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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公平视野下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对策

彭小燕, 贾  欢 ¹

(浙江林学院, 浙江临安 311300)

[摘  要 ]  近年来, 环境公平问题在农村社会凸显,严重威胁着农村社会的环境安全和农村环境污染的治理。城乡环境

不公更成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制约因素。农村居民在环境资源的分配使用、环境污染后果的承担等方面都明显处于

不公平的境遇。因此应当结合环境公平理论的新要求以环境公平为基本理念构建新的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政策, 实现城乡环

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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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 但

是人们在谈论环境危机, 处理环境问题时,大多强调的是其

对于整个人类的威胁, 而忽视了其对不同地区和人群的差别

性影响。环境公平理念的提出使人们看待环境问题有了一

个新的视角, 环境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公

平问题的凸显不仅会危及农村的生态安全,而且会加重社会

的不公, 影响和谐新农村的建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环境公

平在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  环境公平理论的提出及其新要求

对环境公平的关注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二十世纪六、

七十年代, 在西方国家以及一些国际性的法律文件中已暗含

了环境公平的内容, 但作为一个概念最早由美国人提出。

在美国, 环境公平随着环境正义的产生而发展, 并构成

其主要内容。 20世纪 80年代,以美国黑人为主力军发起了

一场新的民权运动, 反对把黑人和少数民族社区用作污染严

重危险的化工厂厂址和有毒废物填埋场。虽然 20世纪 70

年代, 美国的一些学术团体和公民权利团体已经确认环境保

护中存在着不公平现象, 但直到 1982年瓦伦县抗议事件爆

发后, 环境非正义问题才真正进入到公众视野中 [ 1]。 1987

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只有 28页的5必由之路: 为环境正义

而战6,首次使用了 /环境正义 0 ( environmenta l justice )来称

呼这场运动 [ 2]。 1988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5环

境正义6一书,从环境法的角度阐释了约翰 # 罗尔斯的正义

理论, 提出了环境领域的公平 ( equ ity)、效率 ( e fficiency)和安

全 ( security)等问题 [ 3]。 1990年美国国家环保局设立了 /环

境公平工作组 0 ( env ironm en tal equity wo rkg roup ), 促使环境

公平 ( env ironmenta l equity )概念为公众广为接受。此后, 围

绕环境公平与环境正义出现了一系列概念, 如 1996年大卫

# E# 牛顿在5环境正义 ) ) ) 参考手册6一书中概括了这么

一些:环境非正义 ( env ironm en tal in justice)、环境不公平 ( en-

v ironm enta l inequity)、环境民主 ( env ironm enta l dem ocracy )环

境种族主义 ( env ironm enta l racism )和环境歧视 ( env ironm enta l

discr im ination)等等,他们唤醒了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环

境公平要求,有力地推动了这场运动向纵深发展, 导致了环

境正义立法。对环境正义, 美国学者认为是 /为实现社会中

各种群体的环境公平所做的努力0。罗伯特# 布勒德将环境

正义分为三种: /程序正义、地理正义和社会正义。程序正义

指的是公平问题,即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评价标准和执法

活动以不歧视的方式实施的程度。地理正义指的是在有色

人种和穷人社区选择危险废物处置场所的问题。社会正义

是关于社会因素,例如种族、民族、阶级、政治权力怎样影响

和反映到环境决策上的问题。0一个美国学者将环境公平解

释为: /社会中所有团体公平地分配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负担

和利益的状况0 [4]。由此可以看出, 环境公平是环境正义的

主要内容,它随着环境正义运动产生而发展。环境公平概念

在美国产生以后,很快在世界各国传播开来。一位法国环境

法学家将其内容概括为三方面: /首先,它意味着在分配环境

利益方面今天活着的人之间的公平; 其次, 它主张代际之间

尤其是今天的人类与未来的人类之间的公平; 最后, 它引入

了物种之间公平的观念, 即人类与其他生物物种之间的公

平。0 [ 5]

环境公平概念在美国产生以后, 很快在世界各国传播开

来,我国的许多学者对此也都有深刻的论述, 如我国著名环



境法学家蔡守秋教授认为, 可持续发展具有公平性特征, 公

平性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特征 ,失去公平性也就失去了可持

续发展。环境公平是指在环境资源的使用和保护上所有主

体一律平等, 享有同等的权利, 负有同等的义务,从事对环境

有影响的活动时, 负有责任防止对环境的损害并尽力改善环

境, 除有法定和约定的情形,任何主体不能被无端施加环境

费用和环境负担; 任何主体的环境权利都有可靠保障,受到

侵害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对任何主体违反环境义务的

行为予以及时有效的纠正和处罚 [ 6]。环境权利和义务的对

等是环境法研究的核心内容。因此环境公平理论对当前农

村环境污染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 环境资源分配使用的公平。在现行城乡二元结构

型的环境污染治理体系下, 农村居民享有和使用的环境资源

与城市居民是完全不平等的, 城市居民享有的环境资源优势

远远大于农村居民, 要想从根本上保障环境公平, 就必须保

障城乡居民享有对等的环境资源权利。

其次, 环境污染不利后果承担的公平。环境问题的实质

是少数强者对多数弱者利益的侵犯,是环境不公平问题。环

境公平要求利益与责任被公民合理的分担。环境公平的核

心应是要求社会强势群体承担更大的环境责任,要求政府给

社会强势群体施加压力, 以求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环境权

益。在当前形势下城市居民享受着良好的环境资源却将其

中的部门环境污染后果转移到了农村,由农村居民承受了他

们污染环境的后果。环境公平理论则要求城乡居民合理的

承担自己的污染后果。

再次,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公平。农村环境污染形势得

不到改善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资金大

部分投入在城市而农村的环境污染资金投入相对较少甚至

部分地区几乎没有相关的资金投入。环境公平理论的提出

则要求城乡环境污染治理资金的投入应当相对称,以便有效

改善农村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

最后, 环境污染治理的公共参与。尽管我国目前公民参

与环境污染治理的正式渠道已经基本建立,但是公众参与的

积极性仍然不高, 环境公平理论的提出不仅要求在环境污染

治理过程中考虑政府主导者的环境利益,更要公众广泛参与

加强环境污染治理的民主性。

二  城乡环境不公的现象分析

尽管目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制度的建设有一定的

成效, 但是当前农村环境公平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最主要

的是城乡之间环境的不公平, 城乡环境状况发展趋势的巨大

差异主要是源于城乡环境治理机制的差异。城乡二元的环

境治理机制是农村地区日益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一直无

法妥善解决的根本原因。城乡环境不公平是环境权利与环

境责任不对称的表现,严重侵害了农村的环境公平权,具体

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一 )从环境资源的使用上看, 环境资源的分配使用存

在着明显的城乡环境不公

由于我国长期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思想影响,城市的

发展优先于农村, 同时城市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因而使得城市在享用环境自然资源上具有了一定的优先权。

所有好的、优越的环境资源都由城市居民优先攫取, 剩下的

才有可能为农村居民所享有和使用, 而且农村在环境资源被

占用的同时还不得不承受向城市提供基本生活用品等保障

物品的艰巨任务。

(二 )从环境污染不利后果的承担上看, 农村承受着城

市污染垃圾转移的严重后果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面对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 中

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城市环境进行了整治,

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 城市环境的改善在某种

程度上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的。在城市产业升级换代

和城市环境整治过程中, 大批落后的、污染严重的工业项目

和生产设施向农村转移。随着我国工业化的不断深入, 一些

工业企业由城市迁往农村以缓解城市环境压力也是发展的

必然。企业在转移的过程中, 应对其落后的生产工艺、生产

设施进行淘汰或改造, 避免污染的转移。但是, 那些转移到

农村的污染企业,并没有对落后的工艺和设备进行改造, 也

没有增加先进的环保设施,而是仍像之前在城市生产那样在

对环境产生着污染, 甚至由于农村环境监管力度不够, 污染

还进一步加剧了。于是, 工业 /三废0在人们还没有意识到

其危害的时候,便快速地侵入农村,污染着农村环境。

除了污染严重的企业由城市迁往农村外, 城市的工业废

水不加处理直接排放到流经农村的河流, 导致农民的生活和

生产环境恶化的问题也相当严重。如流经宿州的奎河, 是安

徽境内污染最严重的河流,其污染源就是来自于上游城市一

些造纸厂、染料厂等直接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 使水

体污染达致死浓度, 水生动物和植物绝迹, 沿河受污染地区

的村民食道癌、肝病等疾病的发病率是同地非污染区的两

倍,高产高质的农作物无法种植, 严重影响了沿河农民的生

产和生活。

不仅如此,城市垃圾和废弃物也以广阔的农村为堆放

地。由于我国垃圾处理率比较低,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城市都

不同程度地存在垃圾 /下乡 0现象, 农村承载了来自其自身

和城市转移的双份垃圾, 农村环境的恶化是可想而知的。在

过去,城市垃圾运往农村, 农民进行简单处理就可以用于农

业生产;而现今的城市垃圾不仅量大, 且成分复杂, 塑料、玻

璃、电池等废弃物混入其中,根本无法再用于农业生产, 只能

简单填埋或露天堆放, 给农村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近年

来,由此引发的环境冲突频繁发生。把城市环境的改善建立

在农村环境恶化的基础之上, 显然是不公平的。

(三 )从城乡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上看, 农村环保投入

明显不够

从政府环境治理的投资上看,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环境

治理更受到重视,据不完全统计, 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

往了工业和城市,城市通过截污改善水质, 通过工业转产改

善空气质量,通过简单填埋垃圾改善生活环境。如 /十五0

期间,我国政府在水污染治理投资 2700亿元,在固体废弃物

治理投资 900亿元,在生态保护投资 500亿元, 在基础能力

建设投资 100亿元, 但是其中投资重点在城市 [7]。从城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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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基础设施来看, 城市的环境基础设施由于投资到位, 在

集中用水、垃圾、污水和粪便处理等基本面上都能够满足城

市需求且每年呈增强的形势,而农村的环境基础设施匮乏,

供水和垃圾处理等基本事项都难以得到保证,大部分垃圾未

经处理, 直接堆放在田头路旁, 甚至抛掷到沟渠、水塘,影响

环境卫生。绝大部分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渗入地下或直

排沟渠、水塘,致使农村饮水型地方病多发。以垃圾处理为

例, 到 2006年底, 全国有垃圾处理站的镇占 36. 7% ,而实施

垃圾集中处理的村仅占 15. 8% , 与城市的覆盖率相比可以

说是天壤之别 [ 8]。

因此, 针对这些问题要解决好农村的环境污染治理问

题, 最重要的是有效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引发的环境二元结

构, 以环境公平理论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基本理念,在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构建新的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政策。

三  环境公平视野下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对策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 当今农村的环境问题不仅反映了人

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失衡, 而且越来越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社会

关系的失调, 是社会问题的延伸 [ 9]。因此, 如果我们不将农

村环境问题与社会公平的实现紧密地联系起来,如果无法保

障社会的环境公平, 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就难以遏制,

农村的环境危机就不会得到有效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目标就难以真正实现。为此 ,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

保障农村的环境公平 :

(一 )把环境公平理念作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制度的基

本理念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非均衡发展的影响, 长期以来, 农

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形势始终无法得到有效地改善。环境污

染治理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离开治理设施, 污染整治就无

从谈起。环境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生态利益

中心主义的要求, 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

义, 因此,应该把保障环境公平的实现作为农村环境污染治

理制度的基本理念, 用可持续发展观念对宪法以及环境法进

行整合, 在基本原则和各项制度中贯彻环境公平的思想, 以

确保农村环境公平的实现。这样不仅可以保障农村环境资

源享有和使用的公平也可以有效防止农村承受环境污染的

不利后果, 从源头上保障农村环境公平。

(二 )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 加大农村环境的监管力度

应当说, 迁建污染企业,加强城市环境整治,让污染企业

远离人口稠密的城区也是发展的必然,但污染企业的迁建不

应是原企业的复制和平移, 更不应是污染源的转移, 而应是

通过企业的搬迁改造, 减少或消除污染。但我国的现实却

是, 一些污染企业迁往农村后, 由于农村环境执法力度不够,

企业排污成本相对较低, 一些企业可能因此排放出比以前更

多的污染物; 而农村为了快速脱贫致富, 也会无条件地接受

这些企业。因此, 应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管理, 实施统一的

环境准入制, 保证农村地区和城市有同样严格的环境法律约

束和监管的力度, 使那些想到农村去找庇护所的污染企业无

机可乘, 自觉地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 减少或消除污染,

而不是转移污染。

(三 )实施环境经济政策 ) ) ) 建立环境公平基金

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在于资金的筹集, 政府应当采取经济

手段,通过税收政策和财政转移支付, 推进城乡之间的环境

公平。一方面在 /谁受益谁补偿原则0的指导下建立生态补

偿机制是解决农村环境保护资金来源的重要方式, 通过受益

者的资金向环境受损者的流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环境

公平的实现;另一方面,政府应建立保障农村环境保护的专

项资金,加强对农村的环境保护投入。由于过去几十年中的

城市经济发展都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作为代价换取的, 为了实

现环境公平,政府应该通过制定有利于农村环境保护的经济

政策,推进农村的环境建设。设立环境公平基金, 实行公平

支付,不仅有助于环境受益在城乡之间的公平分配, 而且能

够有效地防止落后农村地区的环境破坏, 真正实现不同地

区、人群间环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这样有利于实现代内公

平。同时环境公平基金也可以用于发展农村环境教育和科

技,缩小与城市环境保护之间的差距, 也可以用于保护和恢

复环境资源,直接增加环境资本, 使后代人受益。这样不仅

能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保障城乡经济社会全面、

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还能实现代际之间的公平发展。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大挑

战,它直接关系着我国农村居民的健康和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环境公平理念是公民环境权的基础, 对维护公民的

环境公平权意义重大。因此,环境公平应该成为环境污染防

治的基本理念之一。在农村环境的利用和保护过程中应体

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

目的,根据环境利益多元、多样的特点, 协调环境利益与经济

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代内利益

与代际利益,以公益调节与保护为主导,建立公正、公平的利

益平衡的环境法律机制,发挥法律的利益关系调节与整合功

能,维护和改善公众的环境权益, 最终实现应然意义上的环

境公平,保障农村环境公平的实现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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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门或摔东西的行为, 有 23. 8%到 28. 9%的家庭会出现丈

夫辱骂妻子的现象, 还有 19%到 21. 7%的家庭中 ,丈夫会威

胁要打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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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L egal Relief to Fam ily Emotional Abuse

L IU Hong- hua

( Shaoguan University, Shaoguan 512005, China)

Abstrac t:  P resen tly, the re is no leg islation about fam ily emo tiona l abuse in Ch ina. W ith the var ia tion of the form o f dom estic v-i

o lence in practice, fam ily em otiona l abuse shou ld be leg isla ted and incorporated in to law aga inst dom estic v io lence in China. Fam ily e-

m otional abuse should be clear ly defined in law and se ries system s, such as sy stem o f burden of proo f in reverse, system of ma rita l

compensation for dam ages and special lega l a id system for em otiona l abuse should be bu ilt to m ake the law ope rable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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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cussion on the Environm entalControlM easures in RuralAreas

Under the V iew of Environm entalEquity

PENG X iao- yan, JIA Huan

(Zhej iang Forestry College, L in 'an 311300, Ch ina)

Abstrac t:  In recen t years, env ironmenta l equ ity issues is h ighlighted in the rural society. It. s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environ-

m enta l security o f rura l soc iety and rura l env ironm enta l governance. U rban and rural env ironm ental injustice have become an im po rtant

constra int in rura l env ironmenta l governance. Rua l residents are always in an obv iously unfa ir situation in the allo ca tion o f resources u-

sing, and bear 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env ironm ental po llution. It should be comb ined w ith the new requirem ents of env ironm ent eq-

u ity theo ry and take the env ironm enta l equity theory as the basic concept o f bu ild ing new rural env ironm ental po llution contro l po lic ies

to ach ieve urban and rural env ironm ent equity and the integrated deve lopm ent of the econom y.

K ey words:  env ironmenta l equ ity;  the rural env ironm enta l protection;  env ironm enta l in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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