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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Ⅰ② 

中国的环境问题 

―风险，保护,互动 

 

 

思 沁 夫 

1．世界在可持续性社会的“途中” 

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从美国环境保护的思想和运动来看，环境保护经

历了三个大的转变过程。首先，在追求经济生产的阶段，只考虑环境的效益，

并不考虑环境问题和追究环境负荷的责任。其次，最初的环保是由对原生态自

然和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而开始的，后来逐渐加深理解和思想的深度（即ディー

プグリーン：深层绿化），也就是说，开展了包括改变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在

内的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最后，环境保护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以大量

浪费和严重破坏环境为特征的,对非持续性开发的抗议和保护人类,自然界和自

己的生活的，参与式,民主式,对话式的草根运动.随着政府和企业之间对立的缩

小、关系的模糊化，由市民展开的环保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更加普及和影响扩大

了。 
全球气候变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消失、人口增加，应该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虽然挑战已经开始了，还没有找到根本的解决策略和有效

的手段。环境专家摩尔，在关于生态现代化中的环境政策中谈到，环境政策应

该由集权的国家官员主导的先污染再治理转向由民众和 NGO（非政府组织）

主导、民主的,参与式的,以预防为主的环保方式转换.他认为应该寻求改变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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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监管环境,如何使市场激励机制发生作用。总之,环境保护的理念下形成的可

持续性发展观是人类伟大的成果之一。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这个理念与现实

之间有一个着一个巨大的鸿沟。 

2．中国的环境问题 

我一直观察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努力参与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中国还

没有必要步入可持续性发展的轨道。更准确一些说,中国的现状是与可持续性

相背道而驰. 
自然究竟是什么，人类的行为能影响生态环境到何种程度？在中国，思

想、知识和人们的意识都有待于提高。据中国政府和地方的报道，政府对森林

的面积、自然能源的利用、食品的安全进行了各种努力并取得了不少成果。是

否真是如此，我们不得而知，难以论证。与政府的主张相反地，中国的环境问

题不断加深，对环境的影响也正在不断地扩大。事实上，对中国政府来说，比

起环境的根本变化不如重视稳定社会和组织的影响力。中国的环保教育是通过

中国的环保 NGO、环保机构、教育机构来推广普及的。然而,事实上中国环保

活动的影响力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如果不大刀阔斧地转向环保，那么个别的成

果也会变的徒劳，无法阻止环境污染的扩大。 
1）人口问题： 

从表 1 可知，中国 1960 年以来人口增长显著，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1964
年 7 月实施）为 6 亿 9000 万人，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2 年 7 月）的人

口总数突破了 10 亿。中国的人口总数 80 年代超过 10 亿后，国家本着抑制人

口发展过快的目标，实施了独生子女的政策。 
然而，由于人口基数庞大，80 年代后人口也持续增长着。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2010 年 11 月）的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口总数达到了 13 亿 7000 万。

据推测人口将在 2020 年超过 14 亿人，并且在达到 15 亿人口数的顶峰后，中

国人口向减少的趋势转换。 
在任何情况下，13 亿人~15 亿人的消费需求，远远超过了中国本土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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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承受限度，所以，为了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必须提高从世界各国进口

农产品的比例。换句话来说，中国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等并不富裕。巨大人

口数量带来的内部压力与外力部影响力，可能会导致环境更加紧张，并且增加

了风险性。 
2）水问题： 

水的问题是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中国的水资源总

量是世界的第四或第五位。但是，人均水资源量仅为 2220 立方米，是全球平

均 7342 立方米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而且这些水资源 80%集中分布在南部地区

（长江流域），北部和中部的水资源极其匮乏。更为严重的是，其中 90%的水

被污染了，不能直接作为生活用水来利用（参考表 3）。也就是说，中国面临着

水资源不足与水资源污染两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而且，由于缺乏地表水，地下

水被过度地利用，正在不断引发全国范围内的土地下沉的现象。土地下陷造成

的事故和灾害也频繁地发生。总之,水的问题是,影响 21 世纪中国的大问题,可
是如何解决为题,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方法和理念. 

3）农业问题： 

农业问题在不断地被提升，在本次演讲中我不准备具体说明，有兴趣的人

请参考我的论文。 
农业问题一方面问题很严重,另一方面可持续性社会的构思又离不开农业.

因为 4000 年的东亚地区的农业文化里包涵了循环的思想和实践. 
３.「风险化」的中国的环境问题 

我们谁也没有意识到风险的存在，因此客观地看待风险性是不容易的。此

外，在全球化的时代，风险的程度和规模在扩大的同时，风险又是在不平等和

不公正的条件和非对称的时空里进行分配的。什么是风险社会的的特征呢。一

个是，全球化的条件本身；第二个是，无法从日常来判断和进行风险管理，它

需要依靠专家或者专门的机构。此外，风险社会与民主主义密切相关，和民众

的对话，以及必须考虑以该地区的居民为主体。贝克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应付风



  

36 

 

险社会的方法，但他提到，居民的力量会对风险产生起到一个巨大的防御作用。  中国的环境问题（全球气候变暖除外），必须抱着它是世界上具有最大风

险的问题来认识和对待。虽然我们注意到了个别的环境问题，但并没有过问根

本的问题，也就是说，环境问题的整体的本质并没有被把握。国家和学会的体

制和研究机制在风险社会中需要调整，而且,改善环境问题的道路还非常遥远

和漫长。考虑到以环境问题为重点的实践，要观察共通性和协作的必要性，我

们要有评价社会实践的方法。本稿，从思考转向社会实践，并非停止对事物的

批判，而是作为新的开端来具体地考察问题，以便进一步讨论和思考。 
1）核电站的问题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和农村地区的电力普及，电力的需求逐

年增加。然而，中国能源的 75%来源于火力发电。中国的煤炭消耗量约为世界

的一半（详见图 8）。众所周知，煤炭燃烧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和硫的氧化物，

这些是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物质。也就是说，大量消费煤炭，而没有完善的处

理技术，是大气污染和全球变暖的原因。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正在推动

名为“绿色能源”的水利发电和核能发电。  尽管中国的四川省、云南省、广东省和东北地区是地震或台风等自然灾害

多发地区，这些地区的核电站建设仍然在进行中。尤其是四川省、云南省、甘

肃省所属的南北地震带，像 2008 年和 2013 年发生了 7 级以上的特大地震的

那样（参考表 6），已经进入了欧亚板块与印度板块的活跃期。核电站对中国

人民，更甚至对东亚诸国的影响值得我们关注。 
另一方面，2003 年，中国颁布了放射性污染防止的法令。这部法律的专

业性很强，制定了防止核设施、核技术、铀矿开发、以及辐射废物的丢弃和污

染的方法。这部法律如何根据地域差异而分别实施呢？关于责任赔偿规定的地

区差异的法律体系还未完善。  中国鼓励作为绿色能源的核电站和水利工程的建设。然而，核电站一直有

着严重的安全问题，长期来看的环境污染威胁着人们生活和健康。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大坝的建设持续进行着，特别是 80 年代以后更是增多了大坝的建

设。随着中国最大的三峡水利工程的建设，被迫离开自己家园的人口达到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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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以上。大坝建设的推进派认为，大坝有防洪、蓄水、发电等优点。然而大

坝的建设却令无数人们背井离乡。而且，大坝对生态的影响和地域环境的变化

产生的众多环境问题并没有被公开讨论。除了建设大坝之外，由于对长江和黄

河等“三江水源”的保护、草原的生态系统的恢复、沙漠化和矿山的开发等政

策，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等地区的游牧民族和农民的无

法避免地不断地被迫迁移了。住民都迁移到城市的结果，对他们来说仅仅是生

活环境改善了，然而失去的环境、文化、文化遗产却被大多数人忽视了。  在这里，我们想考虑一下被社会排除在外的人们。20 世纪以来，“环境难

民”这一词开始被大家所认识。虽然现在在中国他们被称为“生态移民”，但

这是 1980 年以后才开始频繁地使用的词汇。现有的生态移民是伴随着大坝的

建设和故乡的沉没产生的危险性，而被强制地移动的。此外，对游牧民和农民

来说，是以恢复自然生态为目的而进行的强行迁移。生态移民相关的内容在《关

于现代中国的 13 个问题——中国地区研究讲座（OUFC 手册卷一）》中已有介

绍，但中国生态移民的精确数据却不存在。但是，仅就内蒙古来说，大约有 60
万人（8 成以上为游牧民）成为了生态移民。如果我们以内蒙古的蒙古族人口

有 400 万来考量，生态移民的数量 60 万是一个非常令人讶异的庞大数字。与

中国不同的是，日本在福岛核泄露发生后，居民无法选择回归故里，且变得开

始担心和忧虑核问题的强大危害。认为核问题催生了“社会的分化”。  在这里重要的是，必须考虑到风险面前人人并不平等。贝克说，风险的全

球化催生了风险社会的诞生。然而我们必须考虑到，风险是社会性的、对地域

的情况来说，是不平等被扩大化了，或是任何问题都在深层潜伏着？ 
2）传染病的问题 2003 年，名为 SARS 的传染病带来的健康危害以及社会的混乱和影响到

现在仍然记忆犹新。SARS 被扩大的最大因素是中国的体制。特别是地方政府

隐瞒了事实，中国政府比起步调一致与国际社会，更加关注的是政治上的理由。

由 SARS 得到的教训,WHO 决定，被 WHO 指定的区域内，必须在 SARS 发生24 时间内发出通告，并有接受调查队伍的义务。WHO 的严格规定体现了对中

国政府的不信任。中国政府内的理解、认可、经验以及知识不足是造成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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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主要因素。共产党强制管理、封锁，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也是一个问题。

我认为，对中国政府措施的背景，我们可以指出以下的问题。缺乏现代的危机

管理能力、逃避责任而隐瞒情报、蔓延到地方政府和官僚机构的社会现象、不

民主的判断和对应措施、无视个人自由的强行措施和与国际社会的不和谐。2013 年，N7N9 在上海爆发。这一次，在死亡例出现后，中国政府接受了 WHO
的协调、支援和指导，没有出现 SARS 那样的事态严重化。  民族主义的抬头和没有构筑起交流的平台是,议论的狭隘化的主要原因.当然

学术自身的问题. 
4.第三条道路 

不能说亚洲的基层非政府组织（非政府草根组织）的活动与其影响力比西

方显著。它与国家的制约和传统、文化、社会条件的不成熟等因素密不可分。

然而，以国家为中心来考虑环境问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全球气候变暖、环境

污染、资源枯竭变得严重的同时，却并没有向着全球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大

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并没有改变经济至上主义，但我们已经迎来了理念的大转弯。

在这里，我们以中国作为事例来考察。 
不仅是由各个独立国家组成的世界，还有抱着共同的目的而聚集的团体，

这里以市民为中心的草根环境 NGO 以及他们对于环保的努力是值得关注的。

欧洲的环保也是从草根民众开始，然后将政府、企业、市场带动起来。在东亚

的环境领域所介绍的“绿色地球网络”，取得了不错的进展。环境 NGO 的实施

过程中重要的一点是，有协作、富有同情、并且怀着稳步共生的意识而去运行

实施。可以明确地感受到组织瞄准一个目标前进的姿态。这对研究来说是非常

具有参考意义的。因此，我想向大家介绍两个中国草根民众水平的活动事例。

绿色地球网络与自然之友(1)。 
註 
(1) 中国环境保护的活动和环境 NGO 相关的活动，请参阅：大阪大学中国文

化论坛编写（2013）《关于现代中国的 13 个问题——中国地区研究讲座》

（OUFC 手册卷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