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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跨学科的中国环境与资源社会学

秦 华 1，2，科特尼·弗林特 3

（1.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气候科学与应用项目，玻得尔 80307；
2.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环境研究系，斯普林菲尔德 62703；

（3.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自然资源与环境科学系，尔班纳 61801）

摘 要：环境社会学与自然资源社会学是关于社会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两个主要研究传统。目前关于这两个

分支学科的讨论主要是局限在美国学术界内，而其对于其它国家环境和社会研究学科建设的借鉴作用尚未引起足

够的重视，这正是本文在中国的学术背景中提出环境社会学与自然资源社会学相互融合问题的原因所在。环境社

会学在中国正处于重要的学科建设阶段，垮学科的中国环境与资源社会学在投身中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社会的建设中完全有希望实现环境社会学与自然资源社会学的实质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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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研究社会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国际

社会学者来说，这一领域在美国学术界分支为环境

社会学（Environmental Sociology）和自然资源社会学

（Sociology of Natural Resources）这两个截然不同的

子学科的现状是令人感到意外的。这两个分支学

科中环境社会学在国际学术界拥有较大的学术影

响力，它也经常被许多环境社会学家认为是涵盖了

自然资源社会学的范畴。然而，环境社会学和自然

资源社会学在美国近几十年的研究中基本上是处

于分离的状态。在 2000年美国华盛顿州贝灵汉市

举行的“社会与资源管理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Symposia on Society and Resource Management）”上，

学界对于这两个领域关系的长期的研究兴趣促成

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大讨论。关于环境与社会研究

的权威期刊《社会与自然资源（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随后在2002年的一期特刊上（总第15卷
第 3期）公开发表了 2000年“社会与资源管理国际

研讨会”上关于这一论题的有关论文。这场友好而

又富有思想性的辩论集中围绕着两个主题：①环境

社会学和自然资源社会学是否存有实质的学科差

别？②关于这两个分支学科的关系的讨论对今后

的研究，尤其对那些在社会与环境关系领域刚刚起

步的青年学者有何启示[1]？

环境社会学和自然资源社会学间的对话至少

在三个方面具有建设性的意义。首先，它能帮助我

们理解这两个分支学科在研究上的相似和不同之

处。其次，它为我们指明了可能的学科融合和集中

的发展方向。最后及对本文的目的最为重要的是，

它对其他国家（特别是环境社会学和自然资源社会

学研究正在逐步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与环境

研究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学术借鉴作用。

环境社会学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逐步在

中国发展为一门新的社会学分支学科。目前中国

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着西方主流环

境社会学（特别是美国环境社会学）的影响。与环

境社会学相比起来，自然资源社会学在中国尚未确

立独立的分支学科的地位。本文的目的是运用中

国环境社会学发展的实例来探讨融合环境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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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资源社会学对其它国家相关学科建设的借

鉴意义。需要在文章开始就特别指出的是本文并

不是要否定这两个分支学科各自的富有意义的历

史、传统和价值体系。另外，我们不希望夸大环境

社会学和自然资源社会学的差异，也不赞成孤立地

发展两个单独的分支学科。相反地，本文建议中国

环境社会学在其发展初期就以一种垮学科的视角

来涵盖环境社会学和自然资源社会学两个领域。

目前关于跨学科研究的观点不仅是强调来自于不

同学科的学者间的合作，同时也要求与非学术界的

利益相关群体的结合 [2]。从这一点来看，在中国跨

学科社会与环境研究发展的广泛背景中来融合环

境与自然资源社会学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和社会

价值。

1 环境社会学与自然资源社会学的

融合
虽然环境社会学与自然资源社会学都可以被

一般地定义为关于社会与自然环境间关系的社会

学研究，这两个学科在组织起源、研究主题、理论倾

向、分析单位和层次、及解决实际问题倾向等方面

存在着明显的差别[3，4]，1）。环境社会学通常特别强调

以都市为中心的宏观或国家层次上的环境污染、退

化和风险，并趋向于高度地理论化甚至是超理论

化。与此相反，自然资源社会学研究多是关注非都

市化的社区和地区层面上的资源使用和管理问题，

从而显示出了更为强烈的实证倾向 [3]。另外，自然

资源社会学与自然科学研究者及地方的与自然资

源管理直接相关的利益群体有着更为紧密的联

系。我们认为环境社会学与自然资源社会学的这

些差别不应被视为障碍，而应被看作是有前途的学

科融合和扩展社会科学对环境问题研究的贡献的

机会。为实现环境社会学与自然资源社会学的实

质性融合，我们有必要超越这两个分支学科的现有

的范围来理解社会和生物物理系统的动态性和复

杂性，环境和自然资源社会学与其它社会和自然科

学学科间的进一步融合也是尤为重要的[5]。自然资

源社会学趋向于比环境社会学更具有多学科的特

性 [3]，环境与自然资源社会学的长久综合和发展需

要一种垮学科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整合不同领域

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共通的概念

框架，并经常也包含着与利益相关群体和公众的协

作[2]。

自然资源与环境问题是如此紧密地相互联接

在一起，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在它们中间划分一条清

晰的界限。环境社会学和自然资源社会学有着极

大的希望被融合为一个更为广泛的领域——环境

与资源社会学。环境与资源社会学可以被宽泛地

定义为运用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全面的、复杂的环

境资源系统与人类社会互动关系的科学。环境与

资源社会学由于太过多样化而不能仅仅被限制为

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对于自然界的更为完整和

准确的理解需要一个跨越传统学科界线的、并包括

其它社会与自然科学的实质性学术融合。

由于学界最近关于环境社会学和自然资源社

会学的讨论主要是局限于美国的学术环境内，我们

有必要将这场讨论的范围延伸到更为广泛的国际

学术界。环境社会学和自然资源社会学的分离似

乎是一个依具体情形而定的特殊现象。例如，这两

个领域的不同之处在美国就远比在欧洲更为明显
[3]。另外，在学术传统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的发

展中国家，我们可能更难发现这样的学科差别。鲁

得尔声称在发展中国家中自然资源社会学比环境

社会学更为适用[6]。他的讨论强调的是拉丁美洲的

背景，并且突出了国外资助机构在关于社会和生物

物理系统的社会学研究学科建设中的作用。虽然

这在拉丁美洲比较重要，但从全球范围来看这样的

结构性影响因素可能是多样化的。将环境社会学

与自然资源社会学的对话扩展到更为广泛的国际

背景中将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这两个分支学科的

融合。

总之，环境社会学与自然资源社会学的联系对

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兴起的社会与自然环境相

互关系的研究十分相关。环境社会学和自然资源

社会学合在一起比任何一门单独的子学科都提供

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学术视野。这两个分支学科在

美国的明显差别实际上为其它国家正在兴起的环

1）关于环境社会学与自然资源社会学的区别和联系的详细介绍参见秦华、科特尼×弗林特. 西方环境社会学与自然资源社会学概论，[J]

国外社会科学, 2009,(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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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资源社会学研究中的学科融合提供了良好的

基础。

2 环境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
2.1 历史传统和研究现状

我们这里利用中国环境社会学发展的实例来

说明环境社会学与自然资源社会学对发展中国家

社会与环境研究领域的学科建设的借鉴意义。由

于中国在国际社会学界的重要地位，及其目前关于

环境与资源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的发展现状，在中国

的学术环境中提出环境社会学与自然资源社会学

的关系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欣欣向

荣的区域中心。中国社会学的优良学术传统最早

可以追溯到1898年严复所翻译的哈尔伯特·斯宾塞

的《社会学的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的出版。

著名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曾评论

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北美和西欧以外的地区，

从学术质量来看中国是世界上社会学研究最为繁

荣的国家”[7]。由于受前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1952
年社会学在中国被取消了作为一门正式学科的地

位，直到1979年才重新设立[8]。然而，在这期间中国

的社会学研究从未停歇。学术界仍存在着大量的

与社会学紧密相关的研究活动，比如由政府组织的

调研、关于少数民族的研究、和“四史”(家庭、公社、

村落和工厂的资料记录) 的编辑[9]。从 1979年的重

建开始，中国社会学得以迅速发展并重新恢复了早

期的活力。

中国关于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社会学研究主要

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从中国社会学会

在 1992年设立“人口与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开

始，环境社会学在中国逐步被确认为一门社会学的

分支学科1）。中国环境社会学目前正处于积极的建

设阶段，许多高校现已开设了环境社会学课程，这

方面的教材相继正式出版2），一些专门的环境社会

学研究机构也已经形成。但是，总体来看在过去的

20年里中国的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还是较为缓

慢。在这一领域发表的很大一部分研究论文，主要

着重于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文

献综述及对中国环境社会学学科定位的探讨 [10-12]。

但在这些论述中，学者们通常都未注意到环境社会

学与自然资源社会学在西方研究中的分歧，从而忽

略了自然资源社会学的丰富的研究文献。近期中

国环境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关于研究对象和视角的

探讨仍然是主要体现了西方环境社会学理论体系

的影响 [13，14]。总体来看，目前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经

验研究大多集中在主流环境社会学的三个典型兴

趣领域：环境价值和态度、环境公平和脆弱型，以及

环境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环境社会学研

究者的学科组织也体现了主流环境社会学的特点，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于文科学院的社会学系

或是相关的社会科学系所3）。

当前中国环境社会学的一个研究重点是环境

知识、评价、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文化

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不同的人类群体在长期的生存

与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与自然环境有关的社会表

现、态度和行为模式等传统环境观念，这些民间环

境知识体系对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15，16]。近期关于环境意识的大部分研究

是围绕着“新环境范式量表（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Scale）”在测量中国公众环境关心中的应

用。洪大用等提出美国的“新环境范式量表”在经

过一些适当的本土化修订后，可以作为测量中国公

众环境意识的一个重要工具[17，18]。学者们同时也分

析了个人环境意识与一系列社会人口学变量 (例如

1）2006年召开的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和2007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国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中国环境社会学发展的又

一里程碑.
2）例如沈殿忠(主编)，环境社会学[M]，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4；李友梅、刘春燕，环境社会学，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左玉辉(主

编)，环境社会学[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前两本教材是从社会学的视角讨论环境社会学体系，而第三本教材则主要是从环境科学的

角度来认识环境社会学.
3）作者曾对1990年-2007 年间主要中文期刊上发表的环境社会学论文的作者及2006年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和2007年北京

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参会者的专业单位做了统计. 在38名主要的环境社会学研究者中，24人 (63%) 来自于高校或研究所的社会

学系，11人 (29%) 来自于政治系、哲学系等文科类系，仅3人 (8%) 来自于环境科学系，近几年新加入环境社会学领域的中国学者的专业背景仍

是延续了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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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性别、教育水平、收入和居住地) 的相互联系
[19，20]，有研究发现环境知识是性别与环境关心 (意
识) 关系间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21]。相关研究也表

明公民的环境关心不仅受到个人层次的社会和经

济特征的影响，同时也和所居住城市的第一产业比

例和工业烟尘排放量密切相关[22]。对于环境关心的

多维度结构的进一步分析揭示了其内在态度体系

的非一致性，以及人口、社会、经济变量对于环境关

心各个因子（要素）的多样化的影响[23]。施国庆和仲

秋则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环境意识的发展变化，认为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政治、科学、传

媒等因素相互作用并对环境意识具有不同的程度

的影响[24]。

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环

境公平和弱势群体。在从辽宁省本溪市获得的经

验数据的基础上，卢淑华讨论了个人权利资源与环

境福利之间的相关性，例如普通工人比领导干部更

有可能居住在受污严重的街区[25]。从一个多层次的

角度上，洪大用分析了当前中国发展进程中在国际

层次、地区层次和群体层次上所面临的环境公平问

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26]。另外，随着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环境公平

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27]。张玉林

指出农村地区作为环境抗争的主体多是处于弱势

地位，城市环境运动的成功很可能导致城市环境污

染向农村的转移及农村环境问题的加重[28]。

中国目前大量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也集中关注

国家经济政治体制模式在环境问题中的角色和作

用。当代中国环境状况的日益恶化与中国在社会

结构、社会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念方面的社会转型过

程是密切相关的[29，30]。农村面源污染问题的加剧在

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

结构，而这种污染加剧的结果又在一定程度上再生

产或强化了已有的二元结构。中国城镇化进程在

促进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转变和农村污染控制中的

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31]。另外，也有学者认为

中国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压力型行政体制和地方

政府的内在利益共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经一体

化”开发机制，这构成了目前农村环境污染和冲突

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32]。关于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

的分析自然地扩展到环境治理的政策问题。在分

析环境治理中政府、企业、民间环保组织和公民等

不同行动主体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学者们比较深入

地讨论了通过组织和制度创新来解决中国的生态

环境问题[33-36]。

虽然以上对重点领域研究的概要总结并未涵

盖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全部研究范围，但其体现了中

国环境社会学的主要发展趋势。总体看来，目前的

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主要还是局限于主流环境社

会学的研究领域之内1）。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相

比，在中国及其它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较少的

将环境和自然资源区别开来的社会或经济压力 [1]。

因此，环境社会学一般自然地被认为应包含环境和

自然资源问题[37]。然而，由于中国的环境社会学在

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主流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影响，

这导致其对自然资源问题的研究存在着在两个不

同层次之间的差异。在概念层次上，中国环境社会

学以一个宽泛的视角将自然资源问题包括在对环

境的定义中；但在实践层次上，中国环境社会学却

缩小了其研究主题的范围，并忽略了那些通常是属

于自然资源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的一些环境社会学研究也

涉及到了在社区或地区情形中的自然资源使用和

管理问题。例如，陈阿江对太湖流域的水域污染从

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他的个案研究说明了地

方上的资源退化模式在许多方面都是宏观层次上

社会、经济和政治进程的表现 [38, 39]。麻国庆则从社

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 1949年以后森林开发

和从传统狩猎采集到农业定居的生活方式变迁对

大小兴安岭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当地鄂伦春人生计

的影响，并对原著文化在地方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

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反思[40]。另外，最近学者们

关于海洋环境资源[41，42]、草原社区[43，44]、及生态移民

与环境保护[45，46] 的研究也拓展了中国环境社会学的

1）最近关于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详细综述 (例如：包智明、陈占江. 中国经验的环境之维：向度及其限度——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

回顾与反思[J]. 社会学研究, 2011, (6): 196-210；顾金土、邓玲、吴金芳等. 中国环境社会学十年回眸[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2): 29-35) 也反映了这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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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

虽然自然资源社会学在中国尚未被确立为一

门独立的分支学科，这一方向的研究在近十年里仍

然成长得十分迅速。甄霖提出资源社会学是自然

资源学与社会学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门交叉性学

科，并对其学科体系和重要研究领域做了有益的探

讨[47]。目前中国学界这方面的相关经验研究成果主

要围绕着三个紧密相联的领域：自然保护区管理、

生态旅游与休闲、以及自然资源管理的社区参与。

例如，社区共管正逐渐被纳入中国自然保护区的资

源管理模式 [48，49]，而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

的一些探索性实践也为这种方法在中国的推广应

用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经验[50，51]。随着中国自然旅

游观光事业的迅速发展，近几年来一些学者也开始

从游客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的视角来分析自然

风景区的旅游管理和资源保护[52-54]。这些领域的研

究者大多来自于传统的社会学系之外（如森林系、

野生生物系、发展学系、旅游系和资源管理系），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部分丰富的社会与自然

资源研究文献与环境社会学研究文献处于相互隔

离的状态。由此，我们能够察觉到环境社会学与自

然资源社会学在中国的潜在的分歧，即使这两个分

支学科的学名还未得到普遍地应用。

2.2 未来发展方向

目前的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受到了西方主流

环境社会学发展趋势的较大影响。在环境社会学

与自然资源社会学所具有的互补性的基础之上，我

们建议中国环境社会学在学科建设的初期阶段就

开始致力于这两个领域的融合。从垮学科研究的

视角来看，中国的环境社会学完全可以延伸而包含

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问题，并与相关利益群体相连

结。鉴于在此全盘地勾画出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

并不现实，下文将就未来研究发展的一些重点领域

做初步的探讨。

未来环境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一个最为基本的

出发点是这一领域的学科定位和组织机构基础。

由于目前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者大多来自于高校

的社会学系，环境社会学主要是被界定为传统社会

学的子学科。洪大用将环境社会学研究归纳为“社

会学的环境社会学”和“环境学的环境社会学”两种

类型，并认为中国环境社会学应当是社会学的分支

学科而不是一个交叉学科[10]。在关于中国环境社会

学学科体系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交叉

学科或垮学科的观点[55，56]。在2007年中国环境社会

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环境社会学与垮学科的环

境研究”也被作为了主要的议题之一。我们认为，

环境社会学不应仅仅局限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

科，它同时也是连接社会学及与环境相关的自然科

学学科（如环境科学、自然资源学等）的一门交叉性

学科。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的复杂性同时要求人类

学、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及其它相关生

物物理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投入。将自然资源社会

学与自然科学及生态学方法间更为紧密的联系融

入环境社会学中可以联接中国目前相对隔离的社

会和自然科学环境研究与学生培养。垮学科的环

境与资源社会学有潜力在超越多学科和交叉学科

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融合不同学科的专业技术而扩

展传统环境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垮学科的研究模

式为来自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合作研究社会

与环境互动关系这个共同的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一些发展成熟的交叉学科领域，如政治生态学

和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可做为建立共通

的概念和分析框架的有用参考 [5]。另外，跨学科的

方法也应被采用为设立环境与资源社会学研究生

项目的一个基本的指导原则，从而培养复合型的人

才来研究复杂、动态的社会与环境问题。

全面地理解整个生态系统对解决特定的环境

问题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其现有的研究领域主要

局限于传统环境社会学的范围内，中国的环境社会

学研究可以得益于拓宽该学科对于环境的相对单

一的和无差别化的定义。透过一个跨学科的研究

视角，中国环境社会学有能力包容影响社会运行和

人民生活的全部的环境问题和现象，将宏观与微观

层次上的环境和自然资源问题结合在一起能够产

生一种对于自然界的更为多样化的理解。

主流环境社会学的大部分研究都十分理论化

甚至是超理论化，自然资源社会学的研究则倾向于

利 用 与 具 体 研 究 问 题 更 为 接 近 的 中 程 理 论

（Middle-range Theory）。中程理论衔接着经验事实

与抽象理论，并将不同领域的实证研究发现整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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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57]。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可以受益于将注意

力从高度抽象的一般理论转向扎根于特定空间环

境中具体生态系统的综合性的中程理论或概念模

型。将传统环境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与自然资源社

会学的应用实证倾向结合在一起能够建立一个使

“社会学想象力”具体化的坚实的研究框架[58]。

此外，对环境的更为全面的理解也突出了关注

不同分析单位和层次上的环境和自然资源问题之

间联系的重要性。未来的中国环境与资源社会学

研究应特别强调社区层面的分析研究。作为个体

与社会之间切实联系发生的场所，社区（特别是资

源依赖型社区）处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互动关系

中的一个独特的位置[59]，因而构成了一个理想的中

介分析层次。将社区与较高（例如景观和地区）和

较低的（例如街坊和家庭）分析层次相连接的实证

研究同时也有助于培育整合环境和自然资源社会

学研究的中程理论的产生。

最后，中国环境社会学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巩固

和增强其应用性倾向。自然资源社会学以其提高

资源管理和公共政策的实用性传统为特色 [3]，而中

国的社会学研究也有着长期的分析解决实际社会

问题的优良传统[8]。在垮学科环境与资源社会学研

究中的中国学者应加强与环境和自然资源政府部

门的合作，努力探索自身研究成果对于以实现生态

和社会经济福利为目标的政策制定与科学管理的

现实意义。同时，将非学术界的利益相关者纳入重

要环境问题的辨别、分析和解决中也是这一发展方

向的一个重要内容。

3 结语
环境社会学与自然资源社会学间富有希望的

学科融合存在着很多可能的领域，从一个新的视角

对这两个分支学科关系的重新思考能够促使中国

和处于相似情形的其它国家的环境社会学发展成

为一个创新型的学科。环境社会学与自然资源社

会学二者合在一起，能够产生对于社会与环境关系

的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解。虽然环境社会学与自然

资源社会学在美国可能还会在一定时间里共存下

去，但垮学科的中国环境与资源社会学在投身中国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中完全有希

望实现这两个领域的实质融合。这一新型学科的

建构，也必然需要更为广泛领域内的研究者在中国

环境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中的参与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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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 a Transdisciplinary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Sociolo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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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natural resources constitute two research

traditions regard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ocieties and the natural world. Whil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two fields is largely restric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ir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disciplines focused on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ssues in other

countries have seldom been addressed. In this article we introduce the dialogue betwee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natural resources into the context of China, where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s being established as an important academic subdiscipline. We suggest

that with a transdisciplinary orientatio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China holds promise for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and natural resource sociologies in responding to China’s strategic goal

of building a“resource-efficient and environment-friendly”society.

Key words: China;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Sociology of natural resources;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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