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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为附庸的乡村与环境恶化

王晓毅

　　我们似乎无需去论证农村环境问题有多么严重 ,因

为几乎所有环境问题都首先表现为农村环境问题。比如

水污染问题 ,尽管城市也一样饱受水污染的影响 ,但是农

村所受到的水污染影响远远比城市严重 ,一些地区农民

所赖以为生的河流或者干涸 ,或者被严重污染 ;空气污染

似乎是城市独有的 ,农村被看做是空气新鲜的地区 ,但是

许多农村地区却饱受污染企业的影响 ,许多在城市无法

生存的企业被搬迁到农村地区 ,从而在局部地区产生了

远比城市更严重的空气污染。传统意义上 ,农村经常被

看做山清水秀的地方 ,是被污染的城市的一个参照物 ,因

为那里没有现代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 ,当所谓发展一

旦进入到农村地区 ,农村的污染就比城市更严重。农村

不仅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 ,而且

经常因为被转嫁了城市的环境问题而变得更加严重。农

村的环境问题是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所讨论的问

题就成为发展中的环境问题。英文 development 既被翻译

成为发展 ,也被翻译成为开发 ,可能开发更可以表现出农

村经济发展过程中 ,因为自然资源被不断消耗 ,从而产生

了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现状。

开发之所以带来了环境问题 ,其中很大的原因就在

于开发已经成为一种外来力量作用于农村社会。我们如

果简单地将社会看做城市和农村两级 ,那么农村地区在

开发的过程中知识和权力中心都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在开发以前 ,农村地区被看做是闭塞和落后的 ,而开发以

后 ,农村地区开始变得开放和先进 ,但是开放和先进使农

村地区原有的独立性在逐渐失去 ,从而沦为城市的附庸。

人们经常将环境问题看作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 ,但

是当我们看到这种关系背后的权力关系和知识问题的时

候 ,环境问题才会落入到社会学的视角。

在农村开发以前 ,农村社会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现在

这些知识经常被称为地方知识 ,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在有关少数民族的研究中 ,许多地方知识被重新发掘出

来 ,并被认为在环境保护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

蒙古族的传统中就有许多关于草原保护的地方知识 ,许

多蒙古族的朋友告诉我们 ,他们小的时候 ,父母会告诉他

们不要向河里倾倒垃圾 ,不要乱挖草原 ,烧柴只能捡拾干

枯的树枝等等 ,这种知识的养成对于干旱地区生态环境

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样 ,在西部的许多民族地区都

有崇拜神山神树的传统 ,一些地方有水源保护林 ,通过地

方的崇拜来保护环境。在农业地区 ,对水资源的分配、使

用也有许多相关的地方知识和地方制度。

在工业化之前 ,人们高度依赖自然资源 ,从而对自然

充满了敬畏 ,在他们的知识体系中 ,更多地强调顺应自

然。在讨论地方知识时候 ,有两个例子被经常引用 ,一个

是游牧文明 ,现在许多研究表明 ,游牧并非是落后的生产

方式 ,而是顺应了草原的变化 ,逐水草而居 ,从而保护了

草原。另外一个则西南山区的刀耕火种 ,刀耕火种过去

经常被认为是落后的 ,因为产量很低 ,而且破坏森林资

源。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刀耕火种并不是如人

们所看到的那样大量毁坏森林 ,反而是一种保护环境的

资源利用方式。

传统知识是内生的 ,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所产生的

知识体系 ,在当地人的生活实践中逐渐总结出来的。尽

管这些知识看起来可能有些混乱 ,甚至被贬低为落后 ,但

却在数千年中保护了当地的环境 ,因为在这种知识中 ,人

只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 ,人类要顺应 ,而不是简单地改造

自然。尽管在北方牧区经常将农业进入草原牧区看作是

草原生态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 ,但是那个时候的农业除

了开垦土地以外 ,对资源的利用能力有限 ,一旦受到自然

的限制 ,农业生产也会被迫停止 ,或者采取顺应自然的耕

作方式。

但是这种本土的知识正在让位于外来的知识。所谓

外来的知识实际上是伴随着工业化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与传统的知识不同 ,他们强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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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人的工作 ,使环境为人类服务。外来的知识将自然界

看做资源 ,必须产生出产品。一块草地没有存在的价值 ,

除非被用于放牧。当工业可以产生更多利润的时候 ,放

牧应让位于工业。森林、水和草地也都被看做资源 ,要为

人类生存做出贡献 ,它们存在的价值仅仅在于服务人类。

在这种观念下 ,甚至环境保护也变成了利益的权衡。森

林为什么要被砍伐 ,是因为森林可以为人们提供木材 ;森

林为什么要保护 ,因为森林可以保持水土 ,可以增加碳

汇 ,从而减缓气候变暖。保护森林是因为保护森林比砍

伐森林可以带来更大的收益。

当这种知识体系确立以后 ,农村社会已有的知识被

认为是落后和没有价值的 ,环境保护需要从农村之外将

环境的知识传播到农村地区。我们在这里也许无从评判

科学知识的正确与否 ,但是我们在这些知识的引入中的

确感觉到了许多破坏性的力量。比如在农业领域 ,新的

作物品种无疑提高了粮食产量 ,解决了农民吃饭的问题 ,

但是其影响无疑是复杂的 ,因为新的作物品种需要有更

多的肥料和水资源支持 ,并带来一系列的工业产品下乡 ,

如农药、地膜、农用机械等等。当这些进入农村以后 ,农

业生产就被绑在市场经济的战车上 ,农民需要购买越来

越多的物资 ,为此需要出售越来越多的农副产品 ,也包括

他们自己的劳动力。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 ,农民的知识变得越来越不够用

了。比如面对复杂的配方 ,农民不知道需要施用多少化

肥是合适的 ,他们只有求助于农业技术人员的测土施肥 ,

如果没有 ,农民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 ,多施肥以保证足够

的产量。多施用的化肥、农药残留在作物中 ,流失到土地

和河流、地下水中 ,并导致了河流和湖泊的富营养化 ,从

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不仅化肥农药造成了污

染 ,而且由于化肥替代了农家肥 ,原来宝贵的农家肥现在

成为了污染源。

过去 ,农村几乎不存在垃圾问题 ,因为几乎没有不可

降解的工业品进入农村。但是随着工业品下乡 ,每一个

村庄都面临着严重的垃圾威胁。如果你翻看一下垃圾的

构成 ,大多数是现代的工业品 ,最典型的是塑料包装。几

乎所有的农村小店都在经营者质量低下的工业产品 ,而

这些经常被农民看做是高档的东西。卖掉鸡蛋买方便

面 ,并且被看做是生活水平提高表现的怪异现象经常出

现也就毫不奇怪了。由此导致的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农村

严重的环境问题。

发展带来农村的环境问题 ,但是我们仍然将改善农

村环境的希望寄托在发展本身上 ,农村的知识仍然被边

缘化。在环境保护政策设计中 ,强调经济利益 ,比如对保

护者采取经济补偿和对资源的使用及破坏者进行有偿使

用和罚款等。在这个过程中 ,外部的知识一直在发挥着

主导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 ,近年来中国实施的一系列生态

环境保护政策都是建立在农村社会之外的知识基础上

的 ,不管是退耕还林 ,抑或新农村的环境整治 ,都在按照

外来的标准进行评判和决策。

外来的知识占据了统治地位 ,既是外来权力作用的

结果 ,也强化了外来的权力。随着农村知识的丢失 ,农村

的决策权力也让位于外来的决策者。发展的结果使农村

无法保护自己的环境 ,而只能依赖于外部的力量。

农村的环境与资源日益成为资本所觊觎的对象。农

民开发环境的能力是很弱的 ,也因此 ,他们对环境的破坏

也是有限的 ,包括被广为诟病的滥砍滥伐所导致森林的

破坏、过度放牧导致草原退化和乱垦耕地导致的水土流

失 ,农民自身的破坏力都是有限的。但是外部资本进入

以后 ,依靠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和资本的巨大破坏力 ,环境

被迅速地消耗。在这种大规模的破坏下 ,农民除了参与

分得一点微乎其微的利益以外 ,他们几乎没有能力抵制。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上个世纪 90 年代对森林的滥砍滥伐就

会发现 ,多数的滥砍滥伐是因为有资本在后面作为推手 ,

而当地的农民仅仅获得一点砍伐的工钱。没有资本的介

入就不可能出现滥砍滥伐的结果。现在我们看到的干旱

地区水资源的紧张 ,无疑也是因为工业、采矿业大举进入

以后 ,带来了水资源的严重消耗。

在发展的话语下 ,效率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资源应

该被如何利用经常取决于哪种利用方式更有效率 ,比如

土地 ,如果工业开发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 ,那么开发就几

乎是不可以避免的。如果从发展的角度看 ,农民对土地

的利用可能是效率最低的 ,甚至在农业内部 ,小农的利用

方式也被认为是不经济的 ,因此他们经常失去他们做出

决定的权力。但是在效率 ,或者是收益最大化的现象背

后 ,经常是环境资源的巨大破坏。稻草和秸秆造纸无疑

增加了收入 ,但是却带来了巨大的水污染 ;开采矿藏可以

拉动地方的经济发展 ,但是所带来的环境影响却是巨大

的。但是当地居民除了呼吁增加一些补偿以外 ,对阻挡

这种发展的趋势却无能为力。

当然除了资本介入农村地区所带来的环境问题 ,我

们还要看到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对农村资源占用的必然

性。现代政府与传统社会的政府有很大区别 ,其中最大

的区别是传统社会的政府职责比较简单 ,其财政收入有

限 ,所能做的事情也很有限 ;但是现代政府承担了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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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职能 ,需要巨量的财政收入。如果没有财政收入的

支持 ,政府几乎无法运行。过去政府依赖农村提供收入 ,

现在的农村对于政府财政收入几乎是没有贡献 ,在很多

时候甚至可能是负的贡献 ,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增加对

农村和农业的投入 ,这些投入大部分来自于其他行业所

创造的财政收入。在这种格局下 ,对于政府来说 ,农村的

意义就不同于过去了 ,农村不再是直接创造财政收入的

地方 ,甚至需要财政支持才能正常运行。吸引政府的就

不再是农村本身 ,而是农村的资源 ,如何转换农村资源的

利用方式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就变成政府

所关注的事情了。我们可以看到 ,在资本进入的背后经

常发现政府的推手 ,其原因正在这里。从政府经营土地 ,

到一些政府引入高污染企业 ,都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的

逻辑。许多环境问题产生的本质问题可能恰恰在于政府

推动的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变。一块草地的经济价值是有

限的 ,但是如果将草地下面的矿藏挖掘出来 ,就会带来很

高的利益。面对政府 ,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 ,农民

对于其资源的保护能力 ,农民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很弱。

不仅仅是农村资源利用方式的决策权被地方政府和外来

的资本所掌握 ,甚至环境保护的权力也不再是农民所能

决定的。

环境政策已经成为对环境影响最大的因素 ,环境政

策很少考虑到农民的能动性 ,这些政策更强调的是政府

行为。在这些政策下 ,农民成为被动的执行者。如果我

们回顾一下我们近几年在农村实施的一系列与环境有关

的政策 ,可以看到在这种政策下 ,农民的能动性完全被忽

视了。比如退耕还林被认为是农民可以自主选择的项

目 ,但是外界的各种标准和操作几乎取消了农民的选择

权。退耕还林是由基层政府部门规划的 ,在什么地方种

植什么树 ,甚至挖多大的坑都有统一的标准 ,农民不能决

策 ;每个地区实施多少退耕还林的项目面积 ,也是由政府

部门分配。对于农民来说 ,他们只能被动地等待 ,如果分

配了指标 ,他们就参与退耕还林 ,如果没有指标 ,就继续

耕作 ,至于他们的地方是否需要退耕还林 ,或者退耕还林

是否是最好的生态恢复方法 ,他们就没有发言权了。

在近年来几乎所有有关环境问题的社会冲突中 ,我

们几乎都可以看到 ,农民在冲突中的力量很弱 ,农民必须

依赖政府和法律来评判、解决他们的冲突。农村环境这

样一个与农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却是农民所无

从把握的事情。比如 ,面对污染的时候 ,农民无法确定污

染是否存在 ,因为需要权威部门的鉴定 ,农民自身的感受

在这些鉴定和裁决中几乎不发挥作用。

乡村在发展中越来越失去其权力 ,他们无法决定他

们周边的环境 ,这是农村环境不断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

随着农村的资源 ,包括农村的土地、水 ,甚至空气都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外来人 ,农村社会的声音越来越弱。外来

的人就像淘金者 ,他们关注的是如何开发农村的资源 ,从

而创造出更多的收入 ,至于可持续地利用资源经常不是

他们所要考虑的事情。

当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观察农村环境问题的时

候 ,我们就涉及到了两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知识和权力结

构。它们是互相加强的 ,由于农村的知识逐渐让位于外

来的知识 ,农村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外界的力量在

农村取得了越来越强的支配权力。而知识和权力的转移

是导致农村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这样思考问题 ,就会发现 ,单纯从技术上解

决农村的环境问题是很困难的。关注农村环境问题 ,就

要关注在发展过程中 ,农村保留着什么样的权力 ,包括在

知识上和权力关系上。发展无疑是人类所追求的目标 ,

但是环境却经常对发展的速度和发展的水平给Π加以限

制 ,如果超出了这种限制 ,就会出现环境问题 ;同样 ,发展

的过程中 ,本土知识和外来知识的融合是必需的 ,但是用

外来的所谓科学知识彻底替代本土知识 ,也会带来诸多

问题。法制化、科学化都是发展所包含的内容 ,但是在这

个过程中 ,当地居民的权利如何保护 ,如何行使 ,可能是

在探讨农村环境问题时所应该特别关注的。关于农村环

境的社会学研究实际上关注的是社会关系 ,以及这种社

会关系在环境问题上是如何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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