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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境社会学是关于环境与社会之关系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 ,是环境科学与社会学交叉渗透

的产物。环境社会学的研究 ,将对协调环境与社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中国

环境社会学发展起步较晚 ,至今尚未形成其特定的学科体系 。在分析总结国外环境社会学研究历

程以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提出当今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主题 ,对建构中国环境社会学的学科体

系进行了论述 ,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的框架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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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new branch of envi ronmental science and sociolog y , the environmental socio logy

concerns the reciproci ty o 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society. The study of envi ronmental socio logy

wil l provide the scientif ic foundation both in practice and theo ry fo r the so lution of envi 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 harmony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society . In China , envi ronmental

sociology emerged later , till now , i t has no t fo rmed as a particula r discipline system. On the

basis o f analy zing and summarizing the research process and results of environmental socio logy

outside , considering the situat ion and actual research level of our country , the f rame sy stem of

environmental so ciolog y of ours is const ructed in the disser tation , 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theme

of envi ronmental socio logy in China is put forw ard , surrounding w hich clo sely the research

contents of our environmental so ciolog y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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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社会学是研究如何运用社会学和环境科学

的原理和方法 ,分析环境问题产生 、发展和解决的社

会因素和社会过程 ,以及社会对环境状况及其变化

的适应和反应 ,分析社会结构和运行 、社会文化和体

制 、社会变迁等社会要素对环境的作用 ,以及环境对

社会各要素的影响 ,从而找出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案 ,

促进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兴分支学

科的建设 。

一 、建立中国环境社会学体系的意义

(一)建立中国环境社会学体系的必要性

1. 中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中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 ,自然环境也遭

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和破坏。尽管自 20世纪 70年代

初中国开始实施治理“三废”等环境保护措施 ,并于20

世纪 80年代初确定了环境保护是基本国策的战略思



想 ,但环境的总体形势仍然不断恶化 ,环境污染日益

严重 ,生态破坏日益加剧。当前中国环境问题面临着

历史上不曾遇到的复杂和严峻局面 ,对经济社会 、生

态系统 、人类健康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2. 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滞后

中国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滞后 ,主要体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社会学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较少 ,对环境问

题的研究不够。环境科学本属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的交叉学科 ,其主要任务在于揭示人类活动同自然

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 ,揭示环境污染物在环境

中的变迁及其对人体健康与生物的影响 ,探索人类

与环境和谐共处的途径。很显然这些任务也属于社

会科学的范畴 ,需要社会科学的加入才能完成 。相

对于经济学 、管理学 、法学等与环境科学的交叉而产

生出环境经济学 、环境管理学 、环境法学等分支学科

相比 ,环境社会学学科几乎是空白 。这主要是我们

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的环境问题的实质认识不

足 ,也是社会学学者对环境问题的社会影响 ,以及保

护环境的社会重要性认识不足 ,从而不重视社会学

对环境问题的研究。

第二 ,关于环境问题的解决途径 ,社会学方面贡

献较少。自从自然科学家首先开展对环境问题的研

究之后 ,环境问题一直被认为是单纯的自然科学领

域之内的问题 ,是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技术方法解决

的问题 ,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 ,

仅仅依靠自然科学方法 ,在局部范围内可能会解决

一定的环境问题 ,但对于整个国家 ,乃至全球环境系

统来讲 ,却是不够的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

会上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 ,使人们开始更加清醒的

认识到 ,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

环境问题是环境 —社会系统发展失衡的表现 。因

此 ,环境问题的解决 ,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其途径不

应该是单纯某一方面的研究。单纯依靠自然科学的

研究和方法已经难以解决和控制环境问题。社会科

学 ,特别是以人类和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 ,

也应承担起这个重任 ,提供解决环境问题的社会学

途径 ,这不仅是新时期解决环境问题的必要 ,也是社

会学和环境科学发展的一个要求。

3. 中国尚未形成环境社会学学科体系

随着对环境问题认识和理解的深入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国一些学者开始了对环境问题的社会

学研究 ,但到目前为止 ,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状况

是:1)研究者甚少 ,特别是专业研究环境社会学者几

乎没有 ,更没有形成一定数量的学术团队。2)环境

科学和社会学期刊上关于环境社会学的文章很少 ,

而且其中多是对国外环境社会学研究现状的介绍 ,

或者仅仅限于环境社会学某一侧面的论述 ,缺乏系

统的整体的研究。3)以环境社会学命名的教材或相

关专著很难寻觅。4)在所调查的许多高校中 ,社会

学硕士研究生都没有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方向 ,目前

国内只有很少的高校在相关的研究生的课程中开设

了环境社会学课程 ,如长安大学等。由此可见 ,目前

中国环境社会学没有建立起自已的学科体系 ,这对

于中国社会学 、环境科学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二)加强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由于中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而环境社会学几

乎属于空白学科 ,因此 ,进行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形势下 ,更应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

社会学学科体系。

1. 环境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意义

图 1　环境科学体系

(1)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将完善中国社会学的学

科体系 。环境社会学应是社会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

学科 ,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及其活动的社会学 ,应加强

对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关系的研究 ,这样社会学

才是完整的。而环境社会学的关于环境问题的理

论 、关于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各要素之关系的理论

等等 ,将对社会学理论的完善 、学科的发展产生推动

作用。环境社会学于 20世纪 70年代在一些发达国

家如美国 、日本等国产生 ,经过 30多年的发展 ,初步

形成了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 ,其研究意义和价值也

日益显现。近些年来 ,澳大利亚 、韩国等国也开始重

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 ,所以加快中国在环境社会学

领域的研究 ,填补中国社会学学科的空白具有重要

意义。

(2)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将丰富中国环境科学的

研究内容。环境科学这一新兴学科逐渐形成了自己

特有的学科体系 ,如图 1所示。同时 ,这一综合性交

叉学科尚处于发展阶段 ,存在着诸多空白领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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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环境社会学就是其中之一 。环境社会学的研

究 ,将会与环境科学体系中的其他学科一同为环境

问题的治理与控制这一环境科学永恒的主题服务 。

(3)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推动了科学综合整体化

研究 。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整

体。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都不是孤立

的 ,而是自然 、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产生的 。

因此 ,在研究和解决环境问题时 ,必须全面考虑 ,实

行跨学科 、跨部门的合作 ,从而推动科学的整体化研

究。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有利于改变各个学科都是从

本学科的角度探讨研究环境问题的状况 。

2. 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实践意义

(1)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是环境保护发展的客观

要求 。20世纪中叶以来 ,环境问题已成为威胁人类

生存的严重社会问题 。世界各国在努力解决环境问

题 ,加强环境保护 ,特别是环境保护在自然学科领域

受到限制的时候 ,寻求社会原因及社会解决途径就

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这必然促进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

(2)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将指导人类改造自然环

境的社会行为。人类对自然环境所进行的活动和行

为按照类型学的观点 ,大致分为“环境自然行为”和

“环境社会行为” ,前者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所进行的 ,

能直接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的;后者是在社会科学

领域所进行的 ,其影响可能是间接的 ,但却是深远

的。环境社会学向人们提供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社会

活动和社会行为的指导方案 ,如环境公众参与 、环境

教育的实施 、环境文化的建构等。

(3)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时期 ,环境社会学的

研究将为政府环境保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咨询服

务 ,为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出谋划策 。环

境社会学将有效的参与社会现代化的规划 、实施和

检验工作等。

3. 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地位

一门学科所处的学科地位一方面取决于该学科

自身的研究对象 、目的和方法 ,另一方面也与该学科

受重视的程度以及研究水平的高低密切相关 。环境

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是因为其研究内

容涉及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 ,研究方法多是采用社

会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环境社会学也是环境科学

的一门分支学科 ,因为环境社会学与环境科学的其

他分支学科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因此 ,作为研究

人类社会活动的社会学 ,应当积极考虑如何充分发

挥利用自己的学科优势和在研究视角 、研究方法上

的特点 ,开展对环境和环境问题的研究 ,加快发展环

境社会学这样一个既符合社会需求 、本身又有重要

学术价值的分支领域。

而传统社会学 ,一直以来是以人类为中心而展

开研究的 ,忽视了自然环境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的影

响 ,这对于社会学的现代发展来说是不利的。因此 ,

发展环境社会学 ,研究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

可以弥补传统社会学在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方面的

不足 ,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目前 ,

中国环境社会学还没有得到与其相应的学科地位。

因此 ,无论是从社会实践的需要 ,还是从理论研究的

发展来看 ,环境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亟需提高。

二 、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建构

(一)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前提 ,环境社会学

的主要理论基础是:社会学理论 、环境科学理论 、可

持续发展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理论 。

1. 社会学理论

社会学的理论是环境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基础之

一 。环境社会学要用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理论和方

法来分析和认识各种环境问题 ,用社会学的观点关

注社会 、经济 、环境的关系和发展的协调性 ,关注社

会各方面要素与各种环境变迁 、环境问题等之间的

互动关系。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与社会学紧密相

关 ,处处渗透着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 诸如社会运

行 、社会变迁 、社会控制 、社会组织与群体等理论在

环境社会学中有着广泛的体现。

2. 环境科学理论

环境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也是环境社会学重要的

研究基础之一。正是环境出现了问题 ,影响到了社

会的发展 ,从而产生了环境科学 。因此 ,环境科学理

论是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源泉 。环境科学对环境

问题的发现和研究 ,尤其是采用自然科学方法对环

境问题的分析和阐释 ,成为环境社会学对环境问题

的社会形成机制和社会解决途径等社会学方面研究

的坚实基础 。

3. 可持续发展理论

1987年 , 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 H.

Brundland)任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

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 ,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作了明确的界定:“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又不对后

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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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在 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第 15

届理事通过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中得到了接

受和认同 。可持续发展理论鼓励经济增长 ,以资源

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其标志 ,以谋求社

会的全面进步为其目标 ,其与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任

务和宗旨是一致的。所以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环境社

会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

4. 科学发展观理论

科学发展观是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

和科学把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

了“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 、协调 、可持续发展 ,促

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 强调

“按照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区域发展 、统筹经济社会

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

开放的要求” ,推进改革与发展 。2004年 3月 10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讲

话指出:要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对做好人口资源环

境工作的重要指导意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进

一步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加强领导 、完善机制 ,

促进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中国经

济 、社会 、环境协调发展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而

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与应用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

(二)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建构

1. 环境社会学关注的理论问题

环境社会学最关注的理论问题是:1)何谓环境

问题 ,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 、社会机制和社会过

程是什么样的。2)环境问题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

和社会现实 ,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 ,包括社会结

构 、社会运行 、社会制度 、社会变迁 、社会现代化等 。

3)人类社会对于环境问题的反应及其效果 ,以及环

境问题的社会学或社会解决途径是怎么样的 。

这些问题虽然不能涵盖环境社会学理论的全

部 ,但却贯穿于环境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始终 ,在当今

环境社会学发展尚未成熟的时候 ,尤其具有提纲挈

领的指导作用。

2. 环境社会学理论建构的目标

那么 ,环境社会学理论建构的目标是什么呢 

目前我们认为 ,这个目标不应当是建立包罗万象的 、

解释环境与社会关系的宏观大理论 。我们认为目前

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应当朝着“中层理论”

(theo ry o f middle range)的方向努力比较合适。中

层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  默顿(R. K.

Merton)提出的。默顿认为:“本理论一贯认为 ,社

会学理论这个术语 ,指的是能够得出经验的一致性

的互相关联的一系列命题。即中层理论是介于日常

研究里很丰富的小型却必需的工作假设与用于解释

社会行为 、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切可观察并包

括全体的系统性理论之间的(中间层次)的理论”

(Merton , 1967)。中层理论抽象程度低 ,与经验世

界的距离较近 ,概括的现象也有限 ,有利于保持概念

的清晰和操作性 。因此在社会学领域里 ,它常常被

用来指导经验的研究 ,这是目前建构环境社会学理

论最有益的方式。目前环境社会学的焦点应指向中

层理论的社会学理论。当然 ,中层理论的分析只局

限于社会现象的某一侧面 ,而环境社会学的目的却

不仅仅限于此 ,它要通过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来

解释和优化一个时代的社会结构 ,虽然这个时代不

是现在 。因此 ,最终环境社会学应该是在各个中层

理论的积累之上 ,建立自己完整而独特的综合性宏

观理论 。我们认为环境社会学理论建构的阶梯如图

2所示 。

图 2　环境社会学理论建构的阶梯

类型学将学科理论分为三种 ,环境社会学的理

论也是如此:宏观理论 、中观理论 、微观理论 。所谓

的微观理论(expe rience studies)是一些现实的关系

模式 ,对于环境社会学来说 ,是对可经验到的具体环

境问题所进行的分析和阐释;中观理论(middle-

range theo ry),即中层理论 ,对于环境社会学来说 ,

是对环境问题与社会现象相互作用关系的分析 ,以

及环境问题的社会解决途径的研究;宏观理论(gen-

eral theory)是用抽象的原理去解释有关自然环境

与人类社会之关系 ,环境社会学正是要从微观理论

出发不断发展其理论。

三 、环境社会学的学科体系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中国学术界也有人开始

关注环境社会学的研究 ,但大都是介绍国外环境社

会学研究的发展。少数研究者欲结合中国的情况进

行研究 ,但由于种种主观或客观条件方面的限制 ,或

浅尝辄止 ,或分散零乱 ,没有对环境社会学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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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系统完整的描述 ,因此 ,目前中国环境社会学还

没有形成自己科学而独特的学科体系。

(一)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主题

国外环境社会学逐步形成了其特定的研究领

域 ,但就其研究主题 ,却一直是众说纷纭 ,不同学术

背景 、不同研究方法和不同研究宗旨的研究者们都

分别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们认为:环境社会学的

研究 ,不在于其研究领域的宽窄和涉及内容的多少 ,

也不在于研究者持何种价值观 ,而在于确定适当统

一的研究主题才能促进其持续发展 。特别是在当前

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刚刚起步 ,研究水平还很低的

阶段 ,更应首先确定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主题 。

那么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是什么  我们认为

当前环境社会学主题应当是“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

原因及其社会解决途径” 。需要指出的是 ,环境与社

会的关系 ,是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 ,是重要的基

础 ,但不是环境社会学研究的中心问题 。因此 ,中国

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应当围绕“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

原因及其社会解决途径”来进行。

(二)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领域与任务

1. 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

义来讲 ,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环

境—社会系统;狭义来说 ,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

环境问题 。

环境系统是由大气圈 、水圈 、岩石圈和生物圈四

个子系统组成的复杂庞大系统 ,前三者为其基本组

成部分 ,生物子系统是在这三者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

是其中最为活跃的子系统 。人类是生物子系统的决

定性因素 ,由于人类主观活动的负面影响 ,环境系统

中产生了突出的不良现象 ,即环境问题。环境问题

不仅危及环境系统的正常运行 ,而且威胁到人类及

其社会的发展。

社会系统是在环境系统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

来的 ,环境系统是社会系统的自然物质基础。社会

系统包括社会结构和运行 、社会文化和体制 、社会变

迁等要素 。环境社会学更为关注社会系统各要素对

环境的影响 ,特别是有关环境的各项社会行为 ,如开

发利用自然资源 、改造自然环境 、环境运动等 。

环境 —社会系统是由环境系统和社会系统复合

而成的 ,是在两者的相互作用和制约过程中逐步耦

合而成的一个整体。环境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存在

着复杂的联系 ,在人类行为波及的范围内 ,不仅包括

社会系统 ,而且包括环境系统 , 正是基于这样的事

实 ,才有了环境社会学研究永恒的对象 ,同时也是最

高的宗旨 ,即环境与社会的关系 。

环境和社会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 ,

具体表现在环境是社会的基础和制约条件 ,环境对

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发展对环境的变化

起重要作用 ,其中包括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环境

与社会的关系过去一直被忽视 ,环境也仅仅被认为

是为人类社会提供资源 、能源等的载体 。直到环境

问题的出现 ,人们开始正视环境与社会之关系对自

然环境及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影响。

2. 环境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环境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有两个层面:

(1)理论层面: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各要素

对环境的影响;二是环境 、环境问题对社会各要素的

制约和作用 。主要有:人类社会行为与环境的相互

作用 ,社会结构 、分层等社会要素与环境 ,环境破坏

与环境保护的社会机制分析 ,环境价值 ,环境容量 ,

环境运动和环境意识研究 ,全球环境变迁 ,环境问题

中的社会关系(如环境公平 、环境歧视等),人口与环

境等。

(2)实践层面: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环境问题的

社会解决途径;二是环境保护的社会方法 。主要有:

具体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 ,组织(政府 、非政府组

织等)、群体 、个人的环境行为及与环境问题的关系 ,

环境教育与环境文化的形成与社会传播 ,科学技术

与环境保护 ,城市化 、工业化与环境保护 ,环境政策

和重大工程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估等。

随着环境社会学研究的逐步深入 ,其部分研究

领域将不断得到强化 ,一些新的领域将不断得以拓

展 ,并最终形成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 。

3. 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任务

环境社会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正确认识和妥

善处理环境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具体来讲就是 ,全

面认识环境与社会相互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研究

实现保护和改善环境与社会进步相互促进 、共同发

展的途径。随着社会经济的更大进步 ,人民环境保

护意识的增强 ,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等因素促进

了环境的改善和保护。因此 ,环境社会学的首要任

务是 ,要在全面分析环境与社会对立统一关系的基

础上 ,正确处理两者的矛盾 ,寻求实现环境和社会持

续 、协调发展的最佳方案。

(三)环境社会学的性质和特点

1. 环境社会学的学科性质

环境社会学是一门交叉学科 ,是社会学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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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分支学科 ,是环境科学与社会学交叉渗透的

产物 ,内容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 。环

境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 ,反映了当代自然科学与社

会科学综合统一的研究趋势 ,反映了对自然环境与

社会发展的研究采用的是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思

想。环境社会学也是一门应用学科 ,但它不是一般

的微观应用 ,而是根据自然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

律 ,并将这两种规律有机结合起来 ,在自然环境与人

类社会组成的“生态复合体”这一整体中 ,解决环境

问题 ,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

2. 环境社会学的特点

环境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 ,有其自

身的特点 ,具体表现为整体性 、综合性 、应用性 。

(1)整体性: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整体

性 ,环境社会学也充分体现了内在联系 、整体决定着

各个部分 、各个部分在动态上是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

的性质。同时 ,环境社会学的整体性更是由环境 —

社会系统的整体性决定的 。环境社会学必须从环境

社会系统的整体性出发 ,即从环境与社会的全局出

发 ,才能揭示环境社会问题的本质 ,才能找到解决问

题的有效途径。

(2)综合性:社会学具有综合性的特征 ,而环境

社会学的综合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在研究内容

上 ,环境社会学涉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大领域 ,

这就要求环境社会学应该集中研究环境与社会在各

个侧面 、各个层次形成的综合关系 ,而不是研究单纯

的环境问题或单纯的社会问题 。环境社会学在研究

任何一个环境问题的产生 、发展以及解决途径的时

候 ,总是要联系多种有关的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因

素来加以考察。例如 ,在研究某一地区的公害事件

时 ,既要研究这一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 ,也要考察这

一地区的社会制度 、经济发展 、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因

素;第二 ,在研究方法上 ,环境社会学需要综合运用

社会学 、环境科学 、生态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

法 ,对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关系进行跨学料的综

合研究。

(3)应用性:环境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分

支学科 ,从其产生 、发展的过程来看 ,正是人类社会

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深化 ,才会出现对人类社会

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研究 ,才会产生和发展环境社

会学 。环境社会学发展之后 ,又将在人类处理与自

然环境关系的问题上发挥指导意义 。环境社会学是

一门应用社会学 ,既具有理论性 ,又具有实践性。它

着眼于全球与区域环境问题的解决 ,为遏制环境恶

化 、改善环境状况提供社会学理论依据与指导 ,所以

环境社会学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应用价值 。

(四)环境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环境社会学研究方法是一个有着不同层次和方

面的综合的体系 ,这一体系中包括众多的内容 ,它的

各个部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我们将之分为三个

不同的层次 ,即:第一层次 ,关于研究方法的理论学

说 。第二层次 ,关于研究的基本方法 。第三层次 ,关

于具体的技术方法 。

1. 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

一般认为 ,方法论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哲学。环

境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 ,所涉及的主要是环境社会

学研究过程的逻辑和研究的哲学基础 ,或者说 ,方法

是规范环境社会学学科的原理 、原则和方法的体系。

(1)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方法论相结合

实证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是社会研究

中两种基本的 、常用的方法论。环境社会学所采用

的研究方法也不是单一的 ,实证主义方法论和人文

主义方法论在环境社会学中的应用是不相互排斥

的 ,可以结合使用的。另外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提供了将这两者统一起来的理论 ,在分析和研究环

境与社会各种现象方面 ,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

的观点 、历史发展的观点 、对立统一的观点等是非常

重要的 。

(2)系统分析与个案研究相结合

系统分析的哲学基础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

系和相互作用的观点。环境社会学认为 ,自然环境

与人类社会组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大系统 ,它同其

他一般系统一样 ,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整体性 、结

构性 、层次性 、开放性。因此 ,系统分析对于环境社

会学的研究具有特殊重要作用。

系统分析固然重要 ,但对于环境社会学的研究

来说 ,个案研究也是不可缺的。在个案研究中 ,若有

错误 ,很容易发现和修正 ,但在系统的讨论中 ,发现

和修正错误却是很困难的。就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而

言 ,避开具体的环境问题(如某国某地的环境问题对

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居民日常生活所引起的环

境变化等)不谈 ,而只谈及全球环境或有关环境问题

的国际关系等 ,对环境问题的解决和环境社会学学

科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2. 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社会研究的基本方法指的是研究所采取的具体

形式或研究的具体类型 。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

法是指对环境与社会之关系进行社会学研究时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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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分析模式 ,主要包括:结构分析 、角色分析 、制度

分析 、比较分析等。

结构分析是对社会要素的框架分析 ,通过这个

分析来把握它们的整体功能。结构分析包括两个方

面:即对社会整体的结构分析和对组织结构的分析 。

就社会整体的结构分析而言 ,环境社会学强调通过

分析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特定关系 ,来把握人与人之

间的特定社会关系及其互动模式 ,并以此说明环境

问题的解决都要受到特定社会关系的制约;对于组

织结构的分析则侧重于环境问题本身 ,说明环境问

题本身也是一个综合性的自然 —社会运动系统。

角色分析是对环境保护和环境问题相关主体的

社会行为的具体分析 。在环境问题产生 、发展过程

中 ,与之相关的社会人群根据其对环境问题的影响

类别 ,也占据了不同的角色地位 ,表现出不同的社会

行为 。为此 ,环境社会学就是要通过分析不同社会

角色的社会行为 ,制定环境保护的各种社会规范 ,鼓

励 、引导大众参与环境保护。同时 ,最大限度的控制

和协调由环境问题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和纠纷 ,减少

冲突 ,保证社会良性发展。这方面的分析包括环境

问题中的角色结构和角色期待 ,环境保护中不同角

色的产生 、繁衍 、社会化 ,角色关系 、角色冲突 ,对角

色行为的调整等方面 。

制度分析是不同角色的行为规范的分析 。社会

规范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创造出来的 ,用以控制 、调

整 、干预人们行为的手段 ,而社会制度则是人们在特

定的社会活动领域中围绕一定目标形成的具有普遍

意义的 、比较稳定和正式的社会规范体系。对制度

的分析研究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第一 ,实体研

究和抽象研究。实体研究是通过某一类别的社会群

体来认识与环境保护及环境问题相关的社会制度;

而抽象研究则通过分析此类社会制度来透视人们在

环境保护和环境问题中的角色关系 。它们分别体现

了归纳和演绎的思维方式 。第二 ,显功能分析和潜

功能分析 。显功能是与人们的直接目的有关的 、被

人们明确认识到的制度化行动的结果及其意义 ,潜

功能恰与之相反。例如 ,某一地区为了遏制环境恶

化的趋势 ,采取了一系列的环保措施 ,加大了环保投

入 ,建立了相关制度 ,这本是直接服务于环境的改

善 ,但由此也带来了该地区社会经济 、政治 、人文文

化等方面的提高 ,这就表现出环境保护的显功能和

潜功能的区别 。第三 ,正功能和负功能分析。正功

能指的是一项制度在实行后增强了社会系统的活力

和适应能力 ,促进了社会系统各个部分之间关系的

协调和稳定 ,负功能恰与之相反。具体分析环境活

动中有关制度的不同性质功能 ,保护和发展正功能 ,

改革和消除负功能 ,应是环境社会学中制度分析的

一项重要任务。

比较分析是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基本方法 ,其

目的是为了确定两个以上分析单位之间的差异性和

相似性 ,更有利于研究的深入。例如在环境社会学

研究中 ,比较分析不同社会经济制度 、政治制度和文

化制度对环境活动的影响;比较分析不同国家和地

区环境保护法规制度的差异性和社会效果;比较分

析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环境活动的变化;比较分析不

同国家环境社会学发展的历程等 。通过比较分析 ,

取长补短 ,促进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3. 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技术方法

技术方法指的是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资

料收集方法 、资料分析方法 ,以及各种特定的操作程

序和技术。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技术方法包括调查研

究 、实地研究 、文献研究和统计分析方法。

(1)环境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

根据调查方式的不同 ,调查研究方法可以分为

普遍调查 、抽样调查和个案调查。中国在公众参与

环境保护和公众环境意识等方面做了多次调查 ,就

是综合采用了抽样调查和个案调查方法 ,取得了丰

富的资料。

(2)环境社会学的实地研究方法

实地研究是一种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

中 ,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 ,并通

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

研究方式。日本环境社会学所开展的公害研究 ,在

使用实地研究方法上 ,历来有着优秀的传统 。以饭

岛伸子和福武直为代表的日本环境社会学家更是对

实地研究方法情有独钟 ,他们的工作取得了突出的

成绩。

(3)环境社会学的文献研究方法

与前述两者研究方法不同的是 ,文献研究方法

不是直接从研究对象那里获取研究所需要的资料 ,

而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的间接观察 ,从档案 、报刊 、文

件 、官方统计资料 、历史记录等文献中间获取资料 ,

并进行研究的方法 。

(4)环境社会学的统计分析方法

环境社会学的统计分析方法 ,是指应用统计学

的原理和技术 ,汇集 、整理和分析各种数据资料的方

法 。被世人所熟知的《增长的极限》,其部分结果正

是罗马俱乐部通过计算机分析得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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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内容

作为环境社会学学科体系建立的一个重要的组

成部分 ,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内容是由其研究对象 、研

究领域所决定的。正如其研究对象 、研究领域尚不

完善的情况一样 ,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也还没有

确切和固定的范畴 ,研究内容在不断调整 、更新 、丰

富 ,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阶段 ,这也正是一门新兴

分支学科发展尚不成熟的表现 。鉴于中国基本国情

和当前研究水平 ,我们提出环境社会学的十大研究

内容:环境问题与人口问题;环境保护与人类健康;

环境意识与公众参与;环境教育;环境文化;环境保

护与科学技术;环境保护与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与组

织 、群体;工业化 、城市化与环境保护;基本建设与环

境保护。

(六)环境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科学本身是内在的整体 ,任何学科之间都存在

内在的联系。环境社会学作为环境科学的一个分支

学科 ,它与环境科学其他分支学科之间有着一定的

相关关系 ,如与环境管理学 、环境经济学 、环境法学 、

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环境社

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它与社会学其他

分支学科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城乡社会学 、人

口社会学 、文化社会学 、发展社会学等。这里简要论

述环境社会学与社会学其他有关分支学科的关系 。

环境社会学与城乡社会学的关系。城乡社会学

是城市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的合称 ,城市社会学是

以城市的区位 、社会结构 、社会组织 、生活方式 、社会

心理 、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规律等为主要研究对象

的分支学科;而农村社会学则是研究农村社会结构 、

社会过程及发展规律的分支学科。城乡社会学也将

环境以及环境问题作为其研究内容之一 ,但它们关

注局部性的环境和环境问题 ,城市社会学关注城市

环境问题 ,农村社会学关注农村环境问题。城市和

农村的环境问题同样是环境社会学主要方面 。但是

环境社会学与城乡社会学的区别在于其研究对象的

侧重点 、研究重点以及目的的确定等方面的不同。

环境社会学与人口社会学的关系 。人口社会学

的研究对象是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认识和分析人

口结构 、人口过程和人口变迁 ,以及它们与各种社会

力量———文化 、经济和政治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 ,人口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

一样 ,它们都将社会文化 、经济 、政治等方面作为其

研究要素 ,但它们选择研究的结合点截然不同 ,人口

社会学讨论人口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 ,而环境社

会学则是要探讨环境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但同

时 ,人口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所以人口社

会学会涉及到人的环境意识等方面内容 ,而环境社

会学则将环境与人口的关系作为其研究内容之一 ,

这体现了两者作为交叉学科的综合性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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