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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国的“环境社会学”学科 
 

— —记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 
 

龚文娟 
 

《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1期 
 
 

    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逐步明确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
略目标。作为关注社会运行与发展的社会学能在这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2006年11
月11—1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与会者围绕这一
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30多家教学、科研、出版单位的
5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很多社会学者围绕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与社会影响
开展了大量研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门日趋成熟的社会学分支学科— —环境
社会学。会议召集人洪大用教授在主题发言中指出，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环境社会
学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很强的学理支撑，因为环境社会学强调环境问题
的社会原因，强调其社会原因的综合性，而且环境社会学在研究中总是致力于推动
缓解环境问题的社会变革与社会建设。相应地，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丰富实
践，也必将从多方面促进我国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国家环保总局裴晓菲主任，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台湾清华大学
王俊秀教授、“自然之友”会长杨东平教授等也都围绕“中国环境状况与环境社会学的
发展”这一主题发表了主题演讲。裴晓菲指出：中国目前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并列
举了主要的环境问题，如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大气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污染
等，这些环境问题呈现出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造成环境问题在解决过
程中的复杂化，同时环境问题对社会造成多方位的负面影响，如环境问题制约经济
社会发展、危害群众身心健康、环境纠纷影响社会稳定等。 
    郑杭生教授从社会运行论的视角论述了环境与社会的关系。他指出，当前我国
环境质量的衰退和环境系统的功能失调不仅严重威胁到社会良性运行的物质基础，
还引发了社会系统内部的摩擦和冲突，而社会协调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努力却不足，
为缓解环境问题，我们必须反思社会的运行机制，着眼于调整和改进社会运行机
制，从“环境成本内部化机制、环保投入机制、环境宣传和教育机制”三方面的建设入
手，发挥人和社会的主动性，推动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环境—社会”关系的协调。 
    马戎教授透过牧区过度放牧与荒漠化、水污染防治等实例，分析了我国环境恶
化的社会性原因，指出制度安排上存在漏洞是重要原因，并提出要发挥社会学综合
研究视角的学科优势，把自然条件、社会制度、人文因素和政策调适等方面结合起
来研究环境问题，跨越传统学科间的界限，拓展研究思路。马戎教授还号召社会学
家们应当重视环境社会学研究，在环境保护工作中承担自己的责任，充分发挥专业
优势和学科特色，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王俊秀教授梳理了台湾环境社会学研究的脉络，他结合台湾当地特有的一些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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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现象和社会现象分析了环境问题全球化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提出环境研究本
土化的思想。同时，他还介绍了台湾的草根环境运动，如国民信托运动、环境正义
运动、自然权力运动等。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王教授还倡导理论研究。他探讨了
全球环境研究范式转移(如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中心主义)、环境运动范式转移
和思想范式转移等问题，指出“要创造一个永续社会，必先让社会成员具永续性”，并
提出自已正在努力中的“盘缠理论”。 
    杨东平教授十分关心中国非政府环保组织的发展。他介绍了中国非政府环保组
织的现状和功能，分析了非政府环保组织与社会各方力量间的合作关系，并指出这
些组织在发展中遇到诸多障碍，但他们仍克服障碍为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做出了努
力。 
与会各位代表围绕主题演讲，从区域环境问题的社会学分析、现代化进程与环境恶
化、环境恶化的微观社会过程、环保政策执行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公众环境意识与
维权行为、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展和作用等多个方面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就促
进环境社会学学科的快速发展达成了共识。与会代表呼吁尽快成立环境社会学专业
研究委员会，加强环境社会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组织环境社会学经典著作翻译，加
强环境社会学的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以推动环境社会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科学研
究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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