常熟悉”［2］131。“以

河蟹产业为媒介的地域社会”是以河蟹生产为中

心建构起系统的关系网络，河蟹产业影响到大公

圩这个地域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习性。河蟹产业影

响人的知识、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影响社会结

构、社区生产生活、民间社会制度、亚文化等。河

蟹养殖对于日渐空心化的农村社会来说，留住了

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劳动力资源，留住了一大批拥

有知识、掌握了一定技能的农业文化精英和技术

精英，并围绕河蟹产业形成了新型的社会关系与

社会网络。

四、地方性知识与学科关照

养蟹定位“基于本土经验研究基础的理论建

构”，有助于揭示中国环境社会学独有的问题语境

和问题意识，强烈的本土关怀是本书的一大特征。
套用人类学家格尔兹的说法，环境社会学是一种

地方性知识，任何环境问题总是植根于特定的社

会背景，呈现出具体的、独特的社会效应。在社会

学遭遇全球化的时代，如何把握和利用好环境社

会学的“地方性”是当代中国环境社会学走向国际

的重大历史使命。
环境社会学需要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张

力。这里的普遍性是指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中

环境问题所呈现的共有特征和规律，而特殊性则

是指中国环境问题独特的问题逻辑与表现形式。
在处理两者之间关系时，一方面，应当体现对人类

环境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吸取与借鉴，体现对

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社会学理论的批判性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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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应该立足中国社会现实，注重对中国环

境问题内在机制的揭示，发掘可以推广的本土化

经验。因此，在处理“域外理论”、“域外经验”与

“本土理论”、“本土经验”四者之间关系时应该保

持合理的尺度，既要讲好中国的故事，也要表达人

类共有的情怀。
从来源上来说，“地方性知识”并非仅仅是现

成、现时的，而是扎根在固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之

中。“大公圩”的河蟹产业古已有之，当地人们的

文化习性、行为方式、交往习惯等社会文化特征并

非是一朝一夕练就的，而是它悠久的历史文化传

统的延续。“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

历史，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如思想史的领域里，

过去的东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构成我们现在的，

那个有共同性永久性的成分，与我们的历史性也

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8］。刘擎在揭示中国社

会的特殊性时，也指出“实际上，中国古代与近现

代的文化因素以及多种外来思维价值与理念，都

‘共时性地’构成了我们实践的地平线，已经成为

当代中国文化内在的构成部分”［9］。由此可见，

“地方性知识”本质上是历史与现实的复调式的结

合。“地方性知识”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历史传统，

是社会历史文化传承的当下呈现。
在历史文化的历史传承与当下呈现中，“地方

性知识”总是伴随人类生存实践体验。也就是说，

地方性知识包含了人类克服生存困境所做的种种

实践活动。在社会学知识生产过程中，人不仅是

“剧作者”，也是“局中人”。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

中做出的探索是社会学创生的重要动力。大公圩

的蟹农中出现了一大批的民间精英，他们最终的

生产转型成功与自己不断探索新型养蟹模式密切

相关。当地民众熟悉当地情况，根据自己的认知

方式、文化涵养、思维习性理解技术知识，自然能

够因地制宜地找准对策。大公圩的这种地方性知

识源于本土经验的实践探索，也推动了产业的生

态化转型。《产业转型的社会逻辑》在这方面开展

了探索性分析，但还没有充分满足读者的“胃口”，

深度仍有待加强。
此外，环境社会学的地方性知识总是人在场

的知识形态。人在环境社会学研究中应始终处于

“在场”的位置。人既是环境问题的受害者，又是

环境问题的始作俑者。人与环境、人与水关系本

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这意味着对人与环境关

系的认识应该进入到人的世界，融入人们的体验、
体悟。在社会文化、社会心理层面，实现人与人之

间相互理解。特别是“地域社会”中的“当地人”，

是我们理解当地社会文化系统的重要向导，是我

们获取地方性知识的重要参与者。而当地人的社

会文化心理、价值观、思维方式、情绪体验也都成

为地方性知识的重要内容。
可见，“地方性知识”植根于特定地域的社会

历史文化传统、本土化的生产生活实践，并反映民

众社会文化心理，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实践性、主

体性。今后，学界还需要以更加鲜明的研究旨趣

与科学的研究方法推进环境社会学的本土化研

究，探索出环境社会学“地方性知识”的生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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