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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环境社会学最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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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前,中国环境社会学界对美国环境社会学的文献研究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相似度很高,对

其理论和观点的表述如出一辙;二是缺少对最新成果和前沿问题的关注。本研究力图�言别人所未

言/未深言�,对新近研究特别是具有特色的研究进行梳理。其中, 理论研究主要是生态现代化、生

产的跑步机和双重转移论,经验研究主要是全球气候变化、海洋开发与核风险研究。美国环境社会

学的学术研究具有很强的前瞻性, 对我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具有指导和借鉴价值,但我们更需要增

强�问题意识�和�理论修养�, 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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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美国是环境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源头。自卡顿和

邓拉普提出HEP-NEP范式
[ 1]
以来,环境社会学已经

发展了 30多年。在这 30 多年里, 美国环境社会学

也经历的了崎岖和复兴的发展历程 � � �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 因为世人对其兴趣的减弱而陷入困境阶

段, 80年代末期因为世人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关注而

得到复兴[ 2]。

整体而言, 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受美国的影

响很大。就学术研究而言, 国内环境社会学者非常

推崇邓拉普,但笔者认为,邓拉普的最大贡献在于其

系统地倡导并推动了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发展, 是名

副其实的�环境社会学之父�。但是,在理论开创和

深入的经验研究方面,巴特尔、施耐伯格和弗罗伊登

伯格� 等的学术贡献更为显著, 而这往往被国内环

境社会学界所忽视。目前, 这 3位学术大师都已经

与世长辞, 但他们的学术思想一致影响着国际环境

社会学界。学术界也以各种方式缅怀他们的学术贡

献。比如, 在巴特尔逝世的当年( 2005 年) , 国际社

会学会环境社会学分会( RC24)设立了 �巴特尔国际

杰出环境社会学奖�。
当前, 国内环境社会学界在美国环境社会学的

文献研究方面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一是相似度很

高,对有关理论和观点的表述如出一辙;二是缺少对

最新成果和前沿问题的关注。这可能是因未接触到

最新研究文献所致, 也可能是因为对这些研究尚未

予以应有的重视。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二: 一是希望

对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和经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侧

重呈现的是�邓拉普 � 卡顿�学术团队之外的研究成

果;二是旨在将美国环境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引

进国内,力图�言之有物�、�言别人所未言/未深言�。
这里所谓的最新研究指的是 20世纪 90年代后期特

别是 2000年以来的研究进展, 当然,相关问题的回

顾也会追溯到早期阶段。

二、理论研究

1.生态现代化理论

生态现代化理论 (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

ry, 简称 EMT)最初是德国学者约瑟夫�胡伯在 20世

纪 80年代提出的。此后一直到 1992 年, 生态现代

化这一概念一直是在德语等语言世界中讨论,而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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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这一理论的主要讨论和研究则是在英语文献

中[ 3]。巴特尔认为,生态现代化的崛起和发展速度

已经超越了其自身的预期。同时,人们对生态现代

化作为环境社会学主流视角的接受程度也是令人惊

讶的。目前,它已经和施耐伯格的跑步机理论和卡

顿与邓拉普的�HEP-NEP�范式这些具有广泛影响力

的观点具有同样的学术地位了[ 4] ,并且已经成为环境

社会学的主导理论范式之一。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环

境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也对生态现代化理

论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热情,开展了深入的理论和经验

研究。就此而言,称之为社会理论或许更为贴切。

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个理论群, 而研究的集大

成者是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亚瑟�莫尔。他认为[ 5] ,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要点是:首先,科学技术不仅

被认为在导致环境问题出现, 也被认为在治理和预

防环境问题中发挥着现实的以及潜在的作用。其

次,作为生态重建的社会载体,经济与市场机制以及

经济主体(诸如生产者、消费者、信用机构、保险公司

等)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再次,政府和民族国家在环

境改善中的传统中心角色地位发生了转变, 出现了

更加去中心化的、灵活的和协商的国家管理模式, 而

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科层式的�命令 � 控制�管理。整
体而言,美国环境社会学家有关生态现代化的研究

也是以此为逻辑起点的。当然, 生态现代化并不是

自动实现的。而且,生态现代化的实践还要求政治

现代化,形成利益多元和思想多元的社会,同时也需

要公民的积极参与, 在消费中做出合理选择, 推动政

府和经济向生态理性的方向前进[ 6] 166。在生态现代

化的理论视野中, 工业化、技术发展、经济增长不仅

和生态可持续性具有潜在的兼容性,而且也是环境

治理的关键推动力, 同时,工业化导致的环境问题要

通过超工业化来解决[ 7]。由此可见,与极端环境保

护主义不同,它认为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可以兼容,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二元悖论可以得到解决, 并

展示了环境治理的希望。也正因为此, 生态现代化

理论自提出以来,就备受政府的关注与欢迎, 大多数

的西方环保团体也都接受了这一概念, 进而促进了

这一概念的大众化。不过,巴特尔认为,生态现代化

思潮的快速发展和崛起, 倒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发展

完备的社会理论,而是因为它特别符合很多政治经

济因素,而这其中很多已经超越了社会学和环境社

会学的范畴[ 4]。这一论断事实上可以在胡伯那里得

到印证,他认为生态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表

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可持续发展是生态现代化的

重要目标。生态现代化通过协调经济与环境关系,

促进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其次,生态现代化为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处理经济和环境关系的理论, 以

及实现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8]。由于生态

现代化理论最初主要用于政策分析和政策研究, 以

至于至今还有很多学者将生态现代化理论和政策研

究相联系。

那么,在实践层面,美国的生态现代化如何? 施

耐伯格等人的研究发现,在美国,绿色运动没有成为

一种主要的政治力量。而且,莫尔等人的生态现代

化理论所研究的是�处在前沿�的企业, 并假定这些

变化最终将广泛扩散, 而这样的假设是有问题

的[ 9] 1�32。斯科尔伯格和林弗雷特的经验研究表明,

相比较欧洲国家, 美国在应用生态现代化政策和实

践方面显得非常落后。美国在 20世纪 70年代就是

环境管制方面的领导者, 但是直到 20 世纪 90年代

还没有实施生态现代化。在学术领域之外, �生态现
代化�在美国就不存在了。比如,老布什总统曾解散

了 1992年�里约宣言�中的政策方案, �他认为, 不能

为环境牺牲经济和千百万人的生计�,而小布什总统

则对�京都议定书�置之不理。他们还根据克里斯托
弗的�弱生态现代化�和�强生态现代化�理论[ 10] ,认

为美国的生态现代化实践是�弱生态现代化�,因为

它仅仅强调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 并且缺少

欧洲生态现代化实践中的预防原则。他们重点关注

传统生态现代化模式在美国所发生的适应性演变,

认为美国生态现代化具有强调国家安全和炫耀性消

费特色。首先,与欧洲生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相比,

美国强调安全,比如能源安全。对政府而言,能源安

全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安全和生态现代化的政策

制定是直接相联系的。其次,美国是消费大国, 炫耀

性消费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不过,

近年来,美国的消费价值观呈现出绿色消费特征,而

消费者的绿色消费理念促使企业生产相应的绿色食

品。此外,绿色消费也带动了技术革新,进而发展替

代性的可再生能源[ 11]。

如同它所受到的广泛关注一样,生态现代化理

论遭遇的批评也未曾中断。首先, 学术界对现代化

以及技术至上论早有批判,而生态现代化却钟情于

此,因此,主要的批判也许可归纳为�现代化�本身。

因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包含了�现代化�一词的所有

意思: 科学、技术、工业、资本主义、政府的现代形式

以及现代价值体系, 这让人觉得环保主义者是在与

他们的敌人联姻。批评者认为, 生态现代化理论说

好听些是调节者, 说不好听就是冠冕堂皇的陷

阱
[ 6] 166
。其次,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 即环境

危机只能通过超现代化和超工业化的方式解决受到

质疑。约克和罗莎从逻辑、方法论和经验研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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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现代化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检验, 认为这种论

断会让我们忽视具有更大潜力的促进生态可持续性

的其他选择[ 7]。第三, 生态现代化对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之间所持的乐观态度也备受批判, 认为这种

过度的乐观精神有悖于现实。但我们应该看到, 经

济与环境之间的二元悖论的协调是可能的, 在现实

中也有实际的案例。正如贝尔所说,表面上看,生态

现代化显得过于乐观和理想化, 但很多行业确实已

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实施了所谓的生态工业,并取

得了显著成效[ 6] 165。第四,欧洲经验的有限性。生

态现代化理论是以西欧特别是荷兰为样本, 但是这

些区域生态现代化的成功能否说明其他国家也会如

此? 同时, 虽然荷兰是生态现代化实践中最好的案

例,但是,荷兰在生态治理与改善中,有没有向其他

国家进口原料以及出口废料也需要检讨
[ 7]
。最后,

生态现代化理论迄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

其本身也缺少可操作性, 只能作为一种价值主张, 而

这与可持续发展似乎难以找到根本的区别。笔者认

为,尽管生态现代化理论受到了广泛的批判, 但不可

否认的事实是, 美国环境社会学家乃至社会科学家

有关环境问题的学术研究中, 似乎都绕不开生态现

代化理论, 且不说通过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批判而

推动学术发展, 就是批判本身也说明了这一理论的

社会影响力及其所受到的广泛关注。

2. 生产的跑步机理论

如果翻开美国环境社会学有关论述环境前景的

著述,有两个理论是无法绕开的,一是前述的生态现

代化理论,二是生产的跑步机( the treadmill of produc-

tion)理论。无论是生态现代化还是生产的跑步机,都

聚焦于现代化对可持续性的影响。但二者的论调和

核心观点截然不同,前者对环境前景持乐观态度,而

后者对环境前景持相对悲观的论调,认为在现有的政

治经济体系内,环境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生产的跑步机由艾伦�施耐伯格在 1980年提

出,而理论的发展则是其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

是20世纪 90年代以后,大卫�佩罗、肯恩�古尔德以

及亚当�温伯格为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一理论聚焦于制度和社会结构,强调我们都是系

统的一部分 � � � 不断地生产更多, 并创造消费者来

消费这些生产的东西。这一程序需要更多的能量和

资源, 从而导致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不断地被生产

出来[ 12] 51�60。可见, 生产的跑步机不同于那些将人

口等因素归结为环境问题的根源,而是从宏观的社

会结构和制度层面研究环境问题。同时, 这一理论

也强调诸如不平等、权力、冲突等作用于环境的社会

系统的重要性[ 13] 17。所以, 在学术界生产的跑步机

理论往往被认为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特定的

政治经济体系中, 资本、劳动力和政府事实上构成了

利益同盟关系,因为不仅企业在获利,政府在扩大再

生产中获得更多的 GDP 和税收, 通过生产和贸易的

扩展,工人也获得了新的收入和就业机会。所以,生

产的不断扩大有着内在的社会机制, 但这是以新一

轮的生态破坏为代价的。而企业获得利润后,或者

通过直接投资来扩大再生产,或者将利润用于技术

改进,进而扩大再生产。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系统内,

生产的步伐停留于跑步机上而无法停止, 对环境的

破坏也越来越严重。

生产的跑步机理论旨在说明为什么美国的环境

状况在�二战�之后退化得如此之快。施耐伯格及其

团队从两个方面勾画了威胁环境关系的一种新的生

产系统:一是现代工厂需要更多的原材料投入, 因而

对生态系统的索取更多,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损坏;

二是现代的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更多的化学物质, 导

致了严重的污染问题[ 9] 1�32, 这也反映了生产方式的

变迁。他认为,用于投资的资本的增加和变化的投

资分配在一起,导致了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急剧增加。

本质上,该理论中强调的最主要的变化是,西方经济

中积累的资本被用于研发和使用新技术代替劳动

力,进而增加利润。这些新技术需要更多的能源以

及化学物质代替早期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程序,因而,

它所导致的生态解组比以前更严重。而且,为进一

步增加利润,生产者需要增加并且保持生产水平,不

断扩大生产规模追逐新的利润, 这是因为劳动力成

本还能削减,而机器运转的成本是稳定不变的
[ 13] 7
。

生产的跑步机的运行逻辑见表 1。

表 1� 生产的跑步机的逻辑

1
经济组织通过其所有权用生态资源扩大生产和利润,财富

因而得以不断聚集。

2
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不再自谋职业,而是成为必须依赖于

从扩大的生产中获得工作和工资的雇员。

3

财富的所有者将越来越多的财富用于新技术研发,由此获

得了更多的利益,进而使得他们在与别的财富所有者的竞

争中获得了更多的主动权。

4
在� 国家发展�和� 社会安全�的口号下,政府的活动事实上

促进了财富的不断扩大。

5
为了维持既定的社会福利,上述这些程序必然会导致持续

的生态退化。

6

上述第五点在生态方面的明显表现是,当从生态系统中获

取更多市场价值的经济压力增加时,工业社会所导致的生

态解组的可能性会增加。

7

第六点的进一步延伸是,社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受到社会经

济解组的影响, 因为生态的� 资源基础�本身变得无组织
了。

� � 资料来源: Schnaiberg and Gould. treadmill predispositions and social

responses[C] / / KING, L & McCarthy, D. ( 2nd ed) ,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From Analysis to Act ion. Lanham: Rowman & Litt lefield Publishers, Inc. ,

2009: 51�60.

表 1说明, 生产的跑步机理论建立于两个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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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中。首先是技术能力的扩展。特别是在现代

工业社会, 技术能力的扩张会促进经济发展乃至膨

胀,进而导致生态恶化。其次是对经济增长的偏爱,

即使很多的决策制定者知道生态系统的解组将会因

此产生
[ 12] 51�60

。可见, 生产的跑步机形象地表现了

生产活动的不可停止性。犹如惯性一样, 利润和经

济利益的竞争, 促使商家的生产活动持续进行。对

于国家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正如贝尔所说,几乎

所有的国家都仍在持续地通过经济增长寻求政治出

路,对环境的关注往往为寻求经济增长的政治动力

所排斥,被边缘化[ 6] 53。此外, 国内和国际银行网络

的建立使生产和分配的循环速度变得更快, 通信和

交通的改进使偏远地区的市场交易成本降低, 并加

快了经济活动的步伐。由此, 全球的经济活动连为

一体,并共同加快了生产的跑步机的步伐。因而, 在

他们看来,经济发展和环境之间只能是 enduring con-

flict即�持续的冲突� [ 14]。所以,如果没有全球政治

经济体系的根本变革, 现代化只会加剧环境的持续

恶化[ 15]。换句话说,环境治理的根本出路在于对全

球政治经济体系进行根本变革。

与生产的跑步机相对应, 还有�消费的跑步机�,

即在炫耀性消费机制下, 一个人试图与其富裕邻居

保持同等生活方式和质量, 而它的富裕邻居则试图

与处于更高消费水平的邻居攀比,而这种比较是没

有止境的。由此导致的后果是尽管消费的物品越来

越多, 但内心的满足感并没有增加
[ 6] 35�47

, 环境问题

由此变得更加严峻。但是, 施耐伯格等人强调的是

生产而不是消费因素[ 13] 19- 27, 这是因为, 尽管消费

者是技术和产品的最终购买者, 而有关技术分配的

决策在生产领域。生产和生态系统的关系是直接

的,而消费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是间接的。同时,消费

欲望是社会建构起来的,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物质

消费欲望是由生产者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建构

起来的。

生产的跑步机是环境社会学中最主要的理论范

式之一,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巴特尔
[ 16]
认为, 不

论以哪种标准, 生产的跑步机在环境社会学的历史

上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美国环境社会学历

史上,有两个主要研究团队: 一是卡顿 � 邓拉普团

队,另一个就是生产的跑步机团队。但是,前者并没

有形成内在一致的理论观点, 而生产的跑步机理论

则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并且指导了北美的

环境社会学研究 (对国际环境社会学亦有重要影

响)。近年来, 虽然这一理论体系没有多少新的发

展,但它在环境社会学中的地位仍然是至高无上的。

3.双重转移论

双重转移论由弗罗伊登伯格与彼得�诺瓦克提

出,而对之进行系统阐述的是弗罗伊登伯格。在很

大程度上, 双重分化论是在与哈丁
[ 17]
所谓的�公地

的悲剧�对话,因为那种认为�牧民为了自己的私利,

在公共牧场盲目增加自己的羊群数量, 而这种所谓

的�个体理性� 最终导致了整体的悲剧�并不是全部

的事实,因为个体对环境的影响并不是均衡的、一致

的。这一理论聚焦于两个转移: 一是环境权力和资

源的转移,二是注意力的转移。关于这两种类型,他

通过以下两个术语予以阐释。

首先,特权获取与�比例失调�,即大多数的环境
破坏事实上并不是经济活动的整体水平反映,而是

由数量相对较少的经济活动者造成的, 他们有特权

获取环境权力和资源, 将之为少数人服务
[ 18]
。弗罗

伊登伯格认为,尽管环境哲学家认为地球上的资源

内具有内在的公共属性,但事实上,对自然资源包括

对大自然废物吸收能力的获取模式, 是极其不对称

的 � � � 少数受益人获得了利益, 而把成本留给了社

会。他认为, 到目前为止, 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

派,都忽视了他所称之的特权获取模式 � � � 这是一

种社会建构起来的和特别失调的模式, 无论是获取

好的(资源和权力)还是规避坏的(垃圾和责任)。他

从 3个角度对环境和资源获取之间的�比例失调�进

行了阐述。 �国家层面的不平等。数据显示,无论

是资源获取还是污染排放, 国家之间是不平等。比

如,就平均值而言,美国公民排放的二氧化碳几乎是

印度公民的 30倍,而美国和加拿大每个公民所扔的

垃圾是日本和西欧的 2倍。� 经济部门之间的不平
等。弗罗伊登伯格认为, 很多甚至大多数的环境危

害不是由个体消费者, 而是由有组织的生产者造成

的,而且产业之间的排污有显著差异。他在此还用

数据对�环境保护不利于经济发展,会危及就业率�
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所做的一项数量统计显示,

1993年,美国工业部门中, 将近 60%的有毒物质排

放来源于两大部门 � � � 化学和初级金属,而二者产

值之和还不到国民生产总值 ( GNP)的 5% , 由此计

算,环境破坏(污染排放量)和经济发展(国民生产总

值)之间的比例是 12�1,是高度失调的。此外,它们

也只解决了全国 1�4%的就业率。� 具体产业之间
的不平等。1993年,杜邦和自由港麦克墨伦铜金矿

公司排放的有毒物质, 大约占化学工业所排放有毒

物质的 1/ 3。在此, 他还对有毒物质排放不平等的

计量标准提出了新的见解。通过基尼系数这个反映

收入公平程度的指标, 按照工业部门有毒物质的排

放重量(以英镑计算) , 基尼系数是 0�755, 已经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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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不平等(相关测量发现, 基尼系数的最高值是种

族隔离时期的南非, 达到 0�72) ,而如果按照毒性计
算,基尼系数则达到了 0�865。他认为,按照毒性测量

出的基尼系数更客观
[ 18]
。诺瓦克等的研究对此提供

了佐证,相比使用传统农家肥的农民, 那些使用化肥

的人群对当地耕地侵蚀和磷含量的增加负有主要责

任,但是环境管理条例的设计是�平均的�,每个农民

都应该负责,而并不追究那些对环境破坏负有主要责

任的人群,由此也产生了�比例失调�问题[ 19]。

表 2� 环境破坏是否是发展经济所必需的

理所当然的假设 事实情况

假设 1� 2
污染在经济层面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重污染

行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污染与其经济贡献并不成比例关系。近 60%的有毒物质排放来源于化学和初级

金属行业,而二者产值之和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2% ,也只提供了 1�4%的就业
率。

假设 3

即使污染最重的产业在经济产出中所占比

例很小,其在经济方面也是至关重要的。因

为,如果没有相应的高污染和环境破坏,就

生产不出关键性的原料和产品, 比如, 农业
化肥的生产。

路易斯安那的 IMC-Agrico 公司生产的农业化肥对整体经济确实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通过相应的技术改造和系统配置,磷肥生产中的磷酸和其他废物排放量已

大大减少了,而并不是说污染量是必需的。

假设 4
管理的成本是如此繁重,以至于其监管会导
致企业歇业停产。

事实与之相反。比如,为保护北美斑点号鸟而采取的限制伐木措施, 不但没有限制
经济发展,反而带来了区域的经济繁荣。

假设 5
如果管理,这些企业会转移到环境管理不甚

严格的第三世界。

雷佩托的研究对此予以了证伪。首先,受到严格管制的企业, 通常并没有转移,

而是留在了美国。其次,即使受到严格环境管制的产业转移到了国外,通常也不

选择那些环境管制更低的欠发达国家。

假设 6

如果管理,这些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包括其他的产业部门) ,从而对整体经济产

生破坏性效应。

严格管制后,即使重污染产业成本增加了一倍,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也不过增加了

5个百分点。此外,如果考虑到管制后的健康和生态服务,这种成本就更少。

� � 资料来源: FREUDENBURG W R.Privileged access, privileged accounts: toward a socially structured theory of resources and discourses[ J] . Social Forces,

2005, 84( 1) : 89�114. FREUDENBURG W R.Environmental degradat ion, disproportinality, and the double diversion[ J] .Rural Sociology, 2006, 71( 1) : 3�32.

其次, �比例失调�之所以可能,一定程度上源于

对注意力的转移或分散, 它颇具讽刺性地建立在环

境破坏在经济层面对所有人是有益的这种理念基础

上,这种理念根深蒂固且很少被质疑,被认为是理所

当然的。他用特权账户这一术语进行了具体解释,

即那些未受质疑的假设或者观点(比如,环境破坏是

发展经济和增加就业所必需的)往往使上述这种优

先获取模式和不平等变得�自然化�与合法化了[ 18]。

他还引用了 Turk的观点,这种不平等之所以得以维

系,首先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而后运用政治和经济

力量, 最后是威胁和暴力手段[ 20]。而这样的命题或

观点包含 6组假设,弗罗伊登伯格用相关数据和经

验材料对之进行了逐一驳斥(表2)。

弗罗伊登伯格的研究表明,并不是在生产新材

料,主要的污染者是那些低价值商品的低效率的生

产者。由表 2不难发现, 所谓的 6组理所当然的假

设都围绕着�经济 � 环境�的二元关系, 其核心是, 污

染对于经济而言是必要的, 但这些假设都经不起事

实层面的检验。不过,应该看到, 在环境管制中, 重

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转移还是存在的,

这对某种程度上对其观点构成了一定的挑战。此

外,鉴于�一小部分的人消费了大多数的资源、制造

了更多的污染�, 他主张, 社会学家不应该仅仅分析

环境破坏的整体水平或者平均水平, 而要注重检验

其间的差别或曰�比例失调� [ 18] ,这具有重要的方法

论价值。

三、经验研究

1.全球环境变迁研究

当前, 随着气候变化等涉及全球环境问题的日

益突出, 环境社会学也开展了相应的研究。综观现

有的研究,环境社会学家主要聚焦于全球环境变迁

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开展理论争辩以及经验研究。

美国环境社会学家巴特尔对全球环境变迁进行

了较早的研究。巴特尔等在�从< 增长的极限> 到

< 全球变迁> �一文中对�增长的极限�和�全球变

迁�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它们是非常相似的,都是

新马尔萨斯主义的, 而且还建立在量化科学研究的

基础上, 也都为环境运动这一思想意识的形成提供

了科学概念。然而, �全球变迁�在政治层面受到的

欢迎情况,显著不同于 20世纪 70年的早期�增长的
极限�这种世界观遭受敌对的情形。那么,全球环境

变迁为何会如此流行? 他们认为, 作为时下最令人

瞩目的环境口号, 全球环境变迁的流行是多种社会

因素作用的结果。比如, 由于大多数的西方环保团

体都接受这一概念,反过来使得这一概念大众化,进

入日常生活的话语体系。再比如, 全球变暖也意味

着很多的商业机会。�增长的极限�由于不认可商家
环境改革的策略, 最终也削弱了商家对他们的支持。

而在�全球变暖�这一议题中,他们能得到了公司和

商家的支持, 因为, 化学和能源公司现已进入新阶

段,比如,氯氟烃 ( CFCs)的替代、燃油税的引进等。

事实上,他们关心的是全球环境变迁是如何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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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成为�科学事实�的[ 21]
, 而这即是建构主义的

理论视角。正如其后续研究指出的,科学在形塑什

么可以称之为环境问题方面扮演着核心的角色[ 22]。

环境社会学应该对环境知识的社会建构给予更多的

关注, 环境社会学也需要藉以重新思考自己的理

论[ 23]。虽然是建构主义的视角研究, 但这并不意味

着他们不认可全球环境变化这一事实。正如他们声

称的,这并不是对全球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 而是力

图对人们确信全球环境变化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因

素进行研究[ 21]。

面对环境问题已经从一个地区性问题演变成全

球性问题这一事实,邓拉普和卡顿从学科发展的角

度认为,环境社会学应紧密围绕全球环境变迁这一

新现象展开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日益认识到全

球环境变迁的现实对�人类豁免主义范式�提出了一
个根本的挑战, 从而提供了对加强环境问题社会学

研究的机会。理解全球环境变迁的原因和结果, 需

要审视社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个环境社会学

的基本问题。不幸的是, 早期的社会学文献由于赞

同全球环境变迁的�社会建构�视角的分析, 从而严

重忽视了这种相互作用。全球环境变迁还意味着一

系列复杂的但可以研究的� 环境 � � � 社会�过程, 比

如社会过程是如何影响全球环境的? 全球环境又是

如何反作用与人类社会的[ 2] ? 邓拉普指出, 社会学

家应该对气候变化中的人为因素予以更多的关注和

研究。尽管气候变化的影响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但

社会学家在检验和分析气候变化的现有的和可能的

影响方面具有优势,其中最大的贡献在于强调气候

变化影响具有不平等分布这样的系统格局
[ 24]
。

整体来看, 美国环境社会学家关于全球环境变

迁的研究停留于宏大论述中, 也尚未成为�显学�(相

比较而言, 欧洲社会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更为系

统) , 在环境社会学学科研究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但

随着近年来,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不断加深, 进一步

进入到政治日程,这一问题可能会成为环境社会学

的研究主流。

2. 海洋开发研究

美国环境社会学家所研究的海洋开发问题主要

是近海开发,涉及近海石油开发和近海天然气开发

两个方面。近海开发可追溯到 1897年, 而大规模的

近海开发发生于 20世纪 40 年代中期, 主要开发地

点位于北墨西哥湾。近海开发能提供大量的就业岗

位,并促进新型城市的兴起[ 25]。环境社会学家弗罗

伊登伯格和格拉姆林围绕近海开发中的环境与社会

问题进行了研究, 并提供了很多发人深省的研究

结论。

弗罗伊登伯格和格拉姆林以近海石油开发为

例,说明在一个地区受到广泛欢迎的发展项目, 在另

一个地区未必会受到同样的欢迎, 甚至会遭到当地

社区居民的强烈反对。同时,即使是那些偏僻的、欠

发达的社区, 也会积极反对那些被相关专家认为是

低风险的工业发展项目。他们选择了两个案例, 进

行对比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 墨西哥湾特别是路

易斯安那的近海石油和天然气开发一直在快速发

展。美国联邦矿产管理局 1988年的估计数据显示,

近海工业发展创造了 19万份工作, 年工资总额达到

50亿美元。如果按照传统的社区研究结论推测,这

样的发展项目一定会得到积极的支持。然而,与此

恰恰相反,北加州并没有这样的海洋开发项目, 就连

石油开采提案也遭到了社区居民的强烈反对(数以

千计的人袭击了听证会)。他们认为,这种差别的存

在不仅是因为物理和技术变量有区别, 更重要的是

社会和历史因素发生了变化。其中, 环境意识的提

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因素。路易斯安那的近海石油

开采始于 20世纪 30年代早期,而北加州的石油开

采议案的提出时间是 20世纪 90年代。在这 60年

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变化,其中的一个关键

性的变化是环境意识的变化。在 20世纪三四十年

代,人们对技术的信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也

就是说,对于那时候的石油开采, 人们并没有什么环

境意识和环境隐忧。而在 20世纪 90年代,按照邓拉

普的观点,美国的环境关心水平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

高值,甚至比 1969年发生的圣巴巴巴拉石油泄漏事

件时期的环境意识还要高。而这又和居民的受教育

水平以及社区的人口分布和社会网络等其他社会变

量一起,促使社区居民反对开发项目的建设[ 26]。

过度的海洋石油开发会导致海域污染和生态破

坏问题。格拉姆林和弗罗伊登伯格以埃克森 � 瓦尔

迪兹号漏油事件为例, 说明了石油泄漏事实上与石

油开发中的政治体系紧密相关。1989年 3月 24日,

因为船长饮酒和指挥失误等原因, 超级油轮埃克森

� 瓦尔迪兹号偏离指定航道,在通过阿拉斯加州的

威廉王子峡湾时, 与水下礁石相撞, 致使 1 100万加

仑的原油流入峡湾, 污染了阿拉斯加沿岸线

1 000英里的海域。而他们的研究认为, 埃克森 � 瓦

尔迪兹号石油泄漏事件并不是偶然的, 石油泄漏事

件的发生的根源, 并是船员和埃克森石油公司的管

理体系问题, 而是政府体制和政治经济体系所致。

美国经济过于依赖石油开发,很多重要的政府机构

过于依赖从石油开采中获得的收益。为此,联邦政

府为石油开采提供了各方面的条件, 并扫除反对石

油开发的诸多障碍(包括取消某些区域的石油开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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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禁令)。政府拥有矿产资源所有权导致了这样的情

形,即政府机构的利益冲动和私人企业在推动石油开

采方面的利益冲动并没有太大区别。此外,军事利益

推动了美国鼓励大力开发国内石油而不是国际石油,

进而增进了石油开发的吸引力与动力。如果没有这

样的政治经济因素,这样的石油泄漏事件可能就不会

发生[ 27]。简言之, 石油泄漏事件的背后是石油开发

的政治经济因素在作祟,这种研究提供了从更加宏观

的层面解读具体环境问题的分析框架。

3. 核风险研究

核能一度被视为安全、清洁的新能源而备受各

国政府青睐,但核电发展中如果管理不善或者遭遇

其他突发事件, 则会造成核反应堆爆炸、放射性物质

泄漏等问题,严重破坏周边生态系统,并直接威胁到

公众的健康乃至生命。比如,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

故所造成的生态灾难与社会影响至今尚未根除。而

2011年, 日本 9�0 级地震所引发的核泄漏事故的影
响可能并不亚于此,这也引发了政界和学界在切尔

诺贝利核事故 25周年这样的特殊时刻对核问题的

深入反思。事实上,核风险不仅表现在核泄漏与核

辐射, 还包括核废料的处理。美国所面临的最困难

的环境政策挑战就是要找到处理有毒有害物质的方

法,其中就包括核废料的处理[ 28] ,这也是全球所有

核电国家都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29]。美国社

会学家的研究表明,这一领域值得并且需要社会学

家的深入研究。综合而言, 他们研究的主要是公众

对核风险的认知与态度(支持还是反对核电与核废

料处理厂的项目建设)、不同社会群体的态度差异以

及核电发展中的政策路线问题。

首先,不同利益相关者在核设施建设方面的态

度差异明显。面对核废料处理项目的建设, 支持者

认为这将有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并可能提供其他

的机会,比如就业等,而反对者聚焦于各种各样的危

险,其中包括废物处理的潜在风险[ 28]。而且, 在核

能发展的早期, 尽管政府实施了相对松散的管理措

施,但核能的支持者仍然认为联邦政府的管理措施

苛刻了,而反对者认为联邦政府监管者对企业成本

过于关注, 对公众健康和安全的关注不足[ 29]。整体

上看,支持核电发展的人数占据多数, 但是, 核事故

的爆发则会引起公众态度的明显变化。比如, 1979

年3月的三英里岛核事故尽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还是让公众对发展核能的支持大幅下降[ 30]。三

英里岛核事故之前,核能曾经受到绝大多数美国公

民的支持,但核事故之后, 即使是在区域范围内, 也

很难再找到对核项目建设的支持。在三英里岛核事

故发生之前,全国调查的一般问题是�您支持还是反

对建设更多的核电站�。结果显示,支持和反对的比

例是 2�1。在该事件发生后的两年里, 同样的问题

被提出后,反对者的数量一直处于上升的状态。到

1981年底, 反对和支持的比例转变为 5�3。在对全
国人口的抽样调查中, 当被问到关于在其家庭或者

社区附近建立核电站时, 调查显示三英里岛核事故

发生前,反对者居多数; 自从该事件发生后,反对者

的呼声更加强烈
[ 31]
。

其次, 核能发展中社区居民的环境认知水平研

究。性别、地理区位等因素会影响居民的环境认知

水平。在性别方面,男性更加关注其中的经济因素,

而女性特别是母亲更加关注健康和安全问题
[ 32]
。

同时,相比较男性,女性更加关注有毒有害垃圾管理

中的风险问题[ 33]。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性别角色

的变化,女性加入到劳动力大军,成为家庭经济供给

者。那么,此时有关核问题的态度是否依然存在相

应的差别? 内布拉斯加州的尼马哈县的案例提供了

有益的启示。该县是一个农业县, 其东部已经有一

个核电厂即库珀核电站, 能提供 500个左右的就业

岗位,并能提供相当不错的工资。该县准备在西部

建设一个核废料厂,主要处理放射性废弃物,只能为

当地提供20份工作, 但这样的工作机会对于作为农

业县的尼马哈县来说依然是难得的。因此,拟建的

核废料厂被认为会受到当地居民的普遍支持。数据

分析表明:整体上看,在环境关心方面, 受雇佣的母

亲与调查样本中的其他群体并没有显著差别。但整

体情况并不意味着其内部的差别不大: 那些靠近库

珀核电站的家庭更加关注经济因素, 超过 90%的受

雇佣的母亲对其间的风险并不怎么关心; 而在距离

具有潜在风险的拟建设核废料处理厂附近, 将近

90%的受雇佣母亲的环境关心水平很高。这种差别

与地理区位有关系,因为拟建核废料厂远离前者,而

近靠后者
[ 32]
。由此可见,核电厂和核废料场的选址

与社区居民的空间分布有很大关系, 即社区居民反

对在本社区内选址, 但对在其他社区的选址不甚关

心。尽管绝大多数美国公民强烈反对在其家园建设

核能设施, 但是, 只要这些设施能够在其他社区建

设,他们的反对意见就可以被忽略不计。而且, 即使

是在三英里岛核事故之后, 尽管公众反核浪潮很高,

但若将核能设施建设限制在小范围内, 其接受度会

更高[ 31]。此外,邓拉普、卡夫和罗莎主编的�公众对

核废料的态度�对公众对核废料关心的社会背景、公

众对核废料选址的反应以及公众对内华达州在亚喀

山建设核废料处理厂的态度等 3项议题的研究
[ 34]

,

也支持了这样的研究结论。

再次,核电发展中的政策路线研究。如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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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核物质确实会严重威胁居民的健康乃至生命,

但问题还远不止此。辐射的危害具有非经验性, 即

辐射并不能被看到、闻到, 也不能为其他感官所探

知,而且核辐射的危害往往并不能被明确地控制

住[ 35]。因此,这是一种新型的风险, 具有很大的不

可知性和不可控性。政府能否清除公众的疑虑往往

是新的核电项目能否建设的基础。弗罗伊登伯格的

研究发现
[ 35]

,在核电选址方面, 政府和专家的路线

往往是自上而下的,仅仅从技术维度考虑核电站选

址的可行性,而并没有考量公众的意见。而正是这

种自上而下的单纯的技术路线, 导致了居民对核电

建设的强烈反对。试图在纽约州建立低放射性核废

物处理库为案例表明, 纽约选址委员会在选址方面

存在以下问题: �明确的自上而下的路径,并且是单

一的或曰技术优先路线, 而这样不够科学的选址程

序不可能得到受影响居民的支持。 �对选址所造成

的社会经济影响考虑甚少。� 在选址中, 政府和受

影响居民的互动不够,公众的意见被漠视。即,当公

众对官员所声称的拟选址场地的安全性持怀疑态度

时,政府也并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克兰尼希和阿

尔布雷克特的经验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发

现,美国政府在核废料选址方面的努力并不总是成

功的,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众的强烈反对。在内华

达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拟建核废料处理厂区域的调

查表明,调查对象有关健康和安全风险的感知、对管

理机构的信任、预期的地方经济发展以及对环境污

染的关心情况是影响他们对拟建核项目的态度的关

键变量。此外, 即使是在那些因追求经济发展而强

烈支持核项目建设的区域, 如果社区居民对核物质

非常担忧、对核废料管理机构不信任,也都会不可避

免地导致社区居民对项目的强烈反对[ 28]。简言之,

核能发展和核电厂选址之所以遭到公众的抵制, 与

政府的政策路线有很大关系。他们认为, 在核废料

项目建设中,政策制定者如果只是遵循技术可行性

路线,那么很可能会遭到社区居民的反对, 因此, 公

众应该参与到核电选址的政策制定中。

福岛核电事故再次引发了全球对核电安全的担

忧,世界各国都在重新审视核电安全及其标准,我国

政府也已经暂停批准核电项目。因篇幅所限, 笔者

对此不做评述, 但我们从美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中

可得到的启示是,核电的建设与场地选址,不仅仅是

技术因素的考量,而且要有充分的社会影响评价和

环境影响评价, 对核电风险要有充分的认知和预防

措施,必须要充分考虑到民众的意愿,同时要有充分

的公众参与。近年来,北京、广州等地社区居民对在

本社区内建设垃圾发电厂的反对声音很高, 原因之

一就是忽视了公众参与。所以, 在项目建设中, 不能

仅仅是技术路线和�自上而下�的政策路线,还必须

要考虑到公众意见。

四、研究结论

学科发展具有一定的社会性, 它和一个国家的

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很大的相关性。作为先发的资本

主义国家,美国的环境问题爆发的比我国要早, 环境

问题的呈现唤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在一定程度上推

动了学术发展。需要说明的是, 美国环境社会学研

究还包括环境运动、环境意识、环境抗争等领域。因

篇幅所限,本文所梳理的是具有代表性和特色的研

究成果, 特别是中国环境社会学能与之对话的领域

(气候变化、海洋开发等)。其他相关研究将在后续

研究中展开。

美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无疑对我国环境社

会学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但需要明确

的是,我们需要通过对本土环境问题的深入调查与

研究,并要加强理论修养,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

成果。就经验研究而言, 美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成

果对指导、深化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参照价值。以

海洋开发为例,虽然我国的海洋开发历史相比美国

较短,但也已进入国家政治议程,并成为国家政治经

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2011 年, 国务院以国

函[ 2011] 1号文件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

规划�, 这是�十二五�开局之年第一个获批的国家发
展战略, 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

发展战略。此外, 江苏、浙江等沿海省份的海洋开发

也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要

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而在海洋开发中,有

很多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亟待引起高度重视。美

国环境社会学家的研究为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提供

了可资比较的经验。此外,美国环境社会学界对气候

变化和核风险的研究也具有前瞻性,气候变化近年来

已经是全球的重大热点问题,而福岛核事故的爆发则

引发了全球对核电事业和核风险的高度关注。在此

背景下,我国环境社会学家需要增强�问题意识�和
�理论修养�,对相应问题展开深入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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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rst analyzes the theory of subjectivity of the West and

dialect ically shows the impact of the idea of subjectivity

on China. Then it points out that it is important for China

to absorb posit ive ideas and to resist negative ideas

pertaining to the idea of subject ivity. Although some

young people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the idea of subjectivity of the West, it is incorrect to

crit icize them too much. Instead, it is important to

correctly and scientif ically instruct them with the positive

ideas of Marxism.

Key words: the West; the idea of subjectivity; impact

Research into Triple Paradigms of Consumption

Ethics/ Zhang Zhidan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46, China)

Abstract: The dilemma in consumption ethics research

lies in its � paradigm crisis �. Hence, to achieve

innovation and breakthrough in consumption ethics

research,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high consciousness in

research paradigm. It is also compulsory to keep certain

tension and organic integration among ideal paradigm,

problem paradigm and pract ice paradigm. Only in this

way is it possible to clarify the moral nature of

consumption and get rid of consumption myth. Thus, the

probable solution to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sumption ethics mode can be found.

Key words: consumption ethics; ideal paradigm;

problem paradigm; practice paradigm

Politics and Liberty:Review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ocqueville/ Yang Zezhang ( School of Managemen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ediscovery related with Tocqueville,

the study of Tocqueville has turned into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recent years. The paper focuses on four

topics such as the equality and freedom, justice and the

greatness, the restriction power of society and new

political science, making a brief review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ocqueville. It then

proposes the basic idea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n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ocqueville.

Key words: politics; liberty; Tocqueville; political

philosophy; review

On Negative Case of Net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Li Xiaoben, et al (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6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networ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network media and the

problems concerned and proposes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t maintains that the construct ion of

network morality depends on strengthening sel-f discipline.

By means of establishing general idea on network ethics,

regarding law as restraining method and sett ing a good

example of network for instruction, it is possible to make

network develop in a healthy way under the guidance of

ethics.

Key words: negative case of network; network ethics;

moral anomic

The Latest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of USA/ Chen Tao( School of Law and Polit ical

Scienc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circles in China have

two problems on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of

USA. On the one hand, the similarity is very high with

similar statem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cern about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and the pioneer issues is

deficient .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recent research,

especially on the research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 ics.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it centers on ecology

modernization, treadmill of production and double

diversion. In empirical research, it concentrates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ocean exploration and nuclear risk.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the USA

is full of foresight ,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in China.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ese researchers to have consciousness on

the problems concerned and highlight theoret ical

preparation. Also, it is compulsory for them to do

researc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readmill of productio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double diversion; climate change; ocean

exploration; nuclear risk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ommunity

Theory in China/Wang Shuming, et al ( School of Law

and Polit ical Scienc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90s,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ecological community from Europe and America to China,

there� s an upsurge of study concerned. Based on ten-year

exploration, certain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on the

study of ecological community in China, which are

maintained as follows: firstly, the content of ecological

community; secondly, the cases of constructing ecological

community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irdly, the

establishment of index system of ecological community;

last ly, the approach to constructing the ecological

community in China.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se aspects

in order to provide an outline for the study of ecological

community in China.

Key words: ecological community; index system;

Summary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