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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健康》

前言

人类本身以及所居住的环境在社会、经济、科技等相互纠结的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正以一种越来越令
人难以捉摸的趋向发生着变化。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变化和问题就是环境污染和健康损害。近年来，借
由从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到区域性的食品安全等一系列发生范围广、发生频率高的事件，环境因素与人
类健康之间的关系日益被认识、理解和重视。国际社会，包括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公众等都对这一
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并在以自己的方式应对来自这一领域的挑战。中国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遭受
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人民在享有现代社会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健康损害的代价。据世界卫生组织初
步估计，中国有22％的疾病负担应归咎于环境因素。中国政府也积极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环境与健康工
作的措施。2005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由卫生部、国家环保总局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举办的国家环境与
健康论坛，在2007年发布了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加强跨学科领域的研究以及国际间的经验交流
与行动合作是中国应对环境与健康风险的重要举措。《环境与健康:跨学科视角》由14篇针对中国的环
境与健康问题所形成的研究成果组成。论文集收录的部分论文首次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ouncil）2008年4月在香港举行的环境与健康国际研讨会。其中6篇文章的英文版将刊
发在《现代中国》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的特刊上。为了让更多的人分享这些研究成
果，让更多的人关注中国的环境与健康问题，并借以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思考，我们重新编印这6
篇文章的中文版，并精选其他几篇会议论文和相关议题的文章结集出版，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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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健康》

内容概要

《环境与健康:跨学科视角》收集的论文试图探讨上述这些问题，并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分析、介绍在
探索环境与健康之间的联系时所必须考虑到的多种因素和分析尺度。《环境与健康:跨学科视角》体现
了不同学科方法的贡献，特别是医学地理学、经济学、人类学、法律研究、公共卫生、公共政策和社
会学等，这些不同的学科视角不仅有助于推进多学科的研究范式和方法的改进.更重要的是加深了我们
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因此，试图进入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可从这些文章中得到有益的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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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Jennifer Holdaway（贺珍怡），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协会项目主任及驻中国代表。主要负责环境与健康、
人口流动等方面的项目。

    王五一，1953年出生，山东青岛人，经济学博士。著名博彩经济学家，澳门博彩研究权威。现任澳
门理工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博彩微观经济学、博彩市场建设及博彩监管体制设计。在各类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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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发展干预社会学、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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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除了直接应对某些风险的具体法律，与环境有关的法规中只有少数条款能够为综合性的环境风
险管理提供指导和支持。例如：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31条中唯一存在的相关规定
：“因发生事故或者其它突然性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污染事故的单位，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处理，
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并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接受调
查处理。可能发生重大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采取措施，加强防范”。但是，第31条没有明
确界定什么是环境事故，没有对应急措施提出具体要求，如：预警系统、报告、信息披露、影响评估
、法律责任、恢复等等。此外，这项法规没有要求企业配备应急系统，没有克服当局在任务和责任上
的横向、纵向分割。它也没有说明该法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关系，如：《传染病防治法》和《安全生产
法》。这种含糊性也在关于紧急应对环境问题的其他法律中反映出来，如：关于水、大气、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法、各种生态破坏防治法和环境行政法①。总体而言，目前的立法还不足以支撑一个全面综
合的国家突发事件管理系统来突出环境风险预防和控制的重要性，并且与其他风险的管理充分整合。
目前的应急管理体系只注重应对已经发生的灾难，而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还应该包括预防、准备和修
复环节。目前的应急法将如何克服法律制度的这些缺陷、环境风险如何才能充分融入其他应急预案还
不明了。此外，应急预案的有效实施也需要法律授权并有制度化的信息自由以及社会知情权的措施，
它也必须处理事故后的赔偿、责任和负责组织修复等问题。其中许多问题尚未纳入中国立法者的议事
日程②。

Page 6



《环境与健康》

精彩短评

1、论文集，大约1/3的论文有意思，其余的内容泛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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