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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核心在于,一部分人所享受的便利性建立在他人的正当权利被剥夺的基

础之上,造成了大量社会矛盾。 

   

  日本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范式建立于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社会学中最新形

成的分支学科。从世界范围看,日本环境社会学起步于对本国产业公害的研究并逐

渐发展到对生活环境的分析,形成了独创体系,理论积累居于领先地位。日本学者

认为,与一般社会学不同,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围绕社会的自然环境,但它不是

纯粹的生态环境,而是由于人的生产与生活活动而遭受破坏的环境、经过加工、留

有人类活动痕迹的“文化化”的自然。1990年,日本环境社会学研究会成立,环境社

会学兴起与发展对日本环境保护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1992年从研究会发

展为环境社会学会。 

   

  今天的日本以环境优美和食品安全闻名于世。然而,在始于19世纪80年代后

期、终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产业现代化过程中,日本始终是一个公害大国。为了

治理四大公害(熊本水俣病、新-水-病、四日市哮喘病和疼痛病),日本出台了多部

法律,反公害居民运动向政府和企业施压,地方自治体制定了保护当地环境的产业

政策,多元主体共同努力,公害问题得到有效治理。 

   

  根据不同类型的环境问题,日本环境社会学者构建了四种研究模式,即“受害结

构论”(又称加害/受害论)、“受益圈、受苦圈论”、“生活环境主义”和“社会两难

论”。 

   

  受害连续化:从劳动灾害到公害 

   

  受害结构论这一研究团队受农村社会学家福武直的影响,很早着手对水俣病等

产业公害的研究。代表学者饭岛伸子在1984年出版的《环境问题与受害者运动》

(学文社)一书中,提出了受害连续化理论——“受害结构论”,从受害者以及受害群

体的视角,对“什么是公害的受害者”进行研究。饭岛伸子把受害结构分为受害层次

和受害程度两个方面。受害层次从个人、家庭、地域社会可以分为“生命·健康”、

“家庭生活”、“人格”和“地域环境·地域社会”四个层面, 每一个层面的受害程度又各

不相同。第一层面是劳动灾害对个人的健康乃至生命产生的伤害;第二层面,健康

伤害进而对受害者的人格与精神状态产生影响,使受害者的“人格”遭受创伤,陷入

人格颓废状态;在第三个家庭生活层面,受害者的家庭生计和家庭关系会发生紧张

乃至解体;第四层面,个人和单个家庭的劳动灾害演变成为公害,引发当地人口剧

减,消弱地域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严重的可以导致村落社会解体。 

   



 

  受害分节化:受益圈与受苦圈 

   

  受害分节化理论主要是描述受害者的分布状况以及社会纠纷过程的复杂性。

1985年,船桥晴俊、长谷川公一出版了《新干线公害——高速文明的社会问题》,

以社会运动论为轴线展开反公害运动的研究。他们发现大规模的地域开发往往会

造成加害者暨受益者的“受益圈”与被害者暨受苦者的“受苦圈”之间的相互分离,形

成获利空间与受害空间。问题的核心在于,一部分人所享受的便利性建立在他人的

正当权利被剥夺的基础之上,造成了大量社会矛盾。 

   

  研究结果表明,日本的新干线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象征,但是在其巨大的光环

背后隐藏着严重的公害问题。一方面是高速、舒适的新干线,乘客群体属于受益

圈;另一方面沿线多达19万的居民构成了受苦圈,每天忍受着震动和噪音的侵扰,身

心受到极大损害。受益圈把环境负荷转嫁给周边地区,造成了受益圈和受苦圈的分

离,产生利益对立。这类问题往往发生在公共领域,受益圈和受苦圈有交叉情形,但

更多的是不同程度的分离状态。 

   

  生活环境主义:把生活作为环境管理的基点 

   

  对于政府和企业的开发计划谁最有发言权?1984年,鸟越皓之、嘉田由纪子主

编的《水与人的环境史——琵琶报告书》提出了生活环境主义论,指出只有生活在

当地的居民最有发言权,地域开发必须顺应当地的生活结构。 

   

  80年代围绕着日本最大淡水湖琵琶湖的综合开发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社会学家

展开了对湖畔农村社区的社会调查。生活环境主义者认为,要尊重、挖掘并激活

“当地的生活”中的智慧,把环境交还给当地居民,寻找环境问题的解决对策。 

   

  生活环境主义研究模式由所有论、组织论、意识论三个层次构成,从中分别提

炼出“共同占有权”、“说法”、“生活常识”三个分析概念。其中,“共同占有权”是与环

境权密切相关的核心概念。日本实行市场经济体系,个人所有权高于一切,这不仅

适用于经济系统,也同样渗透于社会的整个法律体系;但是以此来思考环境问题时

就会出现个体与地域社会共同体的冲突。生活环境主义模式融合了日本社区内传

承的对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理解,从中提炼出“共同占有权”这一概念,以此为基础思

考如何制定适合该地区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政策。 

   

  生活环境主义的考察着重点放在“人们的生活”而不是生态环境,当环境与生活

发生冲突时,应该是生活原理优先,依靠生活中的智慧去保护环境。这一方法汲取

了社会学优先考察分析民众“生活”的特点,也吸收了参与观察式田野调查这一科学

特色,还受到了来自中国、韩国以及日本传统思想的影响。 

   

  社会两难论:培养理性的行为者 

   

  社会两难论的目的在于分析环境问题的发生机制及其结构,特别适用于对城市

社会环境问题的分析。“两难”指个人合理性与集体合理性之间的不一致现象,个人

越是按照对自己合理的方式行动,其结果对整个社会就越不合理。问题不是出在个

人过于愚昧而是过于精明,从而造成哈丁所说的“公地悲剧”。这一研究模式是海野

道郎将数理社会学中的研究模式应用于垃圾问题研究时提出并被引进到环境社会

学之中的。(“社会两难的垃圾问题”,《环境社会学研究2》,新耀社,1996) 

   

  社会两难论者对城市环境产生日益严重影响的生活垃圾污染加以研究时发现,

环境污染的生产者和受害者是同一主体。就像汽车尾气排放一样,汽车的使用者既

是污染制造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主体交叉重叠。在寻求解决垃圾分类问题的有效

机制时,必须考虑这一特性。当我们把生活垃圾分类活动限定在“社区”那样特定的

空间之内时,受益者和受害者的范围非常明确,主体之间具有共同利益。因此,以社

区为单位建立垃圾分类的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使之内化于居民的行为之中,就会

对社区居民的社会行为产生高度的约束作用。因此,如何培育危机意识、成本意

 



识、规范意识,培养理性的行为者,成为解决此类环境问题的关键。 

   

  迄今为止,日本环境社会学的研究重点在于阐明受害结构、环境事件中的受害

与受益的关系结构、地区开发中环境保护与生活体系的相互关系、受害者与受益

者博弈的社会两难境地等问题。随着环境保护阶段的不断变化,今天的日本环境社

会学面临着受害者合理补偿、环境问题预防机制、受害地区再生机制、景观保护

等一系列新的挑战,对环境的认识也将不断深化。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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