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历了生产领域和生活领

域的巨大变迁。伴随着工业发展的是人类生存环境

的恶化。目前已有的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从生产

领域视角探讨环境问题的较多，从生活方式视角探

究环境问题成因的较少，而与生产方式变革相联系

的生活领域的诸多变化，也在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

生态环境。因此，关注生产方式的变革，探讨何种生

活方式能够有利于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将

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议题。
一、生产方式视角下对环境问题的理论解释

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

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马克思说过:“物质生活的生产

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

过程。”[1]人类要从事生产活动，必然要同自然环境发

生不同程度的关系，人类的行为必然引起自然环境

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从生产方式领域来分析

环境问题，对于深入认识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寻找

解决途径，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研究影响较大的

理论范式包括代谢断层理论、苦役踏车理论、生态现

代化理论等等。
代谢断层论。美国学者 J·B·福斯特认为，马克思

对那个时代主要的生态环境问题，如土壤退化、森林

减少、城市污染、人口增长等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提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代谢关系及人类社会和

自然界应当共同进化和持续发展的观点。福斯特指

出社会———生态的“代谢”理论主要根植于马克思对

劳动过程的理解，马克思用“代谢”一词来定义劳动

过程和描述人与自然通过劳动结成的关系，认为保

障生态系统的持续利用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要

求。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社会学理论框架的关键在于

指出了人与自然相互代谢作用中出现“断层”的问

题，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大农业生

产阻断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正常的代谢和交流

关系，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苦役踏车”论。美国社会学家 A·施耐伯格于

1980 年提出“苦役踏车”理论，又被称作生产跑步机

理论（(the treadmill of production）。这一理论认为，在

工业社会，发展的中心动力就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在

经济增长的同时，人们为了就业和扩大再生产，鼓励

民众不断地消费和废弃，于是大量生产——大量消

费——大量废弃这一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

怪圈就形成了。毫无节制的经济快速增长必定带来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它不但大量消耗着不可再生资

源，而且还产生超出地球储污能力的环境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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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伯格认为，出现这种“苦役踏车”式恶性循环的

深层原因应当归咎于丝毫不受限制地争夺市场份额

的竞争逻辑，归咎于造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

量废弃—大量污染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只要这种结

构性的因素和机制没有改变，环境问题就不可能得

到彻底的解决。
生态现代化理论。与施耐伯格的技术悲观主义

相反，生态现代化理论则对现代化所带来的技术变

革以及生态环境问题持积极态度。生态现代化理论

是一个理论群，荷兰学者亚瑟·莫尔是生态现代化理

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要点

有三：首先，科学技术不仅不是导致环境问题的关

键，而且在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时将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发展经济不是导致环境问题的根源，相反的，

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奠定完成环境保护的基础。再

次，政府和国家在环境保护中的传统的中心地位正

在发生转变，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将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总的来看，从生产领域探讨环境问题的诸多理

论的共同特点，是分析基于资本的逻辑所采取的生

产行为对环境的影响。这些理论一个潜在的假设是

环境衰退产生于生产领域，一系列的经验研究也将

注意力集中在生产过程中人类的行为和组织机构的

运行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与生产方式变革相联系

的生活领域的诸多变化，也在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

生态环境，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议题。
二、生活方式视角下对环境问题的理论解释

相比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生活方式的

影响越来越大。在工业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同时，伴随

着消费主义的盛行、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领域的环

境污染愈发严重。我国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排放的固

体垃圾、汽车尾气、生活污水等已经大大超出了环境

承受力，相关统计数据表明，生活污水的排放量大大

超出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如图）。
著名的“邻避运动”不仅提出了环境风险分配的

问题，也使生活污染问题成为环境社会学关注的焦

点。生活者本身制造的垃圾等污染物成为危害环境、
危害个体健康的污染源，“生活者的致害化”尤其凸

显。对此早有学者指出，“以前作为受害者和牺牲品

的社区居民或劳动者、消费者，则变成了环境问题的

发生源，在日常生活的各个侧面，有时是直接地，有

时是间接地引起了环境的污染或环境的破坏，具体

来说，主要有汽车排放的废气和发出的噪音、生活废

水和生活垃圾等”[2]。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环境政策的实施，对生产行

为的规范越来越细致，而生活方式中的行为，以及欲

望、习惯、意识等内容很难通过外在强制力进行改

变。因此，在生活方式领域探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更

有利于环境保护更具有积极意义。
生活方式回答的是人们“如何生活”的问题，它

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指人们依据一定

的文化模式为满足自身生活需要而运用社会环境提

供的各种物质的和精神文化资源的活动方式。[3]《中

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则对生活方式作了如下定

义：“不同的个人、群体或社会全体成员在一定的社

会条件制约和价值观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

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的体系。”王雅林

认为，生活方式是一个主体与客体相结合和互动而

生成的概念，一方面，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结构形式

和事实性存在；另一方面，它是通过对生活活动主体

对生活资源进行评价、选择、配置而形成的社会行动

和日常行为方式。在这种主客体互动过程中，形成了

不同特点的生活方式，决定各种生活方式的是主体

的价值评价与行为选择。在环境衰退的背景下，“物

化生活方式”是与环境问题相联系的重要概念，它所

代表的是一系列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以及

炫耀式消费、大量消费的行为选择。针对生活方式的

这种现状，笔者提出从生活方式的角度探寻分析和

解决环境问题的路径。
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理论成果主

要包括：社会转型论、生活环境主义、消费异化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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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郑杭生教授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提出了“社会转

型”这一概念，并指出“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型社

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这是社会转型论

的一个基本判断”[3]，许多研究都是建立在这个基本

判断的基础之上。郑杭生教授对社会转型做出了基

本界定，“所谓‘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是一

个有特定含意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

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

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
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

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4]洪大用最早以社会转型范

式来阐释中国的环境问题。他将中国的环境问题纳

入社会转型这一大背景中进行分析，探讨了当代中

国社会结构转型、体制转轨以及价值观的变化对生

态环境及公众的深远影响。在社会转型论范式中，包

括了对过度消费、节能减排等一系列环境议题的思

考，提出了适度消费的基本原则，以及构建低碳社会

等理念。洪大用指出，适度消费并不等于苦行主义，

而是在满足“环境供给原则、宜于生存原则、宜于尊

严原则和代际均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消费

使人们“可以更多地注意到人生经验的其它方面，这

样其实可以给人们带来比单纯消费更多的回报和更

大的满足”[5]。在环境衰退的背景下，建设低碳社会是

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是“适应全球气候变化、能够

有效降低碳排放的一种新的社会整体形态”，它包括

传统工业社会之技术、组织制度、社会结构与文化价

值等一系列的反思和变革。[6]这些结论和思路都与社

会转型密切相连。社会转型论将眼光放在生产方式

与生活方式之上，指出持续的社会转型是解决环境

问题的基本出路。
生活环境主义是日本学者鸟越皓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在总结与环境问题有关的人们的实

践活动基础上提出来的。他将生活环境主义与自然环

境保护主义、现代技术主义相区别，认为生活环境主义

是“最重视保护当地人的生活体系的理论”[7]。日本社

会学网站对生活环境主义给出了明确定义，“所谓生

活环境主义，是指在理解和处理环境问题时，重视生

活者的生活实践活动以及由此得出的对环境的态

度。”[8]一方面，生活环境主义强调生活本身的重要

性，认为无论当人与自然还是人与人发生矛盾的时

候，都应当站在“生活者”的角度看问题，提出通过满

足居民的生活需要使其成为环保者；另一方面，提倡

通过反思人们的行为寻找导致环境问题的社会根

源，这就为分析和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一种微观视

角。生活环境主义的积极意义在于，通过对日本环境

问题的经验研究，发现了仅从生产领域看待某个环

境问题时，有可能忽视当地居民的生活需求，而使居

民成为环境破坏者。因此，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然后

才有可能实现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正是从

生活方式领域分析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基本假设。
消费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消费不仅

是经济问题，而且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消费异化论

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消费欲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

盾出发，为我们分析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提供了解

释。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消费异化是指人们以“欲

求”而不是以“需要”作为消费的出发点，人在消费活

动中丧失主体地位和理性精神，在“虚假的消费需

求”中成了“商品的奴隶”，从而使人的本质异化到商

品上的物化状态。资本的逻辑通过制造“虚假的消费

需求”逼迫人们陷入无限消费中，消费异化成为资本

主义社会缓解经济危机的手段，过度的消费和生产

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出现了矛盾，过度消费和生产

一旦超出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就必然导致环境衰

退和生态危机。过度消费与环境衰退的矛盾是否能

够得到解决？艾伦·杜宁在《多少算够》一书中，就“不

消费就衰退”的神话提出了质疑，提出只要我们改变

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就有可能使环境衰退的问题得

到遏制。
总体而言，中国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工作是“政

府主导型”。政府不但是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者，同

时还是执行者、监督者，也是防止污染的领导者。从

1978 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以来，中国政

府在环境保护工作上做出了很多努力，但环境依然

呈现了“边治理，边衰退”的特点。一方面是由于我国

环境治理所具有的早生性、外生性、形式性和脆弱

性，导致了治理失灵；另一方面，是由于治理主体不

完整这一内在的、结构性的缺陷。从这个角度看，中

国环境保护工作应当加强公众参与，改进以政府为

主导的环境治理模式。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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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于生存环境的质量也

越发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哪些社会成员更为关注环

境问题，他们能够做出多少努力，这是一个环保工作

急需了解的问题，以便把握环境保护的社会基础。
综上所述，从生活方式领域探讨环境危机的解

决之道是合理且十分必要的。但现有的理论并没有

回答何种生活方式更有利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

协调发展。因此，探讨何种生活方式有利于人类与自

然环境和谐共处成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三、从生活方式的视角建构环境问题研究范式

广义的生活方式包括生产方式，生活和生产这

两个概念本身就是相互交织和渗透的。王雅林认为，

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的理论命题，

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讲的，人类的生产与生活都具有

历史传承性，只有在这种具有历史条件的制约下，才

能讲“生产决定生活”，并不能将这一判断泛化。一方

面，广义的生活方式可以包括生产方式。“如果说社

会或人的实践活动是由满足人自身的需要的活动过

程（“自我生产”）和满足需要的手段的活动（“实体生

产”）构成的统一体的话，那么生产或者说社会生产

就是指人们通过直接的体力与智力支出实现与自然

和社会资源的变换，创造和增加用来满足人的各种

生活需要的产品与服务的活动。”[9]从这个角度来看，

生产活动也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广义的生

活方式可以包括生产方式。另一方面，生活方式对生

产方式具有反作用。人类在生活中所产生的需求往

往在生产中寻求满足，“具有自由自觉意识的生命活

动总是通过生活需要的增进体现为对现实制约性的

超越，这种新的生活需要的产生体现出的人的生命

活动的超越性,又对满足需要的生产性手段的不断改

进提供动力,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10]。从这个意义

上看，生活方式对生产方式的变革具有巨大的推动

作用。
从上述两个角度看，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既相

互区别，又紧密联系。因此，在经验研究中，过多地关

注生产领域的环境问题，而忽视生活方式对环境衰

退的影响，是有所欠缺的。
生活方式回答的是人们“如何生活”的问题，《中

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则对生活方式作了如下定

义：“不同的个人、群体或社会全体成员在一定的社

会条件制约和价值观指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

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特征的体系。”生活方

式是一个主体与客体相结合和互动而生成的概念，

在主客体的互动中，形成了不同特点的生活方式，决

定各种生活方式的是主体的价值评价与行为选择。
在环境衰退的背景下，“物化生活方式”是与环境问

题相联系的重要概念，它所代表的是一系列的拜金

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以及炫耀式消费、大量消费

的行为选择。针对生活方式的这种现状，单从生产的

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原因及解决路径已经远远跟不

上时代的步伐。从生活方式的研究视角关注环境问

题，探讨何种生活方式能够对环境产生最小的影响，

生活方式中的哪些因素能够对环境保护产生积极影

响，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将有助于环境问题研究的深入，

从而进一步在生活中探寻分析和解决环境问题的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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