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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人文因素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中的作用愈来愈被显现出来。任

何研究机构都应充分重视人为驱动因子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 ,人文地

理学在全球变化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概要介绍了德国全球变化研究中的人文领

域 ,从中可以看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交叉渗透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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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表层是人类活动的唯一场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口的大量增加 ,生产规模与

城市化规模的不断扩大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 ,出现了世人所关注的全球变化问

题。世界各国政府和各个研究机构都在致力于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在过去的十年中 ,全

球变化研究的焦点发生了变化。自然科学在环境变化问题的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经历了一

段时间之后 ,人文因素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中的作用愈来愈被显现出来。现在要想解释和

预测全球环境变化过程 ,人为驱动力及其结果 ,人类对这种变化的响应必须给予充分的考

虑。例如在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变化机制的研究中 ,国际社会加强了对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

社会经济因素的研究 ,并将其划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因素[1 ] 。

德国全球变化咨询委员会强调指出了人类活动对全球环境变化的作用及环境变化所产

生的反作用。为了解决全球环境变化所产生的问题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要交叉渗透 ,以便

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人类对全球变化所产生的危害的反

应 ,以及人类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来避免全球变化的进一步发生。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全球变化问题研究中既提出了广泛的概念、方法和问题 ,也提供

了许多问题的答案。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地理学、生态学、法学、教育学和

医学等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2 ] 。今后 ,这些学科之间需要进行全面的合作和综

合的研究。

1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中的主题

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将对全球变化产生潜在的影响。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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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和文化的变化 (有时也称之为人为驱动力)交织在一起产生全球变化问题。美国国家科学

基金委员会已提出了一系列人为驱动因子 ,其中包括 : 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技术的变

化、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人类的态度和信念等。这些驱动因子是相互结合在一起对全球变

化产生影响 ,并且随着时间、地点、研究的尺度不同而变化。如果孤立地分析研究某一因子 ,

会导致错误的结论[3 ] 。从人类对全球变化的响应来看 ,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

(1) 个人的感觉、判断和行动。这些因子常常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如果把个人的感觉和

行动组织在一起 ,就会对集体的、政治的响应产生影响。

(2) 市场。全球变化可能会影响重要商品的价格和经济活动。然而 ,由于一系列原因

的存在 ,使市场不能提供驾驭全球变化的、正常的价格信息。

(3 )社会文化系统。各子系统之间密切联系 ,在全球变化背景下有时会形成一些可被

广泛采用的、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对策。社会文化系统也会影响个人和团体对全球变化及政

策的响应。

(4) 国家内部有组织的响应。对于维护地方权益 ,是否采用和履行政府制定的政策具

有重要的意义。

(5) 国家政策。它使国家之间有可能达成协议 ,同时还会影响地方和个人的响应能力。

环境政策、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农业政策、科学与技术政策都是十分重要的。

(6) 国际间的合作。致力于大尺度的环境变化问题 ,如臭氧空洞、全球变暖等。国际研

究机构的形成被认为是解决全球变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关键。

(7) 全球社会变化。影响人类对未来全球变化的响应 ,以及人类对这种变化的适应能力。

任何研究机构都应充分重视人为驱动因子以及由此产生的各方面的相互作用。其中一

个重要任务是探讨这些影响是如何独立地或相互联系在一起产生的 ,它们会出现在什么样

的环境条件下。图 1 显示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

图 1 　全球环境变化中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因素、结果、解决途径之间潜在的相互作用

　　　资料来源 : Ehlers , E. Bom & Manshard , W. Bad Krozingen

732 期 　　　　　　　　张军涛等 : 德国全球变化研究中的人文方向 　　　　　　　　



　　　　　下面所列举的社会科学在全球变化研究中的主题 ,反映了 1997 年在奥地利召开的全球

环境变化委员会人文方向的中心议题 : (1) 对待环境风险的态度和行为 ; (2) 工业生产方

式的转变和全球环境变化 ; (3) 商业、贸易与全球环境变化 ; (4) 环境管理 ; (5) 环境的安

全性 ; (6) 土地利用和土地覆被的变化 ; (7) 健康 ; (8) 综合评价。

2 　地理学的作用

德国的地理学研究至少在三个方面与全球变化问题相关联。(1 ) 贫困与全球变化 ,如

饥饿、生态脆弱性、边缘地区、生存条件的丧失 ,被作为环境退化的结果和驱动力加以分析。

(2) 人口增长与环境变化 ,主要从生态脆弱区资源的管理以及它们对资源持续利用的影响

角度加以研究。(3) 迁居和全球变化 ,重视由于环境因素导致人类迁移 (贫困、饥饿、农业系

统管理能力的退化、内战、自然灾害等) ,大量的人口迁移对环境和社会系统的影响 (城市化

和大城市的形成 ,贫民区和工作机会的缺乏 ,污染 ,城市垃圾 ,可持续的城市发展与管理的普

遍性问题等) 。

从传统上来看 ,地理学一方面被看作是社会科学 (人文地理学) ,另一方面又被看作是自

然科学 (自然地理学) 。因此 ,它有能力研究和解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交接面上出现的人

类实践活动、自然过程和由此产生的问题。而全球变化研究所面临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些问题。

　　　　　　　　研究内容 : 3 风险/ 危机/ 冲突 　　　3 脆弱性的分析 　　3 政治生态学/ 文化生态学

3 经营管理能力分析 　　3 能量流/ 营养系统

图 2 　从地理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图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

　　　资料来源 : Bohle , H. G. Sudasien-institute , Heidel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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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人文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地方的和区域的水平 ,如今正在向全球范围扩展。

所以 ,人文地理学既要重视现实的人类经营管理能力和生存对策 ,土地退化 ,生物多样性的

丧失 ,森林砍伐等引起的环境退化问题 ;又要重视将这些问题与全球环境变化的驱动力联系

在一起。

由此可以看出 ,现实的问题要求跨学科的研究 ,地理学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渗透

研究中起到综合性的桥梁作用。从理论上讲 ,人类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政治生态学的概念

和其战略性的研究 ,使人文地理学家能够用动力学的方法 ,解释全球变化中人与环境之间复

杂的相互作用 (如图 2 所示) 。

3 　其它社会科学的作用

3 . 1 　心理学

在德国环境心理学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它包括了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认

知、情感和行为过程 ,已经建立了观察人的行为、研究人的态度和感知的特殊方法。通过这

些方法来研究人类对环境变化 (包括风险和灾害) 的感知、评价以及人类对其生活空间的自

然和社会现象的印象。同时 ,这些方法也被用来研究人类行为对环境暂时的和长期的、正面

的和负面的影响。心理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的合作 ,可以为至今尚未完全了解的一些现象提

供新的答案。

3 . 2 　社会学

环境社会学研究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 : (1) 社

会变化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 (2) 环境变化对社会的影响。在第一方面 ,环境社会学研究不

同的社会形态 (如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如何通过各自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影响它们周围的自

然环境。社会变化对环境影响的极端结果表现为资源短缺、污染、环境退化。近年来 ,在“可

持续性”的主题下为寻求解决过度利用自然资源的方法 ,并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在第二个方

面 ,社会生态学所面对的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公众对环境变化的普遍关注。环境社会

学正在广泛地调查研究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和响应的社会先决条件 ,这一点对环境社会学面

对全球环境变化中出现的新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3 . 3 　经济学

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中 ,经济学主要从事问题的分析、目标的建立、解决问题的手段和

国际间的合作。环境政策目标以及与环境问题相关的行为所带来的利益和代价必须数量

化。环境经济学可以提供一些评价的方法 ,为了进行国家间利益和代价的分析研究 ,理论和

实践的应用必须加以改进。要认识到在全球背景下贸易内涵的变化、公司地方决策的改变

和其他一些间接的效应是环境政策带来的利益和代价的组成部分。为了进行有效的分析 ,

需要将这些内容模型化。

环境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恰当地分配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对资源的利用。目标的建

立、政策的选择、国际公约的确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因此 ,在未来的全球环境变化研

究中 ,风险经济分析是一个有前途的领域。要使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得进展 ,需要进行多学科

的合作 ,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也需要合作、交流。为了分析和改革国际环境政策研究机构 ,

需要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政治学家的合作。此外 ,全球环境变化中的经济学研究还必须考虑

普遍的全球化问题 ,例如需要对环境政策的全球化、国家经济的全球化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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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4 　文化生态学

文化生态学关注人口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不但研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 ,而

且研究人口变化的动力机制。尤其关注环境与经济形式和经济政策的关系 ,关注能量流和

营养流系统。在全球变化研究中应当强调文化生态学的重要性 ,这一学科也正在建立可持

续利用资源的目标。

3 . 5 　法学

全球变化研究中包括了与环境有关的法律建设问题 ,要加强有关的法律条文建设 ,并保

证它们的履行。从发展的前景来看 ,在国际上德国已走在了前面。国家之间与环境问题有

关的法律也应当建立 ,例如 ,对于国际上经常谈论的生物多样性问题 ,就需要深入分析国家

制定的自然保护法和环境政策的履行情况。

3 . 6 　环境变化与人类健康

工业、农业生产过程和汽车排出的废物污染了地方环境 ,对人类康产生了直接的危害。

而温室气体虽然对人类健康不产生直接的危害 ,但却改变了各种环境条件和生态关系 ,从而

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世界范围内一些流行病的增加和复活 ,被许多科学家认为是全球环

境变化影响的征兆[4 ] 。例如 ,气候变化可以导致疟疾在不同地理地带之间的传播 ,温度的

增加可以使疟疾在高纬度地带季节性的发生。

3 . 7 　环境教育

环境教育的中心目标是激励人们在环境保护方面作出实际的响应 ,使人们关心他们的

健康 ,关注环境条件。居于主导地位的研究和理论建设是为了寻求更高的、有价值的目标。

在环境教育方面主要的议题是 : 可持续发展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全球变化。

4 　未来的动向

人文地理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科 ,在未来的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中需要作出更大

的努力 ,也必将在这一研究领域作出重要贡献。其主要的发展趋势是 : (1) 社会科学和人

文科学对深入了解全球环境变化问题 ,将会作出极其重要的贡献。(2)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

学在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中的作用和影响 ,通过多学科的合作和综合性的研究会得到不断的

增强。(3) 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 ,要求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

建立起有效的合作伙伴关系。(4) 各类科学组织的优先研究领域应当在不同的水平上开展

合作与交流。(5)除了综合性的研究外 ,为了丰富社会科学在全球变化研究中的理论和方

法 ,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5 　德国地理学界研究工作的剖析与启示

　　在全球变化研究中 ,德国地理学界的工作由重视自然方面的研究 ,转向对人文因素与过

程的全面研究 ,并在致力于做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渗透。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

出 ,为了深入研究全球变化中的人文过程 ,德国地理学界的研究内容与范围正在逐步扩展 ,

注重了与环境心理学、行为学、法学、环境教育等学科的联系与合作 ,以此来分析、解释人类

的行为活动过程是如何对环境变化产生响应的。同时 ,在人文研究领域加强了对生态环境

脆弱区、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变化、食物供应与饥荒以及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等方面的

研究。所有这些研究工作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 ,为地理学在全球变化研究中发挥应有的

作用提供了突破点和应当深入进行研究的领域 ;也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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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地理学界十分重视全球变化的研究工作 ,黄秉维院士所倡导的陆地系统科学强调

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互交叉、渗透的重要性。例如 ,为了全面而深入地研究中国陆地生

态地理区域系统 ,研究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加强自然与人文因素、过程的综合研究。其

中自然过程包括了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过程 ,人文过程则包括了文化活动、政治活动、社

会活动、经济活动等。在全球变化研究中的重要领域 ,如气候变化与自然地带的推移、生物

多样性保护、土地利用/ 土地覆被变化、海岸带研究等 ,加强了对人文因素及驱动力的研究 ,

为保护生态环境 ,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应当看到 ,德国与我国的地理学界

在全球变化研究中都强调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渗透 ,重视和加强了对人文方向的

深入研究。但是 ,在人文方向的研究中 ,德国地理学界所涉猎的范围更加广泛 ,这对于我们

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因此 ,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当借鉴德国地理学界的经验 ,结合我国的实际 ,积极扩展研究

领域 ,并在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教育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 ,在全球变化研究中 ,德国地

理学界某些领域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对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如何交叉、渗透与合作还

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些同样是我国地理学界努力的方向 ,也是可以进行合作与交流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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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research in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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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long with the thorough study , the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re being reflected on more and more. Any research agenda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human driving force because the system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e human geography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y of global change. The paper briefly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humans dimensions of global change in Germany. From this , the integrated programs

disciplinary research of natural science and human science is indispen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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