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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后 期

，
美 国 环境社会 学 的 创 始人

莱利 ？ 邓 拉普 （
Ｒ ｉ ｌｅｙ

Ｄｕｎｌａｐ ） 提 出 了 社会 学 从
“

人 类 豁 免 主

义 范 式
”

到
“

新 生 态 范 式
”

的 转 变
，
展 望 了 环境社会 学 的 研

究 前景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

日 本环境社会 学 的 创 始人饭 岛 伸

子 （
Ｎｏｂｕｋｏ ｌ ｉ

ｊ
ｉｍａ

） 将环境社会 学定义 为
“

研 究人 类 社会 与 物

理 、 生 物和化 学环境之 间 关 系 的 社会 学领 域
”

。 伴 随 着环境 问

题在世界范 围 内 日 益 严 重
，
环境社会 学 的 这 些 早 期 定 义 已 被

普遍认 可 。 环境社会 学 已 成 为 众 多 社会 学 分 支 中 的
“

常 态 科

学
”

之 一
，
囊 括 了 气 候 变 化 、 能 源 转 型 、 自 然 保 护 、 污 染 、

粮食和农业 等 在 肉 的 各种 子 问 题
，
以 及 多 种研 究 方 法 和 分析

概念 。 环境社会 学 的 经 典定 义 关 注
“

人 类 社会 与 生 物 、 物 理

环境之 间 的 关 系
”

。 但这 一研 究 并 不 充分
，
因 为 近年 来

，
人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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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与 环境 间 的 互 动 不 断加 深 。 笔 者 尝 试提 出
一 个研 究 框 架

，

对环境社会 学 的 三 个 主 要研 究 领 域 的 关 系 进行分 类 ： （
１

）
生

活和 生 计社会 系 统
； （

２
） 地球物 理和 化 学 环境 系 统

； （
３

）
生

物 自 然环境 系 统 。 此外
，
还有技术和工 业社会 系 统

，
其从 生 活

和 生 计社会 系 统衍 生 出 来
，
并对上述 三个 系 统产 生 影 响 。 通过

比较技术和 工 业 社会 系 统 对地球物 理和 化 学 环境 系 统 、 生 物

自 然环境 系 统 的 影 响
，
笔者试 图 说 明 环境 正义 的 重 要 性 。

关键词 ： 环境社会 学 环境 正义 技术和工 业社会 系 统

生 活和 生 计社会 系 统 ＬＧＢＴ 模 型

—

弓 丨言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诸如莱利 ？ 邓拉普和饭岛伸子等环境社会学创始

人开始 了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 。 该学科建立半个世纪以来
，
仍在蓬

勃发展
，
有关环境问题和主题的研究成果可谓卷帙浩繁 。 这表明环境问

题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
但似乎也带来 了各种环境问题是如何相互关联

的新问题。

邓拉普提出 了一种新 的社会学视角
，
该视角基于

“

新生态范式
”

（
ＮＥＰ

） ，
而不是 占主导地位的

“

人类豁免主义范式
”

（
ＨＥＰ

） 。

？
自 工业

革命开始以来
，
流行 的假设是 ＨＥＰ

，
主张人类社会可 以通过充分利用

最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克服生态限制 。 相反
，
根据 ＮＥＰ

，
尽管技术不断

创新
，
人类社会仍然基本上依赖于环境

，
只能在地球承载能力 的范围 内

生存 。 今天
，
随着气候危机等环境问题变得 日 益严重

，
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相 比
，
可能更多的社会学家倾 向于接受 ＮＥＰ 甚于 ＨＥＰ

，
无论他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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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题是什么 。 由 于更多社会学家倾向于接受 ＮＥＰ
，
我们必须再次反

思什么是环境社会学 。 换句话说
，
当几乎所有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承

认我们 的社会必须在地球 的生态制约下生存时
，
大多数社会学研究至

少在某种程度上接受 了新生态范式 。 因此
，
就很难在环境社会学和传统

社会学之间划清界限 。

除了卡顿和邓拉普强调从 ＨＥＰ 到 ＮＥＰ 的范式转换
，

？ 巴特尔也是

环境社会学最早 的倡导者之一
，
他强调 了 另一套关于社会阶级和分层

的传统社会学范式框架的重要性 。

？ 汉弗莱和 巴特尔认为
，
作为一种社

会学范式
，

ＮＥＰ 本身是不够的
，
因 为它不包括任何关于阶级和权力等

社会结构的假设 。

？ 他们认为
，

ＨＥＰ 或 ＮＥＰ 应该辅之以马克思 、 韦伯和

涂尔干等关于权力关系 的传统冲突范式观点 。 在环境危机时代
，
阶级冲

突模型和功能主义社会分层模型之间的传统范式差异再次被
“

问题化
”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前后
，
阶级冲突和贫 困 问题似乎 已经被解决

，
不再

是资本主义政权 的致命威胁
，
当时我们可 以期待无限 的经济增长和繁

荣 。 然而
，
当

“

增长的极限
” ？ 在石油危机和环境污染加剧后变为现实

时
，
社会平等和阶级冲突可能再次成为问题。 巴特尔认为

，
环境极限威

胁着 ２０ 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合法化的基本机制 。 换句话说
，

巴特尔

预言
，
不断恶化的环境负担分配比例失调问题 日 益严重

，
环境不公或将

导致不断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灭亡 。

饭岛伸子同样将环境社会学定义为
“

社会学 的一个分支学科
，
其

中 自然 （ 物理 、 生物和化学 ）
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 的相互作用是 以经

验和／或理论为基础进行研究 的
，
并侧重于其社会方面

”

。

？ 在 ２０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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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年代
“

环境十年
”

的早期
，

“

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之间 的相互作用
”

相对简单 。
工业污染 、 汽车尾气污染 、 资源开发等人类活动破坏 了环

境
，
环境恶化破坏了人类的生存条件 。 社会学的研究问题涉及环境污染

发生机制或环境监管措施 。 饭岛伸子对工业污染受害者的社会学研究
，

不仅关注健康损害或经济损失
，
还关注社会排斥

，
如对受害者的偏见和

歧视 。 她还关注 了 导致和加剧污染 的政治结构 。 她将该分析框架称为

“

加害和受害结构
”

，
该框架描述 了污染企业 、 政治支持 团体 、 受影 响

人群之间 的 因果关系 。

？

即使饭岛伸子将环境社会学定义为
“

人类社会与 自 然环境之间 的

相互作用
”

，
在社会学术语 中

，
自然本身也不被认为是行为主体 。 将社

会与环境之间 的相互作用作为分析对象的说法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之

间进行了谈判 。 相反
，
冲突总是发生在受益于环境开发的社会行动者和

受害于环境开发 的社会行动者之间 。 饭岛 伸子合理地将两个典型 的社

会团体分类
，
即污染的

“

受害者
”

和
“

加害者
”

。 像水俣镇渔村居民这

样的污染受害者往往不仅受到健康问题和经济困难的影响
，
而且受到

当地社区偏见和精神压力 的影 响 。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的 日 本工业化时

代
，
大多数地方政客和政府官僚支持污染工业

，
地方执政党总体上被认

为是
“

加害结构
”

。 因此
，
环境问题的实际冲突通常表现为反污染运动

和亲工业政党之间 的冲突 。

当然
，
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值得充分认可 。 然而大致看来

，
环境社会

学的早期定义
，
即

“

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 的互动
”

有其历史局 限性
，

这一局限性受制于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快速发展的工业社会背景， 相

较于半个世纪前首个
“

地球 日
”

举行时面临 的环境问题
，
我们在 ２ １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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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的说法 的争论
，
陈 阿江教授有

具体深入 的 阐述 。 参见陈阿江 《环境社会学体系之构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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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２〇２２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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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２０ 年代所观察到 的环境问题发生 了一些显著的结构性变化 。 毋庸置

疑
，
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显著增强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严重的工业污染 、

环境退化和空气污染只发生在少数先进 的工业化 国家
，
而今天环境退

化几乎在地球上 的任何地方都会发生 。 地球不仅作为一个整体受 到

威胁
，
地球上几乎每个角落都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

，
而且生态系统

，
包

括作为 内部生态系统 的人类有机体
，
也受到 了持久性化学污染物质 的

破坏 。

如果更仔细地审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和 ７０ 年代早期 的环境问题
，
我

们会发现
，
这些问题大致从破坏生态系统微妙平衡的污染 （ 如

“

寂静

的春天
”

问题 ） 转变为宏观资源稀缺 （ 如
“

增长 的极限
”

问题 ） 。 换

句话说
，
早期 的问题主要涉及污染物或合成化学物质的负 向影响

，
这些

污染物或合成化学物质影 响 了 自 然生态系统或生物体的正常功能
，
而

后者则涉及大规模能源消耗或全球变暖等全球环境承载能力 的 问题。

前者可 以被描述为
“

生物 自 然环境
”

破坏和 由 之引 起的健康问题
，
而

后者可 以被描述为
“

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
”

承载能力过载 。 大多数人

都承认
，
这两个问题在今天几乎同等重要 。 然而

，
气候变化等地球物理

和化学环境威胁似乎 比转基 因 生物 （
ＧＭＯ ｓ

） 和 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

（
ＥＤＣ ｓ

） 等生物 自然环境威胁更为 明显 。

本文的 目标有三个 。 第
一个 目标是绘制一张分析图

，
描述人类社会

系统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 第二个 目标是使用如 图 ３ 中 的三维
，
分析和重

新解释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 、 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 、 生物 自然环境

系统之间 的关系 。 我想强调的是
，
这种关系不仅是人与外部环境之间 的

关系
，
也是两种不同社会系统之间 的冲突关系 ： 生活在 良好的生态系统

的传统社区或社会和后来衍生 的技术和工业社会 。 受工业污染影 响 的

社区
，
或饭岛伸子的

“

受害者
”

和
“

加害者
”

关系模型
，
是冲突 的典

型例子 。 受影响的社区不仅包括 田 园诗般的农村社区
，
还包括现代城市

居住社区
，
在那里

，
人们依靠健康的环境养育后代 。 第三个 目标是

，
重

新解释与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问题 （ 如全球变暖问题 ） 相 比 ，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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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和后续健康问题的受破坏程度较低 ， 或者我们 的身体作为微

生恣系统的受破坏程度较低 。

图 １ 和 图 ２ 来 自邓拉普和乔根森的著作 。 在图 １
、 图 ２ 中

，
邓拉普

和乔根森试图说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和当前生态權鳥严重程度 的 比较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 ３种柑互竞争 的生态功能 ： 供应站 、 居住地 、 废物库之

间 即使已经存在冲矣 ，
但它们并未超过当时全球整体承载能力 的极限 ｅ

然而
，
在 ２ １ 世纪 的今天 ，

人类对供应站和废物库的需求已簦远远超过

了全球的承载能力 。 邓拉普和乔根森认为 ， 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了气候变

化等负面环境影响 ，
而且造成了北方和南方 （ 发迖国家和发展中Ｂ家 ）

图 １ 环境的竞争功能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

織输＿ 区鑛署全球＿能力 。

资料来源 ：
Ｒｉ ｌｅ

ｙ
Ｅ ． Ｄｕｎ ｌａ

ｐ
ａｎｄＡｎｄ ｒｅｗＫ ．  Ｊ ｏｒｇ

ｅｎｓｏｎ
，

“

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 

”

 ｉｎＲｉ ｔ
－

ｚｅｒ
，Ｇ ．

 （ 

ｅｄ ．

 ）  ，ＴｈｅＷｉ ｌｅｙ 
Ｂ ｌａｃｋｗｅ ｌ ｌ Ｅｎｃｙｃ ｌｏｐ

ｅｄｉａ ｏｆ 

Ｇｌｏｂａ ｌ ｉｚａ ｔ ｉｏｎ
，Ｂ ｌａｃｋｗｅ ｌ ｌ

，２０ 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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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环境的竞争功能
（
当前情况

）

说明 ： 最大圏外的区域象征人类社会生态超 出全球承载能力 。

资料来源 ：
Ｒｉ ｌｅ

ｙ
Ｅ ． Ｄｕｎ ｌａ

ｐ
ａｎｄＡｎｄｒｅｗＫ ． Ｊ ｏｒｇ

ｅｎｓｏｎ
，

‘ ‘

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 ｌ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
， ｉｎＲ ｉ ｔ

－

ｚｅｒ
，Ｇ ．

 （ 

ｅｄ ．

 ）  ，ＴｈｅＷｉ ｌｅｙ 
Ｂ ｌａｃｋｗｅ ｌ ｌ Ｅｎｃｙｃ ｌｏｐ

ｅｄ ｉａｏｆ 

Ｇｌｏｂａ ｌ ｉｚａ ｔ ｉｏｎ
，Ｂ ｌａｃｋｗｅ ｌ ｌ

，２０ １ ２ ．

之间或多数族裔和少数族裔之间环境负担的分配不均 。 例如
，
针对本国

危险废弃物倾倒场建设用地的稀缺 问题 ， 发达 国家将 目 标对准了发展

中 在童些地方建立 ？
：自 己的废物库 。

邓拉普和乔根森考虑到 了当地和全？？承载能力 的 限制 ，
描述 了 当

今人类社会生态过载 的一些关键方面 。 但是
ｔ

需要添加一些修改 ＾ 首

先Ｊ也们提出 的三种生态功能 供应站 、 居住地 、 废物库 ， 濞人类生

计的主要功能 Ｈ 例如 ，
即使不断扩大的人类生存空间威胁到承载能力极

限内野生物种 的生存空间 ， 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 ，
这些现象也可能不会

在本模型 中得到认真考虑 。 如果将转基因技术应用于农业 ，
基因突变的

新物种可能会溢出到正常坏境 中 ，
破坏 自然动植物种群。 要评估诸如现

代农业 中转基因生物使用暈的增加对人类的影响 ， 就必须考虑维持生

物生态系统平衡的质性方面
，
而不是幾量方面^

其次 ，
它假设了一个人类社会开发利用生态系统的単一模型 。 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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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这样的
“

新世界
”

，
除了被驱逐的原住民

，
现代工业社会从一开始

就利用和开发生态系统 。 与此 同时
，
在

“

旧世界
”

的大部分地区
，
自

给 自 足的 乡 土社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一直普遍依赖于当地的生态系统
，

直到工业化发生 。 即使是在今天
，
大多数

“

旧世界
”

社会都有广 阔 的

乡 土社区
，
基本依赖于生态可持续农业和林业 。 尽管 自 给 自 足生产在西

欧和东北亚等工业化
“

旧世界
”

的 ＧＤＰ 中 只 占有限的 比例
，
但它仍在

实践
，
并将与工业化和资本化农业分开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邓拉普和乔

根森的
“

掠夺型 的工业社会
”

的单一模型是非常独特的
，
应该提出维

持生存和工业化社会系统的双层模型 。

图 ３ 代表了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三维模型
，
以分析当今环境

问题的新特征 。

我们应当考虑
，
在化石燃料催化现代技术发展之前

，
人类社会是如

何生存或适应周 围多样生态系统的 。 在此
，
我们的 目 的不是讨论人类社

会适应特定生态系统 的各种模式
，
也并非详细讨论他们如何发展农业

和运用其他办法来生产食物 、 建造居所以求得生存 。 然而
，
必须指出 的

是
，
除非人类社会继续与周 围的生态系统共存

，
否则任何人类社会都无

法继续生存 。

“

文化
”

（
ｃｕ ｌｔｕｒｅ

）
—词起源于

“

ｃｕ ｌ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

”

，
意指耕种农

作物和饲养动物
，
因此每个存续下来 的社会都有 自 己 的方式来适应 自

然环境
，
以免对其造成严重破坏并维持生存 。 在特定的生态条件下

，
无

论是社会系统还是当地人
，
都发展出 了 自 己 的健康生活方式

，
比如饮食

习惯和房屋建设风格 。 换句话说
，
他们所依赖 的生态系统 的具体特征

深深地渗透到 了其生计技艺 、 文化
，
甚至居 民的身体和基因特征中 。 正

如东亚传统 （ 有机 ） 农民常说的
“

身体和土壤是不可分割 的 （ 身土不

二
）

”

，
当地生态系统 、 粮食和农业传统以及人类有机体 （ 或 内部生态

系统 ） 的具体特征已经相互融合。

因此
，
人类社会和社区

，
尤其是工业化前的社会和社区

，
不太可能

故意超过它们所依赖 的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 。 由 于至少在工业革命之

前
，
每个现存的人类社会都必须以可持续的方式与环境共存

，
我们更应



环境社会学研究之三维
：
环境正义再诠 释 ９

技术和工ｉｋ社会系统

（ ＾ｆ其他三个系统造成影响 ）

说明 ：

“

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
”

影响造成的环境问题如下 ：

（ Ａ ） 环境污染 、 资源枯竭 、 有毒废物 ；

（ Ｂ ） 生物多样性丧失 、 转基因生物 、 森林被砍伐 、 物种灭绝 ；

（ Ｃ ） 荒漠化 、 农药应用 ；

（ Ｄ ） 气候危机、 污染受害者 、 环境正义 。

四个系统的首字母缩写构成了ＬＧＢＴ模型 。

图 ３ 人类社会与环境的相互关 系
（
ＬＧＢＴ 模型

）

该假设社会的双层结构 。 如 图 ３ 所示
，
在底层

，
笔者假设基本的可持续

“

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
”

，
它确保了人类生活和生计的根本基础 。

这些基本的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与周 围 的
“

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

系统
”

、

“

生物 自然环境系统
”

或狭义 的
“

生态系统
”

密切相关 。 生活

和生计社会系统以及其他两个环境系统总体上是相互协调的 。 然而
，
后

来又出现了非常强大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社会系统
，
即

“

技术和工业社

会系统
”

，
主要产生于工业化之后 的

“

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
”

。 正如人

们所认为的那样
，
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的驱动力是从其他三个领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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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利润最大化
，
即剥削劳动力 、 开采化石燃料 、 开采矿石 、 将各种 自 然

资源商品化
，
并在资本主义经济 的背景下将所有这些使用价值转化为

交换价值。 与和谐的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相反
，
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通

常对环境不友好 。

虽然笔者在
“

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
”

的 圆 圈上方单独画 了一个椭

圆形
，
代表

“

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
”

，
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个系统在地理

上是分开的 。 相反
，

一般而言
，
两个系统存在于同一个地理区域

，
同
一

个人在许多情况下同时属于这两个系统 。 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
，
更多

的空间和人员被卷人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
，
而发展 中 国家的更多空 间

和人员则被卷人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 中 的生存性生产 。 具有讽刺意味

的是
，
尽管两个系统位于同一地区

，
但

“

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
”

却利

用 了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的基本生存领域 。

三 Ｌ
、
Ｇ

、
Ｂ 和 Ｔ 系统内的相互作用

在前工业化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
，
生活和生计 、 地球物理和化学以

及生物 自然环境系统之间一直是共存的关系 。 现代技术依靠利用化石

能源来维系
，
而对于没有现代化技术的社区来说

，
滋养 自然 以确保人类

可持续生存至关重要 。

然而
，
当我们审视古代主要文明 的兴衰时

，
我们发现

，
实际上在工

业革命之前已经 出现 了诸如荒漠化 、 森林砍伐 、 盐碱化等环境破坏问

题 。 这是 由于当时相互竞争 的古代城邦开发农业并强行扩张农 田造成

的 。 除了这些极端情况外
，
大多数人类社会都与环境共存 。 在 图 ３ 中

，

（
Ａ

） 、 （
Ｂ

） 、 （
Ｃ

） 和 （
Ｄ

） 是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 、 生物 自然环境

系统与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之间的重叠区域 。 在此区域 内
，
人类在资源

再生和生物降解极限 内维持生存或处置生产生活废弃物 。 只要人类社

会与环境的交换在两个周 围环境系统 的承载能力 的极限 内继续下去
，

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就不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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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人类活动的足迹已遍布地球

，
在相 当大程度上改变和重塑 了

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 。 此外
，

工业革命后 出现的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尤

其在两个环境领域引起了大规模的根本性变革 。 最重要 的是
，

１ ９ 世纪

和 ２０ 世纪对化石燃料和矿产资源 的大规模开采极大地破坏 了地球物理

和化学环境 。 这种情况被诺贝 尔奖获得者保罗 ？ 克鲁岑 （
Ｐａｕ ｌＣ ｒｕｔｚｅｎ

）

博士命名为
“

人类世
”

。

工业化后的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对这三个领域都产生 了影 响 。 几

乎不必谈论现存的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遭受 了 多大损失 。 随着技术和

工业社会系统的 出现
，
现存 的经济体系 中 的主要部分 已经转变为商品

化的资本主义经济 。 如前所述
，
在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与地球物理和化

学环境系统之间 的重叠 区域 （
Ａ

） 和 （
Ｄ

） ，
化石燃料和矿产资源 的大

量消耗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
使污染受害者痛苦不堪

，
并导致二氧化

碳增多和气候变化 。

在 （
Ｂ

） 和 （
Ｄ

）
区域

，
即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与生物 自 然环境

系统之间
，

工业发展破坏 了 生计经济或 自 给经济赖 以生存 的大 自 然 。

此外
，
为 了获得短期经济效益

，
可持续农业已经转变为机械化化学农

业
，
导致土壤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的长期受损 。 人们遭受 了有毒农药 、

森林砍伐 、 荒漠化 、 物种灭绝 、 自然灾害等的损害 。 当前
，
转基因生物

（
ＧＭＯ ｓ

） 的迅速扩散加速 了传统作物物种 间遗传信息 的破坏和生物多

样性的丧失 。 在 （
Ｃ

） 和 （
Ｄ

）
区域

，
即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与生

物 自然环境系统之间
，
环境继续恶化

，
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积累和荒

漠化 。

重叠区域的环境污染不是 由 相邻 的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造成 的
，

而是 由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的影响造成 的
，
这些系统是最近从生活和

生计社会系统衍生出来的 。 还要注意的是
，
这两个对生态环境作用方向

完全相反的社会系统在特定社会的 同一地理边界 内并存
，
有时在更大

的区域内并存 。 因此
，
环境冲突不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

，
而是

发生在同一社会或地区 的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与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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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 。 环境冲突不会发生在人与森林或农 田之间 。 环境冲突
，
只要是社

会冲突
，
就只能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会团体之间

，
而不是人类与

自然环境之间 。 简言之
，
环境冲突是关于共生或掠夺 的竞争或对立 的

关系 。

如果试图破坏环境 的技术工业部 门是 由 跨 国公 司组成的
，
那么生

活和生计社会系统与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之间 的环境冲突往往与北方

和南方的环境冲突并存 。 如果这些冲突跨越不同的种族或族裔群体
，
则

可归类为
“

环境正义
”

运动 。

四 对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与生物自然

环境系统的认识差异

如果我们 回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和 ７０ 年代
，
试着选 出一些在环境问

题上有影响力 的代表性人物
，
那么很多人都会想起 《寂静的春天 》 的

作者蕾切尔 ？ 卡逊 、 《封闭 的循环 》 的作者 巴里 ？ 康芒纳
，
以及

“

爱河

事件
”

中反对有毒废料倾倒 的一位名 叫洛伊斯 ？ 吉布斯 的母亲 。 在激

进的草根环境运动开始时
，
标志性的环境问题是杀虫剂和其他有毒化

学品 的使用
，
它们破坏 了 自 然环境和人类有机体 中生态系统的微妙平

衡 。 康芒纳的
“

每一种事物都与别 的事物相关
”

与
“

没有免费 的午餐
”

等说法成了有力 的反证
，
驳斥 了技术 中心主义的观点

，
即认为包括环境

僵局在 内 的所有问题都可 以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程来解决 。

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认为
，
几乎所有 问题最终都可 以通过技术开

发找到解决方案 。 这可能适用于机械系统
，
但并不总是适用于生物 自然

环境系统 。 例如
，
当化学品制造商试图通过在 田 间喷洒杀虫剂来杀死有

害昆虫时
，
他们同时杀死了有害昆虫和有益昆虫 。 因此

，
该区域失去 了

一个平衡健康的昆虫群
，
而这个昆虫群能够抵御新的有害昆虫 。 并且

，

由 于缺乏捕食性昆虫
，
该区域更易遭受虫害 。 当然

，
除此之外

，
杀虫剂

也对人类和其他动物有害 。 卡逊的 《寂静的春天 》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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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年代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
吸引 了许多环保人士的注意 。

像卡逊和康芒纳这样的生态吹哨人也对 ＤＤＴ 等合成有毒化学品 的

持续存在提 出 了警告 。
ＤＤＴ

、 多氯联苯和二噁英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
ＰＯＰｓ

） 不可实现生物降解 ，
几乎永远 留在环境 中 。 它们通过生态系统

中 的食物链在生物体 中积累
，
而我们人类恰恰位于食物链的顶端 。 此

外
，
除了致癌性和神经毒性等常规毒性外

，
科尔伯恩等人还检测到 了 内

分泌干扰物等新毒性 。

？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中期和 ８０ 年代稍晚的时候
，
能源短缺 、 石油危

机 、 化石燃料枯竭 、 酸雨 、 森林砍伐 、 荒漠化和全球变暖变得更加棘

手 。 与精致的生物 自然环境系统的微观平衡不同
，
全球环境的巨大转变

开始出现 。 这些全球环境问题远 比微妙的生态平衡与 和谐更加突 出 和

具体 。 石油枯竭年的预测可 以根据年消耗量和总储量来计算 。 此外
，
我

们可以根据不断上升的二氧化碳水平来预测温度的上升情况 。

当然
，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破坏 比生物 自 然环

境退化更严重或更危险 。 笔者认为
，
这两个领域 中

，
环境破坏的发生机

制及其对人类的影响机制存在根本差异 。 虽然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或

无机球体的变化相对可计算和预测
，
但生物 自 然环境系统 中 的环境灾

难往往是不可预测 的
，
可能被低估了 。 在亿万年的进化过程中

，
目前所

有的有机体未遭受 ＤＤＴ 或核电站事故产生 的人工放射性物质等合成有

毒化学物质的侵害
，
因此科学家掌握的精确计算线索较少 。

另外
，
气候变化作为地球物理异常的一个典型例子

，
可 以主要解释

为二氧化碳过度排放的结果
，
尽管有人坚决反对 。 如本文所示

，
在地球

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 中
，

一种元素导致另一种现象的许多机制通常是

简单的一对一关系 。 然而
，
在生物 自然环境系统 中

，
包括我们的身体有

机体
，
因果关系非常复杂和多样 。 每个元素和功能都像齿轮和齿轮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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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
因此仅仅一个齿轮断裂就可能会导致整

个有机系统的故障 。 由 于没有人确切地知道 当一个现存的有机体暴露

于 内分泌干扰物等全新的有毒化学物质 中时会发生什么
，
我们认为许

多科学家和决策者会低估有毒化学物质带来的未知风险 。

根据笔者 ２０ １ ７ 年在 日 本对风险感知 的调查研究
，
受访者认为

“

转

基因生物的健康风险
”

（
５ １ ． ２％

） 和
“

电／磁场的健康风险
”

（
４５ ． １ ％

）

是
“

尚未得到科学证明 的健康风险
”

，
而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威胁的数

据则是
“

汽车废气
”

占 １ １ ．８％
、

“

全球变暖
”

占 １ ４ ． ０％ 。

？

因此
，
与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的环境威胁相 比

，
生物 自然环境

系统的威胁
，
尤其是对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健康风险

，
往往没有得到充分

认识或得到 的是相对乐观的估计。 反过来
，
对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

与生物 自然环境系统的威胁的认识差异
，
进而导致诸如 １ ９９７ 年关于气

候变化的 《京都议定书 》 、
１ ９ ８７ 年关于保护臭氧层 的 《 蒙特利尔议定

书 》 等 国际协定的数量的增加和重要性的增强 。 像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

这样的 国际机构在达成协议 以立 即采取共 同措施应对全球物理灾难方

面难度较小
，
因为我们看到

，
在 １ ９ ８７ 年 《蒙特利尔议定书 》 之后 ，

所

有破坏臭氧层的化学品
，
如氟氯化碳

，
几乎都被完全禁止 。

相反
，
尽管在 ２０ 世纪末左右缔结了许多关于减少有毒化学品和危险

废物对健康和环境造成的风险的 国际公约
，
但它们似乎没有 《蒙特利尔

议定书 》 那样有效 。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 巴 塞尔公约 》

（
１９ ８９ 年缔结 ） 、 《关于在 国际贸易 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

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 》 （
１９９８ 年缔结 ） 、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 （
２００ １ 年缔结 ） 是三项具有代表性的公约 ，

旨在减

少有毒化学品在全球范围 内 的长期环境和健康风险 。 然而
，
逐步淘汰这

些化学品 的监管政策不如减少和禁止对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 的威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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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二氧化碳和氟氯化碳监管政策的成功 。

虽然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与生物 自 然环境系统 的灾难都是技

术和工业社会系统的影响带来 的
，
但它们在两种情况下有所不 同 。 首

先
，

正如我们 已经看到 的
，
前者的 因果关系 比后者更容易被证 明 。 其

次
，
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危机在更短的时间 内

严重威胁着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与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 。

一方面
，
有毒

化学品产生的生物或生态危机需要更长 的时间
，
直到它们最终完全摧

毁这两个领域 。 即使一些科学家仍在试图 反驳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变

暖的原因
，
但非专业人士实际上 已经受到夏季异常高温或超级 台风和

飓风的威胁 。

另
一方面

，
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 的风险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

人的时间才能明显影响人类生殖器官 。 此外
，
有毒化学品和危险废物可

以从富裕地区转移到贫穷地区
，
以便北方的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规避

风险 。 这就是环境 （ 不 ）
正义 问题的本质 。 最后但最重要 的一点是

，

在那些受益于有毒化学品 的人 （ 如跨 国化学品制造商 ） 和那些 刚 刚遭

受这些化学品影响 的人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异 。

五 结论

在本文 中
，
笔者试 图重新整理邓拉普和乔根森与饭岛 伸子提 出 的

两个开创性分析框架 。 他们都密切关注人类社会与 自 然环境的相互作

用 。 然而
，
环境本身并不是可以直接与人类互动的主体 。 因此

，
环境社

会学家需要重新解释人类社会与 自 然环境之间 的紧张关系
，
并将其转

化为经常发生冲突的社会各方之间 的关系 。 笔者试图通过图 ３ 解释两个

层次的人类社会系统与两个不同环境系统的关系
，
即 图 ３ 中 的地球物理

和化学环境系统与生物 自然环境系统 。

如 图 １ 和图 ２ 所示
，
邓拉普和乔根森提出 了生态系统的三重功能 ：

供应站 、 居住地和废物库
，
因此环境问题可以解释为人类社会过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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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功能
，
使之超 出 了全球承载能力 的极限 。 他们还富有洞察力地指

出
，
当废物处置等负担超过一个地方的处置能力并被转移到另一个有

空间 （ 较穷 ） 的地方时
，
就会发生环境不正义 问题

，
或环境负担的不

均衡分配 。

他们极具敏锐 的洞察力
，
但他们 的框架假设 了一个单一 的社会模

型 。 也就是说
，
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对环境有害 。 有必要建立环境社会

学框架
，
使我们能够分析社会或地区的哪些部分超出 了承载能力

，
还有

哪些社会或地区不得不承受这些负担 。 前者是北方 、 技术和工业社会系

统及城市化地区
，
而后者则是南方 、 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及农村社区 。

同样
，
环境冲突不是

，
也不可能是人类社会与 自 然环境之间 的关

系
，
而是人类社会内部之间 的关系 。 正如饭岛伸子将其描绘成工业污染

时代
“

加害
”

的企业和官僚部 门 与
“

受害
”

的 当地居 民之间 的关系 。

我们应该假设人类社会 中两个不同 的子系统 ： 追求生产力与利润 的技

术和工业社会系统
，
以及主要关注满足人类基本需求与维持生存手段

的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 。

工业革命后 出 现的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迅速发展
，
几乎吞噬 了 生

活和生计社会系统 。 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不仅与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

不一致
，
而且还严重影响 了另外两个环境系统 ：

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

统与生物 自然环境系统 。

笔者认为
，
尽管人类社会

，
特别是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

，
影响 了地

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与生物 自 然环境系统
，
但这两个系统的监管政

策措施的有效性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 。 在这些影响 中
，

一

系列 国际

公约有效地处理 了地球物理和化学环境系统 的影 响
，
如臭氧层消耗和

气候变化 。 这是 由 于可预估 的灾难性后果使得有关各方就 国 际监管准

则 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 。 此外
，
受益于农药生产的跨国化工公司与担心

农药健康风险 的消费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
导致他们对生物 自 然环境

系统的影响更难以达成共识 。 尽管各 国政府都 同意
，
必须通过 《关于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的斯德哥尔摩公约 》 等 国际公约来消除持久性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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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
并以此作为官方立场

，
但它们有时在采取有效措施禁止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方面犹豫不决 。

笔者无意低估关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的 国 际共识 的重要性 。 有关

各方确实为克服障碍做出 了 巨大努力
，
比如和

“

气候变化否认论
”

的

斗争
，
以及与化石燃料既得利益集团 的斗争 。 然而

，
在减轻对生物 自 然

环境领域的影响方面存在着更大的障碍
，
这不仅是 因为商业部 门与生

活和生计社会系统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
还 因为很难从科学上证 明 内分

泌干扰物 、 持久性 （ 永久性 ） 有毒化学品 、 生物累积化学品等带来 的

健康和环境风险问题 。 此外
，
这些有毒物质来 自农药 、 洗涤剂 、 阻燃剂

和塑料添加剂
，
这些有毒物质已经从北方转移到南方

，
在当今世界各地

造成了各种环境 （ 不 ）
正义事件 。

笔者再次强调
，
通过人类社会与环境关系 的三维图

，
我们应该认识

到技术和工业社会系统与生活和生计社会系统之间相互冲突 的社会 内

部互动对于环境社会学的分析至关重要 。 这些冲突与实现环境正义 的

各种努力并存
，
或清楚地反映在这些努力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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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ｉｏ ｌｏ
ｇ
ｉ ｃ ａｌ

，ａｎｄｃｈｅｍ ｉ ｃ ａｌ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１ ９９０ ｓ ．

Ｔｈｅｓ ｅｅａｒｌｙ
ｄｅ ｆｉｎｉ ｔ ｉｏｎ ｓｏｆ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ｏ ｃ ｉｏｌｏ

ｇｙ
ｈａｖｅｂ ｅｅｎｗｉｄｅｌ

ｙａ
ｃ ｃｅｐ

ｔｅｄ

ａｓｓ ｅｒ ｉｏｕ ｓｎｅ ｓ ｓ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 ｓ ｓｕｅ ｓｂ ｅ ｃ ａｍ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ｅｖｅｒ
ｙ
ｗｈｅｒ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 ｔａｌｓｏ ｃ ｉｏｌｏ
ｇｙ

ｈａｓｂｅ ｃｏｍｅｏｎｅｏｆ ｔｈｅ
“

ｎｏ ｒｍａｌｓ ｃ ｉｅｎｃｅ ｓ

”

ａｍｏｎ
ｇ
ｈ
ｙｐ

ｈｅｎａｔ

ｅｄｓ ｏ ｃ ｉｏｌｏ
ｇ
ｉｅ ｓ

， ｉｎｃ ｌｕｄｉｎ
ｇ
ｖａｒ ｉ ｅ ｔ ｉｅ ｓｏｆ ｓｕｂ ｉ ｓ ｓ ｕｅ ｓｓｕ ｃｈａｓｃｌ 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

ｇ
ｅ

，ｅｎｅｒ

ｇｙ
ｔｒａｎｓ ｉ ｔ ｉｏｎ

，ｎ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ｓ ｅｒｖａｔ ｉｏｎ
，ｐ

ｏ ｌｌｕ ｔ ｉｏｎ
，ｆｏｏｄａｎｄａ

ｇ
ｒ ｉ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ｓ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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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ｎｕｍｂ ｅｒｓｏｆ ｍｅ 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ａｎａｌ

ｙ
ｔ ｉ ｃ ａｌｃ ｏｎｃｅｐ

ｔｓ ．Ｔｈｅｃｌａｓ ｓ ｉ ｃ ａｌｄｅ ｆｉ

ｎ ｉ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 ｃ ｉｏ ｌｏ
ｇｙ ，

ｕ

ｒｅｌａｔ ｉｏｎ ｓｈｉ

ｐ
ｂ ｅ ｔｗｅｅｎｈｕｍａｎｓ ｏ ｃ ｉｅ ｔ

ｙ
ａｎｄ

ｂ ｉｏ
ｐ
ｈ
ｙｓ ｉｃ ａｌ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

，

ｓｏｍｅ ｔ ｉｍｅ ｓｄｏ ｅ ｓｎｏ ｔｓｕｆｆｉ ｃｅｂ ｅ ｃ ａｕｓ ｅｏｆ ｔｈｅｄｅｅｐ ｅ

ｎ ｉｎ
ｇ

ｉｎｔｅｒ
ｐ
ｅｎｅ ｔｒａｔ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ｒｅｃｅｎ ｔｌ

ｙ
．Ｉｗｏｕｌｄｌ ｉｋｅｔｏ

ｐ
ｒｅ ｓ ｅｎ ｔａｄｒａｆｔｏｆｄ ｉ ａ

ｇ
ｒａｍｔｈａｔｃ ａｔｅ

ｇ
ｏｒ ｉｚｅ ｓｔｈｅｒｅｌａｔ ｉｏｎｓｈｉ

ｐ
ｏｆ ｔｈｒｅｅｍａ

ｊ
ｏｒｒｅ ｓ ｅａｒｃｈｆｉ ｅｌｄ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 ｔａｌｓ ｏ ｃ ｉｏ ｌｏ
ｇｙ ；（

１
）ｔｈｅｌ ｉｆｅａｎｄｌ ｉｖｅｌ ｉｈｏｏｄｓ ｏ ｃ ｉ ａｌｓｙｓ ｔｅｍｓ

；（
２

）ｔｈｅ
ｇ

ｅｏ

ｐ
ｈ
ｙｓ ｉ ｃ ａｌａｎｄ

ｇ
ｅｏ ｃｈｅｍ ｉｃ ａｌ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
３

）ｔｈｅｂ ｉｏｌｏ
ｇ
ｉ ｃ 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 ｔ
，ａｎｄ

，

ｉｎａｄｄｉ ｔ ｉｏｎｔｏｔｈｅ ｓ ｅｔｈｒｅｅ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
ｉ ｃ ａｌａｎｄ ｉｎｄｕ ｓ

ｔｒ ｉ ａｌｓ ｏｃ ｉａｌｓｙｓ ｔｅｍｓｔｈａｔ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ｄｅｒ 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ｌ ｉｆｅ／ ｌ 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ｙｓ ｔｅｍｓａｆｔｅｒ ｉｎ

ｄｕｓ ｔｒ ｉ ａ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ｇ

ｉｖｉｎ
ｇ

ｉｍ
ｐ ａｃ ｔｏｎａｂｏｖｅｔｈｒｅｅ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Ｃｏｍ

ｐａｒ ｉｎ
ｇ

ｔｈｅｉｍ

ｐ ａｃ ｔｏｎｔｈｅｇｅ
ｏ
ｐ
ｈ
ｙｓ ｉ ｃ ａｌ／

ｇ
ｅｏ ｃｈｅｍ ｉ ｃ ａｌｓｙｓ ｔｅｍｓａｎｄｔｈａｔｏｎｔｈｅｂ ｉｏ／ ｅｃｏ ｌｏ

ｇ
ｉ ｃ ａｌ

ｓｙｓ ｔｅｍｓ
， Ｉｗ ｉ ｌｌａｔｔｅｍｐ

ｔｔｏ ｉｌｌｕ ｓ ｔｒａｔｅｔｈｅｓ ｉ

ｇ
ｎｉ ｆｉ ｃ ａｎｃ ｅｏｆ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ｊ
ｕｓ ｔ ｉ ｃｅ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ｃ ｉｏ ｌｏ

ｇ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Ｊ
ｕ ｓ ｔ ｉｃ ｅ

；ｔｈｅＴ ｅ

ｃｈｎｏｌｏ
ｇ
ｉ ｃ ａｌａｎｄＩｎｄｕ ｓ ｔｒ ｉ ａｌＳ ｏ ｃ ｉａｌ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ｔｈｅＬｉｆｅａｎｄＬｉｖｅｌ ｉｈｏｏｄＳｏ ｃ ｉ ａｌＳｙｓ

ｔｅｍｓ
 ；

ＬＧＢＴ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

Ｃ ｈ ｉ ｎｅｓｅＥ ｒａ
”

ｏ ｆＥ ｎｖ ｉ ｒｏｎｍ ｅｎ ｔａ ｌＳｏｃ ｉ ｏ ｌ ｏｇｙ

ＣｈｅｎＺｈａｎ
ｊ

ｉａｎｇＺｈａｏＸ ｉａｎｇｇａｎｇ 

／１ 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
 ；Ｓ ｔａｒｔ ｉｎ

ｇ
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ｏｎｏｆｗｅ ｓ ｔｅｒｎｔｈｅｏｒ ｉ ｅ ｓａｎｄｒｅ

ｓ ｅａｒｃｈｏｎｌｏ ｃ 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

ｒｏｂｌｅｍｓ
，Ｃｈ ｉｎｅ ｓ 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 ｃ ｉｏ ｌｏ

ｇｙ
ｈａｓ

ｅｍｅｒ
ｇ
ｅｄａｓａｂ ｒａｎｃｈｏｆ Ｃｈ ｉｎｅ ｓ ｅｓ ｏ ｃ ｉｏ ｌｏ

ｇｙ
ｗ ｉｔｈｕｎｉ

ｑ
ｕｅｖａｌｕｅ ｓａｎｄｒｅ ｓ 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ｅｒｅ ｓ ｔｓａｆｔｅｒ４０ｙｅａ
ｒｓｏｆｄｅｖｅｌｏ

ｐ
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ｃｋ

ｇ
ｒｏｕｎｄｏｆｔｈｅ ｉｎ ｄｅｐ

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
ｐ
ｍ ｅｎｔｏｆ Ｃｈ ｉｎａ

’

ｓｓ ｏ ｃ ｉａｌ ｉ ｓ ｔｍｏｄｅｒｎ ｉｚ ａｔ ｉｏｎ
，

ｔｈｅｃｏｎｔ ｉｎｕｏｕ ｓ
ｐ

ｒｏｍｏ ｔ ｉｏｎｏｆ

ｅ ｃｏｌｏ
ｇ
ｉ ｃ ａｌｃ ｉｖｉ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ａｗａｋｅｎｉｎ
ｇｏ

ｆ
ｐ

ｕｂｌｉ ｃ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 ｓ
，ａｎｄｔｈｅｓ ｔｒｅｎ

ｇ
ｔｈｅｎｉｎ

ｇ
ｏｆｔｈｅｏ ｒｅｔ ｉ ｃ ａｌｓ ｅｌｆ ｃｏｎ ｓ ｃ ｉｏｕ ｓｎｅ ｓ ｓｏｆＣｈｉｎａ

’

ｓ

ａｃ ａｄｅｍ ｉ ｃ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
ｙ
ｗ ｉ ｌｌ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ｅｖｅｌｏ

ｐａ
ｃ ａｄｅｍ ｉｃ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ａｎｄｄ ｉ ｓ ｃ ｉ

ｐ
ｌｉｎ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 ｉ ｓ ｔ ｉ ｃ ｓｏｆＣｈ ｉｎｅ ｓ 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 ｃ ｉｏｌｏ
ｇｙ

．Ｃｈ ｉｎｅ ｓ ｅ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ｓ ｏ

ｃ ｉｏｌｏ
ｇｙ
ｗ ｉｌｌｕｓｈｅｒｉｎａ

‘ ‘

Ｃｈ ｉｎｅ ｓｅｅｒａ

”

ｗｈｉ ｃｈｉ ｓｒｏｏ ｔｅｄ ｉｎｉ ｔｓｏｗｎｃ ｉｖｉｌ ｉｚ ａｔ ｉｏ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