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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史密斯、皮亚·庞萨帕所著的《环境与公民权——整合正义责任与公民参与》概述了自20世
纪90年代初以来由环境正义运动所引发的环境与生态公民权的学术争论，以欧美和东南亚地区为例，
比较、考察了环境运动如何日益广泛地介入到各国、各区域和政府问层面上的环境管治过程，并阐明
了关于环境危害、环境非正义和新形式风险的意识为何只有在它导致一种绿色变革战略的前提下才会
是真正有效的。
《环境与公民权——整合正义责任与公民参与》作者不仅详尽阐发了一种不是传统意义上更多强调权
利与授权而是更多强调义务与职责的生态公民权概念，且明确强调了环境可持续性与社会正义之间的
密不可分的特点，认为“如果没有社会正义，环境正义就是生态乌托邦的，而如果没有环境正义，那
么社会正义就是空洞的和自欺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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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克·史密斯，英国开放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与公民权、美德伦理、政
治责任、全球义务政治和跨国公司责任等，著作有：《负责任的政治：结合人权、劳工标准和环境可
持续性》(2012)、《反思国家理论》(2000)、《生态主义：走向生态公民权》(1998)等。

皮亚·庞萨帕，美国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性别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地区的性别、工
作和公民参与，著作存《质地斗争：泰国服装工人抗争的兴起》(2007)、《负责任的政治：结合人权
、劳工标准和环境可持续性》(2012，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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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环境、义务和公民权
第一章  从环境正义到环境公民权
  一、公民、排他性和责任政治
  二、关于“为何”的问题
  三、通过科学挑战环境常识：关于“如何”的问题
  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关于“何地”和“何时”的问题
  五、为何未能处置21000吨有毒物质？
重思拉夫运河案
  六、拉夫运河案之后：环境主义将何去何从
  七、超越非政府组织革命：协调社会与环境正义难题
第二章  公民、公民权和公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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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民权和竞争性民主：是对手而不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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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文化差异视野下的身份与公民权
  六、理解正义的循环：从授权和义务到美德
  七、尚未完成的公民权事业：走向一种公民化理论
第三章  重新思考环境和公民权
  一、对出发点的质疑
  二、留意缺口：从“态度与行为”到“价值与行动”
  三、全球化与公民权
  四、公民类型
  五、自由主义的环境公民权
  六、主体性和生态公民权的话语地带
  七、澄清义务概念
  八、结论：走向生态美德
第四章  全球背景下的环境管治、社会运动和公民权
  一、前言：从规则到责任～一全球水平
  二、全球“公地”和国际环境体制
  三、国际协议的艰辛尝试：自我规制影响下的国家规制
  四、公民权、运动和国家之上、之下的环境治理
  五、阐释环境运动及其与绿党政治的联系
  六、动员共同体：迦摩罗运动
  七、创建共同的事业：整合各种议题运动
  八、以更可持续的方式谋求发展：学习欧洲经验
  九、发展中国家可以做什么？
人民理应享受好的生活和环境质量
第五章  企业责任与环境可持续性
  一、协调全球供应链的两端：连接生产与消费
  二、认真对待企业义务：基于生态现代化理念
  三、“公民”的重新发现：从全体民众到全球企业部门中的风险共担者
  四、企业责任的新版本
  五、认真对待无形资产：以《联合国全球契约》为基础
  六、使《全球契约》变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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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结论：走向企业公民权
第六章  环境的边界
  一、领土、责任和边界
  二、陆地和海洋的液体政治：流动与连接
  三、责任、拉夫运河和美加边界
  四、直布罗陀海湾和对政治僵局的跨国解答
  五、东南亚的环境恶化输出
  六、对环境边界和公民权的再思考
第七章  东南亚环境运动中的“内”与“外”
  一、霸权的重要性：重新思考公民社会和国家
  二、环境行动主义和公众一民主大会
  三、上流社会创议和非政府组织环境行动主义
  四、参与性环境研究
  五、他信和将军们之后：泰国的新政治环境
第八章  生态公民权的新词汇
  一、更清洁、更安全但并不一定更绿——难道必须如此吗？

  二、英国：不同环境下的责任
  三、价值与环境
  四、对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的人种学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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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们应避免陷入“以偏概全的误区”，假定对个体公民应用的举措也都会适用于工
业部门、国家或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这是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的经济政策基础的新自由主义
教义的遗产。
具有非常严格配额的排放权交易体系可能会导致某些生产形式变得不可维持，而且在资本流动的大背
景下，可能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例如像中国和印度这样不受《京都议定书》约束、对排放施加较少
严格规制的国家。
的确，在排放权交易体系的第一阶段出现了相关产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
例如，中国的水泥生产预期是在2005～2015年间至少产量翻番，这部分是为了满足国内的快速城市化
和发展的需要，但也是为了出口。
排放权交易体系很可能使欧盟中的某些生产领域难以维持下去，并导致工厂的倒闭和工业结构调整的
经济成本。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有助于欧盟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但全球意义上的总体排放削减目标（对于
《京都议定书》的有效性来说真正相关的进程）将依旧没有达到。
总之，回到关于个体公民、家庭和社区的类比的例子，“理解实践改变的原因”往往会带来更积极的
影响，同样，激励或抑制措施的有效性将是非常有限的，除非“设施”（这是蕴含着可以进行工具性
控制的词语）和所有相关成员（包括雇员与社区）都成为能够影响有关政策制定过程的切实参与者。
迄今为止，只有非常有限的证据表明，欧盟的排放权交易体系计划发展了这种程度的可问责性和透明
性。
若无此，这个计划会处于损害《京都议定书》目标的风险中，因为完全可以通过环境恶化的输出来实
现减排目标。
 这并不是说，区域性的或全球性的政府间行为不能取得实质性成果。
在一些领域中，这方面的合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1987年签署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该条约为每一种诸如氟氯化碳的卤化碳氢化合物规定了一个精确的废除时间表（氢氯氟碳化物是一种
较少消耗臭氧层的化合物，预计到2030年被废除）。
然而，在其他领域比如森林砍伐方面就成效甚微，尽管也取得了诸如建立森林托管委员会（FSC）这
样的重大进展一这是一个将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代表都作为利益相关者的非营利组织。
森林托管委员会要经历第三方认证和允许标签的程序一依此，成员表明其木材从生产地到市场都是可
追踪的，并且采用可持续的方式进行管理。
这个例子也表明，当应对诸如森林退化、社区冲突、非法砍伐以及土著人权利等议题时，政府间行动
可处于相对自我管理的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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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与公民权:整合正义、责任与公民参与》旨在表明，仅有社会和环境非正义的意识是不够的。
我们不仅需要发现它们是如何共存的，我们还要承认，公众环境责任的切实提高依赖于广泛的公民参
与战略，这些战略能够使受到影响的选民变成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制定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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