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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白什么是环境公正理论，就要首先明白什么是公正，或其
相反定义 [3]。
何为不公正？例如：某个人把奖赏与罪责平分成若干份，

选择的目标是行为思想全部一致的相同人选。但在进行分配时，
却把奖赏着重分发给了“甲”，相反，把罪责着重分发给了“乙”，
这即是不公平的基本理念。而公平，则是为了奖赏与罪责能够
进行合理分配从而诞生的观念。
正因如此，环境社会学给予社会学的基本观念，引发了众

多学者的思考：如今的环境出现问题，最应该为此负责的人选
是谁？从第一层面上来看，经常去往此地的人应该负有首要责
任；从第二层面上来看，处于现代社会中的人负有主要责任；
从第三层面上来看，更为强盛的国家应该负有主要责任。因为
全球环境保护是人类共同的目标，有实力对该方面进行保护的
国家理应做好相关的工作，这一点，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多数人
的认可 [4]。
除此之外，环境社会学提出该方面理论时，也同样进行了

处于另一方位上的思考模式。即：环境出现的问题，对哪些层
次、方面的人产生了困扰，并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侵害。其又
对哪些层次、方面的人产生了利益，并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收获。
该项理论的提出，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共鸣，也被纳入了正义
一栏。所以人类基于“环境公正理论”开始对环境问题的责任
进行划分，并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拒绝不在自己义务范
围之内的环境问题，尽力避免在环境问题内，发生不公平的事件，
维护环境问题上的绝对正义。
1.3 环境社会学理论之一的“社会对策理论”
该项理论早在环境问题与社会建设方面达成联系的时候便

被提出，其结合了多种环境学科的理论，从而得以推出。该理
论提倡依据社会的多个方面，来解决环境问题，并提出了多种
解决环境问题的可实施战略，为环境问题的解决作出了诸多贡献，
得到了多方人员的认可。
总之，环境社会学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进行了助力，

并使解决环境问题与社会革新两个方面能够并驾齐驱 [5]。但纵
然颇有成效，其作出的贡献依旧具有一定的限度，甚至从一定
角度上来说，其与单单提出“共建和谐社会”这一理论没有区别。
然而这些仅仅是起步阶段遇到的挑战，在环境社会学走过足够
多的道路后，一定会对其进行解决。

2、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环境社会学也提供了相应的机会

前文，笔者详细讲述了环境社会学有哪些理论帮助了环境
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并对列举出的理论进行了介绍。但是，不
只是环境社会学对于环境友好型社会有所帮助，大力推崇环境

环境社会学视觉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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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学是一门诞生不过半世纪的新兴学科，加入到其
中的学者针对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互相所产生的作用等
多方面进行研究，并颇有收获，而在众多成员的努力下，该学
科也渐渐走向成熟，能够真正地为社会作出贡献。当前，我国
对社会在建设中的环境问题进行推动，促进环境健康性与社会
和谐能够共同成长，并以此作为长久的战略思想。

1、在环境社会学中有哪些理论对于建设友好型社会
具有帮助

每一门学科在经过众多学者的合理探研后，都会产生相应
的理论来支持该学科的长久运行。环境社会学自然也不例外，
但因其学科具有一定的冷门性质，所以其中的多数理论都不被
人所熟知，下面，笔者便为大家列举其中的若干理论 [1]。
1.1 环境社会学理论之一的“环境架构主义”
环境架构理论是基于承认当今环境存在问题的基础之上从

而进行提出的，但它的诞生不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促进社会
和谐发展，而是引发人们思考环境问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换
句话说，也就是环境问题是怎样步入人们的视野中的，又为什
么这些环境问题可以步入人们的视野中，可有的环境却得到了
人类的选择性忽略。例如：人们都知道当今环境存在着许多问题，
或许是海洋或许是森林，在不限于这两处地点的空间之内，都
因游客的素质水平不达水准，从而造成了“垃圾”的诞生。而
该问题出现的时间早已难以查证，人类所造成的垃圾也一直在
对环境产生影响，但是时至今日它才在人类的视野中出现，并
引起了人类的重视，因此保护环境这一概念才在社会中流传开
来 [2]。另外在世界中，有许多人类很少能注意到的空间，而这
些空间里也遭到了各类垃圾的侵占，但人类却没有对这些地点
进行环境保护。
该项理论与一位外国学者的研究息息相关，他对于该方面

进行了深刻的研究，最后得出：能够步入人类视野的环境问题
都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影响，而当其发现这些问题的存在时，
便会通过社会等方面对其进行塑造，从而引发人类对于环境的
保护心理。但是，社会对于该项问题进行加工，无非源自其对
人类的生存产生了威胁性质。
通过这些文字，我们不难看出，该项理论具有极其浓烈的

批判性质，但在批判的同时，也引起了大部分人类的自主思考。
1.2 环境社会学理论之一的“环境公正理论”
公平是当今社会普遍认同的一个概念，也正是该项概念的

诞生，维护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减少了不必要的矛盾。
环境社会学提出的该项理论与社会学等学科提出的理论稍有相
似之处，全部都是以公正为基础来进行阐述的。然而，我们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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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型社会的建立也会提动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2.1 环境社会学必须继续进行研究，才能满足环境友好型

社会的需求
众所周知，有研究才能有所进步，这是许多人都深谙的道理，

环境社会学也不例外。在多方面对其的需求下，例如政府以及
事业单位等，都对其具有各个层面上的需求 [6]。其中最重要的
一点，即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到底是怎样的概念，这一点是多
方机构及人员都在迫切关注的事情，而针对该点，只有环境社
会学能够给出相应的答案。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令环境社会学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处境，

因为环境社会学尽管一直致力于研究社会上有哪些因素造成了
环境问题的诞生，并有人通过环境社会学推出了环境友好型社
会这一概念，但明确的目标始终处于晦涩的阶段，也就是何为
环境友好型社会，应当如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皆没有准确
答案的出现。
2.2 环境友好型社会将为环境社会学创造研究条件
在该方面，失去环境社会学的支撑，环境友好型社会将难

以进行建设，所以国家在该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与资金等多方
面的投入，令与环境保护息息相关的研究内容数量不断递增，
进而为环境社会学的发展带来了全新机遇。环境保护成为公共
财政的支出重点目前已得到实施，由此环保力量将进行进一步
的增长，环境友好型社会与环境社会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将得
到充分提升。
综上所述，环境友好型社会对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进程提供

了大量帮助与先驱条件。

3、应当如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关于环境友好型社会当今普遍认同的观点是：环境友好型
社会是一种和谐的社会形态，其能够让人与自然在该形态中进
行共处。在我国的观念中，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占据了首要地位，
其多数以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目标，是达到资源低耗、
建立循环高效的环境体。而当今多半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较为
脆弱，所以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成为我国全体民众的共同目标。
3.1 实施可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战略
在该种战略下，人与自然应当进入到和谐共处的模式当中，

并将发展模式提升到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争取实现资源与环境

的协调性，使生态环境的良好程度得到保持，并能够由后代进
行传承与持续发展 [7]。
3.2 资源进行合理循环利用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最根本的条件是对于自然资源的节约。

自然资源是可以进行多次使用的有限资源，过度开发以及浪费
都会造成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劣。所以我国相应机构在进行生
产时，应当尽可能节省所投入的自然资源，并对某些产品进行
再次利用，增长其使用周期，并尽可能地使产品资源能够在多
种空间以及场合进行使用。其次，在进行生产时，废弃物的排
放方式要进行合理估算，甚至做到减少废弃物的排放。排放时，
也应当保证废弃物对自然生态具有无害性质，以保证固定资源
能够进入到循环利用的系统当中。
人类想要自身能够长久发展，就要尊重自然规则，减少对

自然生态造成的伤害，保持环境的良好化。
3.3 加强群众对环境的重视程度
国家应当加强环境的保护力度，并推出相关政策，对群众

的思想进行引导，使其产生爱护环境的道德意识。另外，在学
校教育制度方面，也可以适当引入环境等方面的教育，令我国
群众从幼年时期便养成爱护环境的优秀品质，并以此达成良好
的社会氛围。
我国相关部门也可以加强对城市街道绿化带的扩建，从生

活中的角度出发，并以此对群众的心理产生影响，令其充分感
受到环境优质的美好程度。
3.4 推出关于环境的相关政策
各级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市民爱护生态环

境，并开展相关的全市运动，相关部门应当在此发挥带头作用，
提倡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环境理念，从而提升我国各地的文
明风尚 [8]。

4、结语

总而言之，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根据环境社会学所提出的多种理论，更是可以帮助环境友好
型社会的进一步建设。此外，我国相关部门也可以积极吸收西
方所总结的经验与理论知识，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应对挑战。
只有全国上下能够团结一心，广大学者可以加入到其中，我国才
能创造美好的环境友好型社会，打造恒久不衰的绿色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