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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过度资本化及其生态后果
———云南“橡胶村”案例研究

耿言虎
(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江苏南京 210098)

摘 要: 自然的过度资本化是生态失衡的重要原因。自然的客体化逻辑与资本的增殖化逻辑是自

然过度资本化的两个内在逻辑。通过对云南一个“橡胶村”的田野调查，阐释自然资本化与生态失

衡的关联与内在机理。双村由轮歇地农业、水田稻作农业等传统农业转型到橡胶种植，政策、市场、
技术、文化是产业转型的条件。橡胶种植引起了生物多样性消失、农业面源污染、水土流失、水资源

减少等生态后果。必须反思自然的过度资本化，倡导生态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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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资本化与生态之关系

自从步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整个人类社会发

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摩尔指出，“资本主义的出现

不仅意味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维度的决定性转变，同

时也意味着全球生态的根本性重组”［1］。资本主义

化的生产方式如何影响生态，其作用机制是什么?

这是以“社会 － 环境”互动为视角的环境社会学研

究所要回答的。笔者认为，回答以上问题的核心是

理解“自然资本化”这一概念。人类学家埃斯科瓦

尔在《重构自然: 一种后结构主义政治生态的要素》
中提出“自然资本化”这一概念［2］。何谓“自然资本

化”，顾名思义，就是将自然 ( 土地、森林、水、草原

等) 赋予一定的市场价值使其可以进入市场流通领

域以实现资本增值的目的。
自然资本化思想来源于卡尔·马克思、卡尔·

波兰尼、詹姆斯·奥康纳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波

兰尼批评现代社会不受规制的自由市场将原本不是

商品的土地、劳动力等变成“虚构商品”投入市场进

行交易，最终环境和人类自身都被“脱嵌”的市场所

左右［3］。詹姆斯·奥康纳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

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指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
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

矛盾，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历史都是不断资本化生

产条件的历史，而生态系统是重要的物质性生产条

件［4］。总之，自然资本化是一种将自然“祛魅化”为

资源进行理性规划和管理的一套系统观念。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在市场经济发挥作用之前，

计划经济一直是调节资源配置和使用的主要手段。
在经济学家看来，计划经济下的自然资源利用存在

资源开发不足和资源过度开发的双重问题。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市场发挥宏观资源

配置的作用越来越强。一些经济学者提出“自然资

源资本化”［5］，意在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通过经济

杠杆和价格机制，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实现资源利

用的效率化和持续性，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

调。土地、草原、森林等自然被看作资源并赋予价

值，纳入一套市场评估、转让、交易程序中。但是在

自然资本化的实践中，常常造成自然的过度资本化。
我国草原荒漠化、森林单一化、生物多样性消失、水
污染与水资源枯竭等环境“剧变”［6］都与自然资本

化密切相关。
实际上，学术界对自然资本化的逻辑早有反思，

自然资本化与可持续性有难以调和的悖论。自然资

本化中有两个内在逻辑造成了过度资本化的现实。
其一，自然的客体化逻辑。前资本主义社会“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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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互利共生的系统，而不是一个

孤立的、客体化的自然。埃斯科瓦尔指出传统时期

的“自然”是一个“有机体自然”，自然世界是社会生

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自然、超自然 3 个领域具

有连续性。这一时期的自然往往被赋予一定的宗教

色彩和神话要素，人对自然也充满敬畏之心。而进

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人 － 自然”关系演变为“主

体—客体”、“改造—被改造”的关系，去神圣化、客

体化的“资本主义自然”得以形成［7］。自然的客体

化逻辑改变了人对自然的认知，自然从具有丰富社

会和文化意涵的情境中脱离①，成为可以开发、改造

的客体化的对象。其二，资本的增殖化逻辑。无论

是虚拟资本还是现实资本，作为一种资本的自然必

然要实现资本增殖的本性，其表现就是追求效率和

产出的最大化。但是，这种以最大产出为目标的生

产行为恰恰忽视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以及物质循环

的基本原理，从而造成环境衰退和发展的不可持续

性。马克思敏感地认识到新兴的资本主义农业对土

壤循环的破坏。他指出，城乡断裂形成的人口迁移

造成大量排泄物无法回田，而以提高产量为目标的

化学肥料对土壤肥力的剥削严重影响了生态持续

性，“代谢断裂”是资本主义农业的必然结果［8］。运

用生态学的生态足迹方法测量现今的地球生态，可

以发现生态足迹逐渐超出全球生物承载力，持续增

大的“生态赤字”为人类敲响了警钟。

①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脱域”机制，即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实际上，自然也经历了某种程度的

“脱域”过程，从富含地方性的社会、文化要素中脱离，人更加重视自然的物质和资源属性。

②1958 年，由于“大跃进”运动，M 县人口大量外迁。1960 年比 1954 年人口下降 12. 99%。此后，人口陆续回迁。1970 年，由于“政治边

防”和重新划分阶级，人心不安，人口再次大量外迁［9］43。1950—1970 年，双村发生了 3 次人口大规模外迁至缅甸的事件。外迁 － 返回 － 外迁

－ 返回的波动，打乱了刀耕火种的轮作秩序，是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目前学术界对自然资本化的研究多以理论探讨

为主，经验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以云南 M 县双村为

个案，揭示自然过度资本化的生态后果及运作逻辑。
双村共 129 户，400 余人，位于滇西南，主体民族是

佤族。海拔 890 m，年平均气温 20. 3℃，年降水量

1 500 mm。双 村 1982 年 开 始 发 展 橡 胶 种 植 业。
2000 年左右，村中土地全部种植橡胶，成为富裕的

橡胶村。橡胶产业发展的同时，潜在的生态后果日

趋凸显。本文经验材料来自笔者 2010 年 4 月、2012
年 8 月、2013 年 12 月 3 次对双村的田野调查，资料

收集方法主要有深度访谈法、参与观察法和文献法。
笔者参与到村庄的橡胶生产及村民的日常生活中，

对村干部、村民进行了深度访谈，并采用滚雪球式的

方法访谈了其他关键信息人。此外，查阅了县志、佤
族社会调查资料以及县档案馆的相关文献资料。

二、双村橡胶种植业的发展历史

双村的传统农业是轮歇地农业，1949 年以来经

历政府农业改造，轮歇地农业和水田稻作业并重。
1982 年以来橡胶种植业逐步扩大。双村不同时期

农业表现出不同的农业类型。
1．轮歇地农业( —2000 年左右)

轮歇地农业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①集体轮歇地

时期( —1980 年初) 。双村历史上共有 7 块轮歇地，

分布在村庄四周。每块轮歇地约 300 hm2，总面积近

2 000 hm2。轮歇地按照顺时针次序轮流耕作，一块

地种 1 年，7 年更替一次。种植作物包括旱谷、小红

米等。1949 年以前双村有 50 余户，约 300 人。山

地属于公地私用，耕地不固定，“号地”之后农户就

有了该地当年的耕种权。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

双村人口数量迅速增加，人地矛盾逐渐尖锐，加之政

治环境不稳定的影响②，特别是政府提出的“固定耕

地”政策致使传统轮歇地耕种制度逐渐式微，单块

地连续耕种年限延长至四五年。大量毁林开荒，生

态环 境 明 显 恶 化。②家 户 轮 歇 地 时 期 ( 1980—
2000 年左右) 。1983 年包产到户后，集体轮歇地轮

流耕种不复存在。村民在承包地里实行家户式小规

模的轮歇地实践。一般一块土地连续种植 2 年以上

休耕 2 ～ 3 年，耕种前将杂草和树林燃烧作肥料，不

用人工施肥。主要种植旱谷、玉米等农作物。
2．水田稻作农业( 1960—2000 年左右)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为了实现民族地区粮食自

给，对民族传统农业进行大力改造。M 县贯彻毛泽

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 即土、肥、水、种、密、保、
管、工) ，开展了农田水利建设，先后通过河道治理、
蓄水工程、引水工程、提水工程等措施改进水利状

况。同时，开展坡地改梯地、坡地改水田，挖大沟取

水，一些轮歇地相继改为雷响田和保水田。从“农

业学大寨”起，政府提出要实现山区人均 1 亩水田

的目标，集中人力挖沟造田，一直持续到 1990 年初。
包产到户前由生产队集体挖田，包产到户后变为个

人挖田。持续的“造田”运动成效明显，至 1990 年

初，双村约有水田 66. 7 hm2。1960 年起，政府组织

傣族和汉族农民传授佤族水稻种植技术，水稻种植

在双村得到大范围推广。为改进土壤肥力，政府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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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利用浮萍、菬子等制作绿肥，肥力比农家肥翻倍。
1970 年推进“两化”上山，化肥、农药使用率逐渐上

升，土地持续产出得以保证。
3．橡胶种植业( 1982 年—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建设成为政府工作

的重心，M 县利用气候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经济作物

种植。双村橡胶种植最早始于此。1982 年，M 县主

要领导“包干”，在各村蹲点抓橡胶种植。包产到户

时，双村分到户的面积只占 7 块轮歇地中的 3 块，还

有一半以上是集体的“机动地”。县政府采取“所有

权不变，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形式，以每亩 100 元的

价格从双村征用了约 667 hm2 宜胶地发展民营橡胶

种植，使用期限 50 年，费用逐年支付。由于橡胶树

从种植到割胶的 8 年期间胶苗、肥料、劳力支出以及

胶农 的 日 常 生 活 费 用 甚 巨，个 体 胶 农 无 力 承 担。
M 县提出“山坝结合，入股开发”原则，采取“公司 +
基地 + 农户”多方合作方式发展橡胶生产。1982—
1995 年是橡胶发展的第一阶段，是种“公司胶”时

期:①公司。成立股份合作制的橡胶公司。橡胶公

司负责育苗、芽接、开梯地、挖穴等技术培训和肥料

供给。②基地。基地主要为胶农提供 8 年的粮食，

主要是县内无橡胶村寨。③农户。胶农投入劳动，

以 10 个劳动日 = 20 千克原粮 = 20 元人民币 = 1 股

的折算方式。橡胶收割后统一由勐马橡胶公司收

购，公司按照比例分成。胶农分为专业胶农和兼业

胶农，兼业胶农粮食自备。专业胶农来自内地以及

县里其他区域的贫困户。双村每户都有 1 ～ 2 人加

入橡 胶 兼 业 队。1995 年 以 前，橡 胶 树 面 积 达 到

1 333. 3 hm2。

①胶农出一定的资金可以把原来的校树买断，变成属于个人的财产。

②在橡胶产权改革之前，胶农必须要把橡胶卖给橡胶公司。橡胶公司存在压价、压低干含( 干胶含量) 的行为，胶农意见很大。胶农与橡

胶公司的冲突激化，爆发了“7·19 事件”。橡胶产权改革彻底明晰了胶农和橡胶公司的关系。

第二阶段是种“个人胶”时期。1995 年以后，随

着橡胶价格持续上升，村民纷纷将自留山杂木树砍

去种胶树。2000 年左右，承包地也全部改种橡胶。
至此，双村全部橡胶林面积达到 2400 hm2，成为名副

其实的“橡胶村”。随着市场放开，围绕胶树的交易

也逐渐增多，包括:①胶树买卖。橡胶树交易非常频

繁，一棵成年胶树的交易价格达到 400 元;②胶树租

赁 /承包。部分胶农胶树多，无力管理，承包给外地

人经营，收入按照五五或者四六分成; ③临时性雇

工。胶 树 打 农 药，除 草 等 出 现 临 时 性 的 雇 工。
2008 年以后，随着“橡胶产权改革”①的完成，胶树

完全归胶农所有。双村 2009 年人均年纯收入为

5 688元，2011 年更是达到 8 255 元，是全县平均水平

的数倍。

三、橡胶种植业形成的外部条件

双村橡胶种植是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

形成主要可以从政策、市场、技术和文化四大变量进

行分析。
1．政府“绿色产业”发展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以粮为纲”是主导的农业政

策，政府工作重心是提高农业产量。家庭联产承包

制实施后，温饱问题得以解决，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

到发展经济上来。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有其发

展优势。M 县确立了“胶糖茶”的绿色产业发展方

针，希望将热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脱贫

致富。橡胶种植收益高，风险低，成为 M 县大力发

展的支柱产业。1980 年省、地区、县相继成立了城

乡企业局，民营橡胶划归城乡企业局领导。双村所

在的勐马镇成立了勐马橡胶公司。橡胶产业发展的

早期阶段，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大部分的橡胶专

业队队长都由生产小组组长或党员积极分子组成。
为改变农产品难以外输的现状，M 县不断加大公

路、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1972 － 1990 年，为适

应发展经济作物的需要，M 县在各乡镇修建专用公

路 269 条，641. 87 km……其中勐马镇橡胶专用公路

13 条46. 1 km［9］138。1982 年，双村橡胶专用公路修

通，橡胶外输得以实现。2011 年，新修了水泥路，交

通状况进一步改善。
2．橡胶产业逐步市场化
M 县民营橡胶发展的早期阶段具有明显的计

划经济特征，官方背景的“橡胶公司”对橡胶的收

购、价格制定具有垄断地位。由于橡胶收益不高，胶

农扩大橡胶种植面积的积极性一直偏低。2002 年

开始搞“私人胶”，即胶农开始种植具有个人所有权

的橡胶树。2008 年橡胶林产权改革后，橡胶产业发

展中政府逐渐退出，市场自发调节逐渐成为主导。
市场经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所使用过的最有力的工

具［10］168最终促成了“橡胶村”的诞生。竞争市场使

得橡胶公司压价现象消失②，橡胶的收购价格得到

大幅提高，从改制前的每公斤 10 多元提高到 20 多

元。大量外来商人进入双村，纷纷买地种植胶树或

者直接从村民手中购买胶树。伴随市场化不断发

展，围绕橡胶“生产 － 运输 － 加工 － 销售”的一体化

生产链逐步完善。双村 10 多处私人收胶点，以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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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胶源。村民们收完胶水直接卖给收购商，收购

商卖到橡胶加工厂，再把干胶运到外地。
3．橡胶技术推广体系建立
民族地区农业转型与新技术的推广是分不开

的。历史上佤族的农业技术处于相对较低的层次。
农业生产工具多为铁木并用，自己制作。在技术扩

散的角度上，山地民族的技术主要是通过技术先进

群体向技术落后群体自发扩散的方式。汉族、傣族

等技术优势群体，对佤族的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技术自发传播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较小，无法

从根本上改变农业方式。1949 年后，政府通过自上

而下的组织方式，以技术推广手段提高山地农业的

生产率。1979 年 M 县成立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

农业技术的推广，这是一种“自上而下”体系。这种

技术推广方式在橡胶种植中发挥了巨大的效力。
M 县按照云南省《橡胶栽培技术规程》，通过技术人

员下乡、开橡胶培训班等多种方式，逐级推广橡胶种

植。由于先进技术带来产量和收益的大幅提高，技

术受众也乐于采用。现代技术推广方式大幅度提高

了佤族生产技术，使农民掌握了相对复杂的农业技

术，有力地促进了农业转型。

①在灾害社会学中，社会脆弱性研究已成为一种新的范式。与以往研究关注自然灾害本身及其后果不同，社会脆弱性研究更加关注群体

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经济文化行为等特征在应对潜在的灾害时的脆弱性( 参见［14］) 。个人经济理性膨胀，原生林的破坏和大面积的经济

作物种植，必然减弱村民对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小灾”可能造成“大害”。

4．胶农经济理性驱动
1949 年以来，佤族的传统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

迁。传统时期农民的行动逻辑以“生存伦理”［11］16

为基础，与现代追求资本积累、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原

则相背离。生存导向型社会有一套经济和社会逻辑

防止粮食短缺和盈余，自我调适以适应“食物 /劳动

力比率”［12］。消除盈余的方法往往是挥霍。例如，

“镖牛”是佤族的传统风俗，每年都有大量水牛被

杀。传统仪式也限制了劳动生产率。历史上佤族寨

中死人，全寨都要忌生产一天，丧家则忌数天。一个

劳动力一年劳动时间不到 173 天［13］240。新中国成

立后，佤族传统文化中不利生产的部分被政府加以

改造，传统文化经历“祛魅化”。“镖牛”习俗逐渐被

废 除，耕 牛 被 作 为 重 要 的 生 产 工 具 加 以 保 护。
1980 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村民经济理性日

益膨胀。金钱成为村民炫耀和攀比的重要手段和社

会地位的重要象征。橡胶大面积种植的文化根源可

以追溯到日益膨胀的经济理性。

四、自然过度资本化的生态后果

自然过度资本化的结果是土地的利用方式改

变，土地利用率提高，单一经济功能的橡胶林取代多

种功能的杂木林，隐性的生态问题逐步显性化。主

要表现为对水、土壤、生物多样性、气候的负面效应。
1．生物多样性锐减
双村单一化种植达到极致，村里除了 20 hm2 竜

林、寨林外，可利用土地全部种上了橡胶树。历史上

滇南是中国物种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除了

大象没有，其他什么动物都有”。1949 年以后的毁

林开荒造成了物种锐减，橡胶产业极大地加剧了这

一进程。橡胶林如同“绿色沙漠”，各种动物、鸟类、
药用和食用植物都销声匿迹了。一位老村民以不无

惋惜的口吻说道“鬼神走了，鸟也走了”。
2．农业面源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与现代技术引进相关。轮歇地农

业时期基本不使用化肥，主要使用农家肥。1979 年

政府推行“两化上山”( 化肥、化学农药) 后，农业面

源污染初步显现。种植橡胶树后，化学肥料的使用

量急剧上升。村民表示“橡胶树不吃肥料，胶水不

多”。树龄越长，肥料使用量越多。此外，橡胶林还

大量使用化学除草剂和其他农药。经济作物大量使

用化学肥料造成了 M 县主要河流的污染。
3．水土流失
与杂木林相比，橡胶林的稀疏度较高。作为人

工精心设计的森林体系，采用“宽行密株”的种植形

式，每亩只能种 30 棵，株距 2. 5 ～ 3m，行距 8 ～ 10m。
2010 年 4 月笔者调查时，胶林出现“白粉病”，叶子

掉落，光秃秃的。阳光直射到地表，黄土裸露，寸草

不生。地表植被覆盖不足引起的流水侵蚀导致了物

理性的土壤恶化，水土流失加重。村民表示，以前雨

后箐沟的水是清的，现在一下雨就浊。2012 年8 月，

连续半个月的大雨造成双村橡胶林出现多处塌方，

很多小橡胶树被径流冲倒。
4．水资源枯竭
橡胶是耗水性植物，一棵胶树年产胶 20 kg，一

亩胶林年产干胶 600 kg。胶水中的干含约 30% ～
40%，剩余 60% ～ 70% 为水分，一亩胶林年产胶水

1 500 kg以上。当地水资源以胶水外输的形式被抽

离。橡胶林涵养水源功能不足，加之蒸发量加大，很

多小溪干涸，双村面临无水可喝的绝境。近几年连

续干旱，每年双村都面临缺水难题，十多公里外接来

的水只能保证全村半天供水。大面积橡胶林加剧了

旱情的程度，减弱了村庄的干旱抗御能力，增加了干

旱应对的社会脆弱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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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然过度资本化双重逻辑

自然的客体化逻辑和资本的增殖化逻辑是生态

失衡的重要原因。资本逻辑塑造了村民的观念与行

为。下面笔者从村民行为及观念的转变入手，分析

自然过度资本化的双重逻辑在微观层面的作用机

理，进而阐释生态失衡的内在根源。

①美国人类学家西敏司提醒我们，需要注意到“生产—消费”的产业链中看不见的外部“权力”。他以拉丁美洲的蔗糖生产为例，详细阐述

了这种权力的运作方式( 参见［19］) 。

1．自然的客体化逻辑
( 1)“人-自然”关系: 从“生活世界”到“自然资源”
英国生态人类学家英戈尔德的“栖居”理论指

出“人 － 自然”的关系并不是“自然决定文化”或“文

化形塑自然”的简单二元关系，而是一种开放的动

态建构关系，“人们对于世界的观念建构，与人们行

为实践的发展，以及其他生命形态和环境本身的发

展变化都是同步的”［15］28。双村自然资本化过程见

证了“人 － 自然”关系的急剧转变。传统农业时期，

自然是人的生活世界，人与自然处于互利共生的系

统之中。森林具有采集、狩猎、水源、木材、防风、风
景等多种功能。同时，佤族传统宗教是以自然崇拜、
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三位一体的原始宗教，山、水、
林无不有神。传统的佤族村寨都有大片竜林。竜林

禁忌反映了佤族传统信仰和对自然的认知，村民表

示“以前别说砍竜林里的树，就是掉的树枝也不敢

拿回家烧，要遭报应的”。同时，在与自然相处的生

活实践中，山民发展出丰富的传统生态知识和社会

规范。1949 年以后，权力、知识、资本合力将自然资

源化、客体化、商品化。当下村民的认知中，森林仅

仅是一种赚钱的工具，传统时期多样的意义以及多

种功能彻底消失，自然“祛魅”成为现实。
( 2) 知识体系: 从“地方知识”到“科学知识”
自然资本化依赖的是一套全新的知识体系，以

效率最大化为目标的科学知识体系逐渐替代传统地

方知识成为支配农民行为的原则，这与哈贝马斯的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16］190 逻辑异曲同工。地方知

识逐渐沦为附庸。地方知识被替代除了科学知识具

有明显的话语权力以外，还与地方生态知识自身的

低效率关系密切。随着农业商品化的推进，传统地

方知识消失速度进一步加快。传统的地方生态知识

具有环保正效应，科学知识对地方知识的替代制造

了严重的生态危机［17］。科学知识以提高效率为首

要目标，加大了对资源的利用程度，与追求“生产—
生态”动态平衡的地方知识相冲突。例如，典型意

义上的轮歇地农业通过有序休耕，可以保证植被的

恢复和总体生态平衡。但是，因为产出较低而受到

贬低。高科技农业可以显著提高产量，却带来严重

的农业面源污染、生物多样性消失等环境后果。传

统时期村民的砍树一般不砍幼苗，且都会留下 30 ～
40 cm 长的树根，保证树根更快地“发”。但是，经济

作物种植对杂木树采取了“剃光头”式“片甲不留”
的砍伐方法，用火烧或者炸药清除树根，造成了杂木

树彻底无法再生。
2．资本的增殖化逻辑
( 1) 需求欲望: 从“自给自足”到“无限欲望”
人的需求欲望是资源利用程度的重要变量，高

强度的欲望必然伴随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的过

度消耗。传统农业是一种自足的农业，以解决温饱

为主要目的，只有出现剩余才会出售。种植决定是

基于家庭人口的粮食需求做出的。“欲望公式”为:

欲望 = 人口 × 需求。传统农业中农民对市场、价格

变化不敏感，不以需求最大化为目标。满足基本需

求后，很少会扩大再生产。在现代农业学家看来，传

统农业是低效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应用到传统

农民身上时常常失灵。但是，市场化下的农民被

“异化”为商人，在资本增殖化逻辑下“逐利而为”。
“欲望公式”为: 欲望 = 最大种植面积 × 最大单位产

出，这种欲望直至达到资源利用的极限。以边际土

地的使用为例，双村可以利用的荒地全部都种植了

橡胶树，土地资源没有一点闲置。橡胶树使用最大

量的化肥、农药以保证其最大产出。但是，以收益最

大化为原则的个体理性没有将一些公共物品，如土

地、空气、河流、森林纳入成本核算中。结果必然是

资源的过度消耗、地力的衰竭，数量型增长方式造成

了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减弱退化［18］。
( 2) 资源使用: 由“自主支配”到“外部权力”
传统农业中农民具有自主支配权。对于双村村

民来说，传统农业时期，粮食作物自己种植，对肉类

的需求可以通过养殖家畜、打猎获取，只有极少数的

生活必需品从市场购买。在这种封闭系统下，自然

资源使用完全是由本地居民自主支配的。而市场化

下的商品农业所处的市场经济体系要求一种开放

的、多元的系统。农业系统被卷入市场体系中。产

品是为了出售而生产，价格成为商品生产的调节器。
生产本地化，消费外地化。双村的橡胶被卖到城市

甚至国外。外部系统日益成为生产的决定要素，或

者说农民的生产是由外部权力支配的①，要注意到

市场中的全球体系与权力不平等问题。而市场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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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然资本化的进程，卡尔·波兰尼指出市场经济

的发展正由“嵌入”到“脱嵌”转变，市场日益脱离社

会控制，成为一个无法控制的力量，不断将人类赖以

生存的环境卷入市场［3］5-16，生态日趋恶化。

六、结 论

资本与生态具有根本的内在冲突。市场对自然

赋值，把自然变成商品，追求最大产出但是没有考虑

自然的稀缺性与再生性。不受约束的自然资本化造

成自然过度资本化的现实，这是生态失衡的根本原

因。M 县政府的“中低产林改造”项目可以明显看

出自然资本化的意图: 根据《M 县中低产林改造工

作五年规划》规定，将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逐步改

造 14 667 hm2 木材年出方量较少的杂木林为具有较

高产出的经济林木。在水危机的大背景下，开发仍

不止步。追求经济效益无可厚非，但是需要考虑长

远的生态后果。作为发展中国家，必须要承认自然

资本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但是需要反思

环境问题市场机制［20］，探索如何防止自然的过度资

本化，合理把握资本化的“度”，实现一条经济、社

会、环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21］，还需要探索。另外，

自然过度资本化中行为主体的行动逻辑还需要深入

研究，特 别 需 要 关 注 环 境 行 为 演 变 中 的 经 济 因

素［22］。作为理性行动者的政府、企业、农民都能从

中实现利益、获得满足，但个体理性却造成了集体非

理性的“囚徒困境”。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有助于深

化对自然资本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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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of resettlement，risk assessment of social stability，
rights guarantee， social risk control and social risk
management．
Key words: reservoir resettlement; social risk; social
conflict; stability risk; social management

Excessive Capitalization of Nature and Ecological
Consequence: A Case Study of Ｒubber Village in
Yunnan Province /Geng Yanh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unbalance lies in the excessive
capitalization of nature． The objective logic of nature and
the proliferation logic of capital are two internal logic of
excessive capitalization of nature． Based on the fieldwork of
a rubber village，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rnal mechanism between the capitalization of nature and
ecological unbalance． The village transforms from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of swidden farming and paddy rice
farming to rubber planting under the condition of particular
policy，market，technique and culture． However，rubber
planting brings about ecological consequences such as
biodiversity disappearance，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soil erosion， water resource reduction．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rethink about the excessive
capitalization of nature and to advocate ecological
rationality．
Key words: excessive capitalization; ecological unbalance;
rubber village; social vulnerability; ecological rationality

Systematical Overview and A Study of Paradigms and
Methods of Sociology of Law /He Shanjun，et al ( School
of Sociology，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latter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paradigms and methods in sociology of law has had a
tendency of diversification， which specifically includes
Functionalism， Structuralism and Deconstructionism，
Behaviorism，Phenomenology，Conflict Theory and Theory
of Evolution，Semiotics，Exchange Theory，Hermeneutics
of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Game Theory， System
Theory，and so on． In particular，since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Phenomenology，Ethno-
methodology and Semiotics，Dramaturgy，System Theory of
Luhmann，Criticism，Feminism，and Globalization Theory
have had great impact on the research of sociology of law．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systematic overview and
discuss on the features and application of all these
paradigms． Based on the analysis，it proposes a set of
general principles，general requirements and specificity of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ology of law so as to promote the
change of paradigm and to explore the scientific methods in
sociology of law．
Key words: sociology of law; traditional paradigm; new
change of paradigm; general principles; particularity

An Analysis of Farmers' Counter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on of Property Ｒights: A Case
Study of Hedong Village /Liu Haijian，et al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After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out that the so-
called counteraction of ironstone-stealing behavior of the
farmers of Hedong village not only reflects the social-
cultural logic of the local areas but also shows the profit-
chasing motivation and the factory-farmers conflict．
Although farmers are not willing to break national law，their
cogni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s contradictory to legal property
rights，which embodies the conflict between truth and law
in their life world． Then，the counteraction of the farmers is
illeg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mal law， but it is
reasonable from their viewpoint． The cognition of property
rights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fe world of the
farmers， which is one of the social causes of their
counteraction． Therefore，it is crucial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farmers' social cogn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and the reform of the system of rural property
rights．
Key words: farmers; counteraction; cognition of property
rights; local knowledge; practice

Ｒesearch Ｒeview of Water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rtual Water Trade /Li Feng，et al
( Business School，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The security of water resource has been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in the world because water resource is an
important natural resource，strategic economic resource and
social resourc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water resource
security and the idea of virtual water trade，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security of water resourc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water resource
securit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rtual water tra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water resource security， the
limitations of virtual water resource． Then，it tentatively
explores the security mechanism of water resource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rtual water trade．
Key words: virtual water; virtual water trade; water
security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ization of
Water Ｒesource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ulnerability /Liu Liping，et al ( Business School，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into
vulnerability，the vulnerability of human-water is coupled
by water resource sensitivity and social adaptation．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resource and social adaptation ability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dealing with water shortage
is highlighted， because the controlling role of human
beings' economic and social activities becomes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Therefore，socia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 SWＲM ) is a pattern which can effectively
realize resource substitution and improve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water resourc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tudy of social water cycle and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SWＲM． Built on the premise of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of
man-water relationship and the criteria of fairness，
ecological integrity and efficiency，it puts forward that it is
possibl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ound social water cycle． By
means of virtual water strategy，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water rights market，it is also possible to ease local water
resource shortage． Finally，it briefly expounds the syste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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