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贫困与环境

人类贫困是指缺乏人类发展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

长寿、健康、体面的生活、自由、社会地位、自尊和他人的尊

重.[1]说明人不仅需要生存而且需要发展.

环境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类天然和经过人工

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

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城市和乡村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在这

里我们基本只能看到环境“供应仓库”的功能，而未有提及

因为人类行为而衍生的“废物仓库”的功能.正是这个“废物

仓库”功能进而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就是以下要重点阐述

的贫困和环境恶化.

关于贫困和环境恶化的关系，首先介绍中国学者所揭

示的 PPE怪圈（“贫困———人口过度增长———环境退化”的

恶性循环），这种方式与中国农村的实际———RAP怪圈（“农

村社会发育程度低———农村经济结构单一———农民文化素

质低”）相结合，在这样双重耦合作用下，贫困问题日趋严

重，环境也持续退化.[2]

其次，环境本身所导致的贫困问题也时有发生.包括比

如地方病，在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不同程度地存

在地方病的流行，其中重病区大多集中在西部偏远、贫困地

区.据统计，全国 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中，就有 576个

是地方病流行的重病区.[3]资源的匮乏也导致贫困，而且一般

都是与社会因素相互联系的，不单单是资源的问题.据笔者

所知，在我国农村，由于干旱造成村民为了抢水而导致冲突

的事件屡见不鲜.单就环境污染危害来看，产生于环境因素

的过早的死亡和疾病约占贫穷国家全部疾病的 1/5.[4]

最后，环境、贫困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里约宣言》指

出: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人享有与

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消除

贫困是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5] 联合国环境与发

展委员会主席布伦兰特女士(前挪威首相)也强调解决发展

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必须同解决其贫困联系起来.[6] 有些悖论

认为环境破坏是工业化造成的，所以要回归原始，停滞不前.

但有学者指出：我国经济自改革开发以来以年均 9％左右的

速度高速增长，由此产生的“三废”不断增多，环境问题日益

严重，但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纵向分析看，我国的环境效益

有所好转.[7]发展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将解决环境

问题和贫困问题结合起来的可持续发展.

2 我国环境贫困分析

2008年，就我国环境形势来看，依然严峻.雪灾等一系

列的气候反常现象都给我们敲响了环境问题的警钟，不过

在环境问题出现时，受到伤害严重的更多的是已经定位为

社会弱势群体的人们，所以在环境问题上保持平等、公平更

显得重要.综合来看我国现在的环境贫困状况，主要有以下

特征：

第一，环境贫困状况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中西部和少

数民族地区是环境贫困的重灾区，应对环境和改善环境能

力严重缺乏.

据前人研究，除 2个特别行政区外的 32个省级行政区

进行调查综合评价每个行政区域的环境状况来看，环境污

染区主要有天津、安徽、山东、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

云南、陕西、青海、新疆；环境重污染区有河北、吉林、黑龙

江、江西、湖北、甘肃；环境严重污染区有北京、山西、内蒙

古、辽宁、上海、宁夏.本身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经济

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均比较低下，加上环境问题带来的环

境贫困，使得状况更加恶化，发展出现很多的问题.

第二，环境贫困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在城市内部也存

在区域差异.

我国农村与城市相比，由于乡镇企业的环境污染逐年

增加、畜禽粪便污染呈加剧趋势、农村及城镇生活污染日益

突出、农业生产造成污染突出、本身基础设施落后也使得脏

乱现象突出、城市垃圾和大批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环境知

识获取、吸收、交流能力的缺乏使得环境改善困难重重.[8]有

资料显示，我国在建国之后，农药的生产能力和产量居世界

第三.在农药是使用中仅有 1/3被农作物吸收，余下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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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土壤、水、大气等环境要素，造成了对粮食、蔬菜以及大

气、水体、土壤等环境要素的污染.[9]施用化肥虽然可以提高

产量，但是不合理的施用化肥，也会对环境造成污染.长期过

量的施用化肥，会造成土壤物理性质恶化，肥力下降，土壤

板结，肥效降低，反过来又促使使用量的增长，不仅使得成

本增加，也同时破坏了环境，污染了农产品.如此环境下的农

民，生产生活用水健康如何保障？农村乡镇企业也是高能

耗、好污染的代表，而且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乡镇企业

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使得污染监控和治理都很困难，农村本

来打算利用乡镇企业搞活经济，结果牺牲环境换来的短暂

经济利益使得贫困加剧.

对于城市来讲，城市化带来的环境压力，使得人造环境

的城市变得脆弱不堪.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急剧增长的人

口压力、空气质量的日渐下降、基础设施难以维持城市的压

力、生活及工业所造成的水体污染等等，都严重危害了城市

的环境.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张远航认为，我

国的三大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唐城

市群，已经形成三大城市污染群，主要污染类型为大气复合

污染.[10]相对其他污染来讲，大气污染还是很“公平”的，每个

人都必须承受.但是固体废物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却基本

上都是影响城市中的贫困者.

3 环境保障实施的障碍

环境贫困已经很明显的凸现，而且危害正在加剧.环境

保障的实施已经刻不容缓，但是考虑到环境问题本身的特

性，在实施环境保障上其实存在很多的困难.

首先，在界定环境贫困保障上困难重重.当代环境问题

主要有以下六大新表现：全球化、综合化、社会性、高科技

化、积累化、政治化.面对如此复杂的环境问题，要界定环境

问题所带来的环境贫困问题保障更加困难，不是哪一个学

科能解决的问题.

其次，环境贫困保障主体不仅有国家、政府，还应该包

括每个社会的人.对于环境保障本身来说应该是属于国家必

须涉及的领域，因为不管是环境，还是保障，都是国家的责

任.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维护社

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公平、促进国家福利和人

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必须利用各种国家资源来实现这些

目标.但是国家所管理的方面基本都是很宏观的方面，而且

国家事务的发展需要每个人的参与，要不根本无法很好的

贯彻实施.况且环境是涉及到每个人的，需要每个人的努力

和维护.

最后，关于环境贫困保障的范围.社会保障的范围一般

可以从两个方面作出限定：一是提供基本生活的范围，二是

满足特殊需要的范围.在提供基本生活的范围中其实又包含

涉及环境的保障，比如对于自然灾害给社会成员造成的贫

困，就是属于提供基本生活的范围.满足特殊需要的范围一

般是因为生理原因丧失能力而需要保障.这么看来因为环境

贫困所引起的疾病问题其实也可以列入此范围.所以这样看

来环境贫困人口其实与现行的社会保障范围存在交集，但

是还是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这个需要来划定.“社会保障的范

围和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扩大.”[11]

4 总结

当人民面对环境问题，由于应对能力的不同，结果也不

同.在新的问题出现考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时候，我们应

该努力认识到新现象的本质.反贫困、促进社会稳定、社会公

平、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不是讲讲口号那么简单，要系统的来

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还是要落实在“全面”上，如果连

生存的环境都被人剥夺或侵害，如何健康的来建设小康.世

界银行负责健康问题的副行长曾带有嘲讽意味的口吻说：

“我说处理健康问题的潜在环境原因，要比建立更多医院、

生产更多药品的好处大得多.”解决环境问题中因为不公平

导致的环境贫困，已经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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