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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

———以 《中国季刊》为中心的考察

刘雪利１，杨卫芳２

（１．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２．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

摘要：当今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的瓶颈。西方知名学者纷纷撰文研究

中国环境问题。其中，《中国季刊》这一杂志集中反映了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诸多思考。统观

西方学者的研究特点、对中国环境问题治理成就的归纳以及对中国环境未来的展望和建议，可从 “第三

者”视角得出中国环境治理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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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季刊》 （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创刊于
１９５９年，是西方研究当代中国最著名的杂志。第
一任主编马若德是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学生，其

在 《中国季刊》编纂过程中保持了高水准的要求。

欧美著名学者裴宜理、施拉姆、沈大伟、托马斯·

海贝勒等人纷纷在该刊物上撰文研究当代中国。

《中国季刊》是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研究中国学术

水平最高的杂志之一。本文在梳理 《中国季刊》

中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 （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７年）环境
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其对中国环境

问题的思考和建议，并由此得出了对我国环境治理

的启示。

一、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特点

《中国季刊》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

究始于１９８８年———中国官方决定三峡工程建设之



时，至２０１７年已经进行了３０年，积累了比较丰富
的成果。中国自１９７８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在经
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许多严重的环境问题接踵而

至。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曾经的环境问题

也同样非常严重，而如今其环境已大为改善。因

此，在很大程度上，研究西方国家环境治理的经

验，特别是 《中国季刊》西方学者自２００７年以后

的观点，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启发和借鉴。

（一）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 “常态化”

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７年这一阶段，《中国季刊》中西方
学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文章共有１７篇 （不包括

２０１３年环境治理专题的８篇文章）。除了２０１５年之
外，每一年至少有１篇，至多有３篇。（详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７年以来 《中国季刊》刊发中国环境论文统计

年份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发文量／篇 ２ １ １ １ ３ ２ １ ３ ０ １ ２

　　由此可见，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７年这１１年间，西
方学者一直持续关注着中国的环境问题，研究显现

“常态化”。特别是２０１３年举办的一次关于环境治
理的专题研讨会，更是突出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

问题的重视。实际上， 《中国季刊》自其创刊以

来，其西方学者大部分时段里的研究重点在中国的

政治和经济方面，环境问题并非其关注焦点，但

２００７年以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中国环境问
题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并逐渐成为其刊出文章不可

或缺的部分。毫无疑问，对中国环境问题研究的已

经成为海外中国学的一种常态。

（二）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 “宽泛化”

环境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西方学者对

中国环境问题的分析也一直都是与其他领域 （如

政府、经济、法律法规等）相结合而进行。《中国

季刊》的刊发论文也不例外。下表２是有关２００７
年至２０１７年该期刊中讨论中国环境问题论文涉及
其他领域的发文数量统计。

表２　２００７年以来 《中国季刊》中国环境

论文涉及其他领域发文统计

涉及

领域

法律

法规

政府

政策

人民

群众

国际

力量

经济

发展

发文量／篇 ３ ９ １ ２ ２

如表２所示，这一阶段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环境
并不单纯呈现环境问题，而是与其他领域问题相结

合。其特点如下：１西方学者非常重视中国环境
问题中政府的作用以及政治体制对环境问题的影

响，在西方学者眼中中国环境问题与政府的角色密

不可分。２相较于政府，人民群众与环境问题的

关系研究较为薄弱。２０世纪末，中国非政府的环
境保护组织逐渐开始建立，此后的十几年间此类环

境保护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这在中国环境治理中有

着里程碑式的意义，而 《中国季刊》中的西方学

者对此研究偏少。３．随着２１世纪中国对外开放水
平的提高和层次的深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

密，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国际因

素，中国环境问题显然不仅对国内更在国际上产生

广泛影响。综上，无论多少，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

问题的研究已牵涉到方方面面。

（三）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 “时代化”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环境问题在内容上倾向于对

某一环境问题进行调查分析，然后得出结论。就个

案的范围来说，这些研究中既包括了沿海发达城

市，又包括了西南地区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基本

上能够反映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就研究反映出来

的问题来看，西方学者不总是披露中国环境治理中

的弊端，相反，与２００７年之前的研究相比，不少
文章中透露出中国在环境治理中的一些值得继续推

进的做法。在西方学者眼中，中国环境问题的治理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环境问题治理的来源看，西

方学者不再像之前将视野限于中国国内的一些变

化，相反，将着力点放在了一些外力 （如世界银

行、国际会议）的助推作用上。而除了关注环境

问题的传统治理手段 （如政治体制变革、市场引

导、民众道德意识提升）之外，西方学者在研究

中加入了不同地区的文明 （如少数地区的文明、

企业文明等）对环境治理效果的作用，并深挖这

些文明中生态理念和生态价值。西方学者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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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生态现代化进一步推进过程中必须加以认真

对待的因素。由此可见，西方学者非常注重对中国

环境问题的时代性思考。

二、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环境治理成就的归纳

虽然中国环境问题仍相当严重，环境治理的过

程依然较慢，但是上至中国政府下至普通民众，这

几十年来都在为治理环境进行努力，中国环境治理

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局部性成效。ＲｏｂｅｒｔＷ．Ｍｅａｄ在
研究北京奥运会的环境清理和健康收益时了解到，

北京为了争夺２００８年奥运会的主办权而进行了空气
和水污染的治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环保项目，

如垃圾分类、绿化带设置、各种植树活动，以及电

力、照明和热水改用非化石燃料产生等［１］２８１；其１０
年来的环境治理带来的经济总效益达５００亿元，包
括空气潜在年增收 ３５亿元，水年潜在增加 ２６亿
元［１］２７５。而ＡｌｉｃｉａＳ．Ｔ．Ｒｏｂｂｉｎｓ在研究中国环境改
革时指出，中国森林面积相对较大幅度的增长在国

内和全球被誉为世界少数环境成功案例之一。［２］３８１西

方学者对中国环境治理取得成效还进行了如下归纳：

第一，互联网为环境运动提供契机。信息时

代，互联网的引入和普及给人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伴随着这一趋势，互联网和环境运动在２０
世纪末２１世纪初期的中国进行结合，为环境改善
做出了不少贡献。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环境运动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 《中国信息》２００７年关于环境行
为主义的专题中。ＳｅｕｎｇｈｏＬｅｅ认为中国基于互联
网的活动在环境保护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使环保

团体能够以低成本宣传其计划和活动，并组织在线

和离线活动。［３］杨国斌 （ＧｕｏｂｉｎＹａｎｇ）在研究中国
环境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政治中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时，强调了互联网导致网络组织的诞生、绿色虚拟

社区的出现，在这一社区内资源共享为环境运动提

供了组织平台。［４］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Ｓｕｌｌｉｖａｎ在研究中国环境
行为主义时认为：异议在中国网络中十分明显，互

联网是 “促进创造新的社会变革机构”；通过互联

网提供的新闻和环境信息可促进讨论和沟通以及进

行在线活动等行为；互联网和社交网都对环境行为

主义行为的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５］

第二，中国政府重视环境信息的强制披露。

１９９９年，中国开始实施环境信息披露。其后，受镇

江经验的启发，２００５年 １１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８年升级为环境保护部）出台了 “部长级通

知”，引进技术指导原则，要求各城市对工业环境绩

效进行评定。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

开展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其第二十

七条明确要求省、市政府定期报告环境质量和生态

活力信息，及时报告环境事故，为公众参与创造机

会。２００７年４月５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国第一个开放
政府信息公开法令一周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布了

《环境信息披露 （试行）办法》。ＷａｎｘｉｎＬｉ在对镇江
和呼和浩特两个城市的信息披露进行比较研究后发

现，此政策激励公众参与到环保行业清洁中，形成的

镇江和呼和浩特经验成为很多城市学习的榜样。［６］

第三，地方领导人强有力政策推动。这是 Ｙｕ
ｗａｉＬｉ在对苏州县级城市研究后得出的启发性结
论。１９９７年国家启动了环境保护模范城评选，到
了２０１１年已经出现了６７个城市，５个城区达到了
“模范城市”的标准。以第一个城市张家港为例，

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８年秦振华任张家港市委书记时期，
根据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作为乡镇领导的经验，以
及在帮助当地化工行业升级方面所做的工作，他将

环境视野提升到了城市，实现了 “黄金和白银”

（金山银山） （经济收益）与 “绿水和青山” （环

境保护）之间的平衡。为此，除了严厉制止企业

污染和进行公共宣传教育外，在决策时还对环境问

题和经济机会同等重视，实行 “一票否决制”。这

些努力都帮助张家港成为全国第一个 “环境保护

模范城市”，并形成了 “张家港精神”，创造了

“张家港速度”，同时也引导了昆山、太仓和吴江

等更多城市加入 “环境保护模范城”计划中。［７］

第四，国际力量的介入。ＲｏｂｅｒｔＷ．Ｍｅａ认为中
国宣布２００８年夏季奥运会申办时，北京选择了 “绿

色奥林匹克”主题，表明主办奥运会将成为促进环

境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１］２７５显然，在国际性

大赛的影响下，背景的环境问题才有这么好的治理

效果。ＭａｙＴａｎＭｕｌｌｉｎｓ在世界银行对浙江慈溪湿地
项目的研究中揭示出 “外来因素”如何对中国的能

力建设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国际行为者如何导致

成功引进良好的环境治理。Ｈｅｇｇｅｌｕｎｄ则强调，国际
层面的介入对提升中国环保意识非常重要，并最终

得出结论———良好的环境治理同时需要包容非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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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活动如全球基金的协助。［８］

三、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治理仍需努力的几点建议

中国的环境治理虽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进展和

成果，但是距离环境彻底改善还有很大的一段距

离。《中国季刊》中的西方学者在对当代中国环境

治理取得成就的原因和环境治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相关建议：

（一）注重维护环境正义

ＡｌｉｃｉａＳ．Ｔ．Ｒｏｂｂｉｎｓ在对中国森林面积大幅增
加进行肯定的同时，认为对中国国内来说需要进一

步改善农村生计，维持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以及

增加森林产品制造和建筑部门的产出。对全国大多

数农村居民来说，林业对农民收入没有实质性的贡

献，因此提出只有通过增加现金收入来改善农村生

计。他还指出：依赖森林的社区继续成为中国最贫

困的社区，经济发展仍然远远落后于沿海和城市地

区；国家促进土地使用权改革，试图在确保重新造

林和高品质森林的同时提供收入，这两个目标并不

总是相容的。［２］４０３另外，贫困地区为了改善环境而必

须牺牲发展经济的机会，这一现实问题造成的不公

平，成为环境改善工作能否可持续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必须妥善处理好民族问题

中国人口众多，民族构成复杂。中国民族地区

环境治理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各民族的民族情怀。

ＴｈｏｍａｓＨｅｂｅｒｅｒ在２０１４年对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
进行案例分析时发现，当地的彝族经常因地方环境

退化而被指责，而一些彝族学者则认为彝族有悠久

的生态与自然保护传统，不应该为环境退化负主要

责任。如何处理好这些情绪对环境治理十分重要。

他认为：国家通过 “灌输”战术和运用纪律处分

手段来实现 “文明使命”，中央采用具体技术来指

导当地领导干部的文明和环境行为，并将每个人的

文明和环境行为输入给 “内部的权力”，这改善了

生态状况；这一措施结合当地政府对于彝族有部族

或族裔关系的把控，能够带动少数民族的环境治理

决心，从而达到良好的环境治理效果。［９］

（三）发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ＢｊｒｎＣｏｎｒａｄ在研究中国气候问题时认为，中国

试图通过气候正义的论据来提出这一挑战，指出发

展中国家享有经济发展的道路不受发达国家过去所

逃避的生态责任的阻碍。这些观点不可否认的优点

就是使中国能够很好地将其与国际义务隔离开来，

而不会失去太多的声誉。［１０］ＭａｙＴａｎＭｕｌｌｉｎｓ在评估
中国利益相关者在亚洲和非洲大型水电项目中的行

为时，承认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外水坝建设者，

为中低收入国家开辟了就业机会。巴黎环境能源署

（ＩＥＡ）的一位官员说，水电被认为是全球气候变化
减缓战略之一，其优势包括防洪、技术进步和创造

就业。但同时，ＭａｙＴａｎＭｕｌｌｉｎｓ认为，中国的利益
相关者需要重新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利的环

境影响，处理好社会和能源正义、环境保护和恢复

以及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的问题。［１１］

四、西方学者的中国环境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在 《中国季刊》中，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环境

问题的研究视角比较宽阔，研究内容根据真实案例

而来有很强的说服力，研究呈现出来的结果也大都

对中国的环境治理有所启发，当然其中也存在糟粕

之作。单就启示而言，笔者认为，有以下主要内容：

（一）我国环境研究必须突破学科之间的障碍

《中国季刊》中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环境问题

的研究与中国国内有较大差别：西方学者的文章中

能够将最新的评估环境治理的先进技术融入其中，

做到跨越文科和理科的障碍界线，其可读性较强。

而相比之下，我国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比较分裂：首

先，从学科专业来说，大部分院校是将环境专业放

在环境学院或工科性学院，其主要研究的是技术性

的，如水污染的技术处理、大气的技术检测等。而

在理论层面上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则客观上又偏重于

人文社科，如探讨某位哲学家的生态思想、生态马

克思主义流派思想、环境教育等等。这样的局面造

成了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环境治理不能脱离理论研

究，但同时应更重视可操作性的实践。两者的脱节

只会让环境的根治障碍重重。实际上，环境研究是

一门综合性学科，在这方面我们与西方学者的研究

相比还存在差距。

（二）环境治理必须嵌入中国社会方方面面

环境治理融入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主要是指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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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治理与经济、政治和文化、文明等相融合。

１．将 “生态理性”贯彻到国内企业中

环境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其也牵涉到政

治、经济、社会成员等各方面。虽然 ＷａｉＨａｎｇ
Ｙｅｅ在评估广东利益相关者和环境管理实践时认
为，生态问题逐渐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上立足起来，但是在国内的市场经济中，绿色在很

多时候被看作市场策略，国内一些企业的趋势主要

是使用环境来实现经济目的。根据 ＥＭＴ（评估欧
洲大陆环境治理的前景）指标，现代社会资本的

内在动力，可以调动各种市场主体，也可以成为实

现现代化的关键 “携带者”。中国的大多数公司将

绿色环保作为对环境承诺，而将生态制度化为中国

经济结构仍旧很弱。［１２］

２．注重环境治理中对地方文明的借鉴
鉴于地方文明在地方价值观、风俗习惯、道德

情操、信仰和各种制度中的特殊作用，环境治理不

能仅以改善环境为目标，而在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将

生态纳入地方文明中。ＮｉｍｒｏｄＢａｒａｎｏｖｉｔｃｈ在对内
蒙古境内的环境活动进行研究时认为，内蒙古的知

识分子早已经将环境问题、民族政治和民族身份认

同结合在一起，并试图从环境问题找出内蒙古境内

的活动的原因。而 ＴｏｍａｓＨｅｂｅｒｅｒ对四川彝族自治
州的案例正好相反，在彝族生态文明的构建过程

中，上级政府注重引导政府官员对彝族文明的借

鉴，因此把彝族文明用于环境治理，在避免冲突的

同时改善了环境。甚至 ＷａｉＨａｎｇＹｅｅ在研究企业
行为时也认为，模范公司的许多做大来源于儒家意

义上的仁慈，并推断文化背景是中国生态现代化未

来研究的热土。

（三）中国环境问题的未来依靠 “信息环境

治理”

信息环境治理这一说法比较新颖。但早在１９９０
年美国民众对雷神公司进行臭氧破坏化学品排放的

公开问责中，相关的信息披露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中国，１９９９年开始实行环境信息披露，并逐步将
这一政策制度化；２００４年中国实施实时监测设备安
装，并责令环保部门和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定期交

流他们的相关排放数据；２００８年环境信息披露法律
生效，中央以信息披露的方式推动地方政府的透明

度建设。截止到２０１７年，我国环境信息的采集量已
经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但是对于这些信息的管理

则需要采用突破常规管理的新思维。２０１５年９月，
国务院印发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系统部署

大数据发展工作，我国开始步入大数据时代。依托

科学管理，大数据能够为各行各业提供决策信息支

持。ＭａｔｔｅｏＴａｒａｎｔｉｎｏ在研究中国的软件、环境保护
和数据流时针对三者关系用绿色数据库对其进行了

概括，最后得出结论：中国中央政府为促进信息的

收集、管理和披露而推动提高环境透明度，与此同

时中国的体制分权化也体现在缺乏集中的信息披露

标准，从而使地方行为者的空间和自主权力能够选

择和制定自己的软件设计及标准。［１３］在信息治理下，

引导民众更多地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这样才能够

对破坏环境的行为形成制约和监督，从而变国家的

生态计划为民众的生态自愿行为。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环境问题时总是不可避免地

带有西方逻辑思维的烙印。鉴于我国的国情和发展

阶段与西方有比较大的差异和差距，其有些看法在

国内不一定适用，或者是使用的方式和方法要有所

差别。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不能完全亦步亦趋地按

照西方国家的方式方法来进行，这是中国环境治理

重要原则之一。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国家环

境治理的效果有目共睹，其先进的技术和环境理念值

得借鉴和学习。《中国季刊》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国

际知名学术刊物，其发表的西方学者有关中国环境问

题的研究成果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更具针对性的意义。

［参考文献］

［１］ＭＥＡＤＲＷ，ＢＲＡＪＥＲＶ．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ｌｅａｎｕｐ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Ｇａｉｎｓｆｒｏ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ＧｒｅｅｎＯｌｙｍｐｉｃｓ［Ｊ］．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８（１９４）：２８１．

［２］ＲＯＢＢＩＮＳＡＳＴ，ＨＡＲＲＥＬＬＳ．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

ｇｅｓ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ｓＦｏｒｅｓｔ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Ｅｒａ［Ｊ］．ＴｈｅＣｈｉ

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１４（２１８）：３８１．

［３］ＬＥ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Ｃｈｉｎａ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２１（２）：２６９．

［４］ＹＡＮＧＧｕｏｂ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ＮＧＯｓ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５

（１８１）：４６－６６．

（下转第５３页）

１４第５期　　　　　　　　　　　刘雪利，杨卫芳：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



殊教育资源的信息和数据共享。同时，借助这个平

台政府可以加强教育、卫生、民政、残联等多部门

的合作，实现各部门间的资源协调与整合，推进多

部门合作机制的建立，增强政府的统筹能力。除此

之外，在县区级地方层面，应由县区级政府牵头建

立融合教育工作协调系统，明确不同部门的权责利

以及隶属关系，成立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加大

区域内融合教育的多方合作。

（六）大力支持学前融合教育

《残疾人教育条例》提出： “支持对学前残疾

儿童的早期干预、早期康复和早期教育，普通幼儿

园接受残疾儿童实施融合教育，为就读的残疾儿童

提供适当的教育和康复训练。”目前，随着入园率

不断提升，特殊儿童在幼儿园以及早教机构接受融

合教育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多。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

教育部门要和残联通力合作，加大对学前融合教育

的支持，对办得好的学前教育机构给予财政补贴，

鼓励学前教育机构开展融合教育。此外，建议将昆

明学院附属幼儿园建设成为融合幼儿园省级示范基

地，以此带动整个云南省学前融合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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