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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

环境
”

的概念和环境科学的研究对象

王 维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

环境科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它同一切

新学科一样
,

在开创时期
,

不可避免地存在着

很多不完备之处
,

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当前在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下
,

对于
“环境

”

的

概念以及环境科学的研究对象
、

基础理论
、

方

法
、

技术及手段等
,

进行有 目的地探讨
,

无疑将

对环境科学本身的发展
,

起着不可低估的促

进作用 本文试图就环境科学中的环境概念

和研究对象间题
,

发表一些不成熟的见解
,

以

期引起对这方面有研究的同志来共同讨论

一
、

什么是环境科学

的
“

环境
”

概念

在环境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
,

环境的概念已经被普遍地作为自然条件的同

义词
,

在各门自然科学
,

甚至社会科学和人

们 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着 一般较普遍地认

为 环境的概念是指由大气
、

水和土壤等要

素构成的一个统一体 这三个要素
,

有的把

它们作为地理环境的重要部分
,

有的把它们

作为生物环境的主要构成
,

有的还把它们作

为化学环境
、

物理环境的要素
,

有的干脆把这

三点说成是
“
环境

”
三要素 人们往往把

“

环

境
”的概念同自然界的概念

、

同动植物等有机

物的生存条件的概念混为一谈
,

形成以下这

样的表达式

环境 动植物生存条件 自然界

由此而提出了一系列的
“

环境
”
名词

“

宇宙环

境
” 、“地球环境

” 、 “
地壳环境

” 、 “生态环境
” 、

“
地质环境

” 、“
体内环境

”

⋯⋯ 不下几十种关

于
“
环境

”的概念

本世纪六十一七十年代
,

产生了环境科

学 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到

一定阶段
,

必然要出现的一个新的科学领域

由于客观事物本身的发展
、

生产实践的发展
、

以及人类对 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化 人们对

于
“

环境
”的概念也必然要反映这一发展和深

化 以前所有关于
“

环境
” 的概念

,

都只是从

生态学角度来理解的
,

是指包括人类在内的

所有有生命的机体赖以生存的一切因素和条

件的总和 这种理解抹杀了人类生存条件同

其他动植物生命体生存条件之间的本质差异

性 因而已经不能适应环境科学本身发展的

需要了
,

必须赋予
“
环境

”

概念以新 的 内 容
,

“
这些概念必须是经过琢磨的

、

整理过的
、

灵

活的
、

能动的
、

相对的
、

相互联系的
、

在对立中

是统一的
,

这样才能把握世界
” 好。宁全集

》
第

三十八卷
,

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九月版第一五四页 因

此
,

作为环境科学研究对象的
“环境

” ,

应当具

有其独特的含义

人类的生存
,

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

这些

条件是在一定的 自然条件基础上
,

通过人类

自己的生产劳动而创造出来的 因此
,

作为环

境科学研究对象的
“

环境
” ,

就脱离不开人的

因素
,

它需要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人类的存

在 那么
,

究竟人类的生存环境同动
、

植物等

一切有生命物质的生存条件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
,

人类的生存环境不同于其他有生

命物质的生存条件在于 动
、

植物和其他一

切有生命物质的正常生存
,

是由它们当时所



居住和所适应的 自然条件所造成的 而人类

的生存条件 环境 并不是他们从狭义的动

物中分化出来就现成具有的
,

它是在一定的

自然条件基础上
,

由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而

创造出来的
,

并且和人类的进化一起发展着

就拿作为
“
环境

”三要素之一的土壤来说
,

马

克思称它是人类永远不可缺少的生存和生殖

条件 但它并不是天然产物
,

它的形成和发

展是同人类社会的进化相关联的
,

尤其是肥

沃的土壤
, “

绝不象所想的那样是土壤的一种

天然素质
,

它和现代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

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卷

,

人民出版社一九五

八年版
,

第一八八页 因此
,

我们说
,

自然界本身并

不提供人类生存的现成条件
,

只是 提 供
“
素

材
”

这些
“

素材
” 只有通过人类本身的劳动

才造成其为
“成品”

—
人类生存的环境 这

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环境正是由人 来改变的

那种脱离开人的因素所谈的
“

环境
”

只能说是

自然条件
,

而不是
“

环境 ,’只有把人的因素综

合到自然条件中去
,

自然条件才成其为
“
环

境
”

这个概念
,

我们认为在环境科学的
“
环

境
”
概念中一定要得到明确

再者
, “环境

”

的概念
,

还不仅是自然条

件诸要素的简单综合 在 人 的 因素 下 的 综

合 在动植物和其它有生命物体的生存条

件中
,

只要具备它们所需要的诸因素
—

空

气
、

水份
、

温度
、

阳光
、

土壤和食物等条件
,

它

们就能够生存
、

就能够得到繁衍和发展 然

而
,

对于人来讲
,

除了这些自然条件 经过人

类加工过的自然条件 之外
,

很重要的一个因

素就是社会的因素 人
,

是社会的人 人脱

离社会就难以生存
,

即或是自然条件十分充

分
,

没有社会条件
,

人的生存和发展也还是不

可能的 这不仅在现代
,

在任何时代
,

甚至

追溯到人类刚脱离动物界的那个时代就是如

此 这是因为 第一
,

人类本身就是由一种
“
社会化

”的动物进化而来的
,

它不能脱离开
“
社会,’ 第二

,

人类要改造自然
,

创造适合于

人类生存的环境
,

并不是人们彼此隔绝
、

彼此

孤立
、

各人单独进行的 人们只有以一定的

方式共同结合起来
,

组成社会
,

在一定的社会

联系中
,

通过共同的劳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
,

才能进行生产
,

才能创造和改变环境 第三
,

人类要成为驾驭自然界的主人
,

有目的
、

有计

划
、

有予见地来改造自然
,

支配 自然
,

那么只

有当人们成为社会的真正的主人
,

才能成为

自然界的真正主人

从以上的分析中
,

可以清楚地看出 人

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

是人与环境关系的前

提 所以不能撇开人类社会本身来谈环境问

题

二
、

关于环境科学的研究对象

地球上自从人类产生之后
,

人类的生产

活动所产生的效应
,

在自然界的变化过程中

占据主导的地位 没有人的干予
,

自然界在

这个时期中所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

在目前的一些文献资料中
,

有一种提法
,

将环

境分为原生环境 或第一环境 和次生环 境

或第二环境 所谓原生环境 第一环境 问

题
,

是指由于气候异常
、

火山爆发
,

地震
、

冰川
、

泥石流
、

虫害等自然界本身所存在的因素变

化
,

从而造成对人类生存环境破坏 恶化 的

司题 而次生环境 第二环境 问题
,

则才是

指由于人类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所产生的对

人类生存环境破坏 恶化 的问题
,

即我们目前

所说的环境污染问题 这种原生环境和次生

环境的划分
,

我们从为是不妥当的
、

那些由

于非人为的
、

自然界本身演化
、

发展而引起人

类生存环境恶化的因素 即第一环境问题
,

虽然就其危害性而言
,

同人类本身活动而产

生的环境污染的危害性有相似的结果 但在

性质上
、

影响范围等方面却是根本不同的 认

识这些 自然因素的变化和发展规律有它们各

自的学科 火山的研究有火山学 地震的研

究有地震学 气候有气候学 冰川有冰川学等

等 它们不应当属于环境科学的研究范畴
,

而环境科学也不能包揽这些



“
科学研究的区分

,

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

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 因此
,

对于某一现象

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
,

就构成

某一门科学的对象
”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

人民出

版社一九六七年版
,

第二八四页 环境科学的研究对

象
,

应当是研究由于人类生产活动和生活活

动的发展变化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状态的构成

物理的
、

化学的
、

生物的
、

地质地理的
、

社会

的诸因素的综合 发生变化及其变化规 律的

科学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
,

环境科学所要研

究的
,

也正是使人类能
“
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

自然规律
,

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

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
”

恩格斯 《
自然辩证法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三卷

,

人民

出版社一九 七二年版
,

第五一八页 人类的发展是按

照人类本身如何改变自然界
,

为人类自身创

造新的
、

更适合 自身发展的生存条件的能力

而发展的 人类在同自然界斗争的过程中
,

对

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
,

受到各种科学技术

条件
、

历史和社会的因素影响 我们只能在

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自然规律
,

而这些

条件达到什么程度
,

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也

就可以达到什么程度 这里所指的时代条件
,

就是指人类进行生产活动的方式 到目前为

止的
、

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
,

都只是在于取

得生产最近的
、

最直接的有益效果 而对于那

些以后才显现出来的
,

由于逐渐的重复积累

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后果
,

人们往往不太顾

及
,

有的甚至被完全忽视了 特别是从本世纪

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
,

最普通的生产行为也

能引起比较远的和比较广的自然影响
,

这一

切也都被人们忽视了 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违

背和触犯 自然界本身发展的辩证规律
,

从而

遭到自然界的惩罚和报复 环境污染和社会

公害的产生
,

也正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生活

活动违背自然规律所引起的恶果 所以
,

环境

科学应当是指导我们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和

生活活动间接的
、

比较远的自然影响
,

从而使

我们有可能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的科学

三
、

环境科学是属于社会抖学范

畴
,

还是属于 自然科学范畴呢

我们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

在环境

科学中
,

社会的东西和 自然界本身的规律存

在着密切的相互的关系 在这里
,

人类活动

所产生的效应
,

通过事物一定的发展规律
,

又

反作用于人类的正常生存条件
,

产生一定的

影响 作为环境科学
,

它是研究这整个过程

的
,

但它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
,

还是属于自然

科学范畴呢

我们认为
,

环境科学并不属于社会科学

范畴 社会科学是把社会生活作为研 究 对

象
,

它的任务是
“阐明调节这个社会机体的产

生
、

存在
、

发展和死亡
,

以及这一机体由另一

更高的机体来代替的特殊规律 历史规律
”

《列宁全集》
第一卷

,

人民 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出版
,

第一四七页 而环境科学是把人的社会 生 活 作

为研究现象的条件
,

是关于受社会现象制约

的自然科学 我们试举三废为例
,

三废的产

生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产物
,

受到人类

社会的制约
—

可能产生也可能不产生 但

是
“三废”的形成除了受社会的制约外

,

还服

从于一定的 自然规律— 化学的
、

物理的
、

生

物的等等的规律性的控制 同样
, “

三废
”的

根治也需要依据一定的自然科学的规律 所

以
,

环境科学是关于受社会现象制约的 自然

科学
,

是 自然科学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虽然
,

环境科学不属于社 会 科 学 的 范

畴
,

但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研究它
,

还是很

有必要的 这点
,

从考察环境科学本身产生

的历史
、

从环境污染和社会公害已成为某些

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严重社会问题
、

从解

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措施
、

从批判资产阶级环

境理论等方面来讲
,

都是很重要的 同时
,

我

们还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
、

毛泽东思想

的哲学原理
,

建立起正确的环境科学理论
,

用

以指导我们的环境科学的研究和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