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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環境社會學可溯源至 1960 年代。當時，社會學關注的焦點，著

重於導致污染受害者的社會機制的分析，此乃因 1960-1970 年代日本經

歷了極為嚴重的公害，例如水俁病、痛痛病等等。更不幸的是這些由公

害引起的疾病清單正持續不斷地增加。日本的研究者以個案研究，加以

對受害者進行深度訪談，企圖瞭解受害者的主觀反應與其抗爭運動，並

發掘致使地方社區的社會性受害和環境破壞的機制。當時的日本社會學

者認為，分析造成受害者的社會構造為最緊迫的課題。這與當時在美國

專注於 HEP-NEP 典範轉移論述之爭議有明顯區別。 1980 年代後半期，

關心環境問題的日本社會學家聚集於一個研論會，開始了交流。 1990

年他們組成「環境社會學研究會」，是現在環境社會學會前身的非正式

性研討會。作為日本環境社會學先鋒的飯島伸子先生 (1938 年出生 -2001

年去世 ) 就任第一屆會長。 

 

日本環境社會學會是致力於環境社會學研究的學術團體，屬於有會員制

的非營利組織。 1992 年創立當時的成員為 53 名。現在的會員數為 564

名 ( 截止到 2019 年 3 月 )，是世界最大規模的環境社會學學會。會員包

含研究人員，教師，研究生，與從事實際業務的人員等等，人材濟濟，

有很多背景。日本環境社會學會每年召開兩次大會 ( 研討會 )，並出版《環

境社會學研究》(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為世界首份環境

社會學的專業期刊。 

反映了學會會員廣泛之背景，每年召開的兩次研討會的主題和內容也

非常豐富。例如近年來大會主題包括有生態旅遊 (eco-tourism) 和社區再

生 (regeneration of community)，環境運動的新浪潮 (new wave)，「公共財

(commons)」與環境，環境政策形成過程的市民參與，可再生能源，有

機農業，水俁病，森林保育…等等。 

每年春天召開的大會以「遠足」(excursion programs) 最為有名。每一次

遠足活動會帶領會員造訪環境破壞的現場，提供會員們在「現場」討論

的珍貴機會。過去召開大會遠足之地有足尾銅山，琵琶湖，白神山地 ( 世

界遺產選定地區 )，水俁，新潟，葛卷，長野的廢棄物處理設施等等。 

環境社會學會重視與國外研究人員和學術團體的交流。1993 年成功的召

開了《亞洲社會的環境問題》的國際研討會，2001 年全面地與國際社會

學會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的第 24 個研究委員會「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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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社會」(RC24,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合作，召開《2001 京都環境

社會學會議》。2002 年學會正式設置國際交流委員會，積極地連接東亞

的學術網絡。到目前為止，環境社會學會主辦兩次了 ( 東京，2008 年；

仙台，2015 年 )，協助舉辦了五次 ( 北京，2007 年；台灣，2009 年；韓國，

2011 年；南京，2013 年 ) 由亞洲 4 個國家・地域組成的國際討論會。除

此之外，2014 年還於《ISA 横浜大會》上，企劃並召開了題為《Sustain-

ability 與環境社會學》的預備會議，與世界各地的學者交流。

日本環境社會學會也積極地於其他的社會科學學界交流。2000 年以來，

學會亦與其他的兩個學會 ( 環境經濟與政策研究學會以及日本環境法與

環境政策學會 ) 共同主辦跨領域的學術研討會。 

學會的學術期刊《環境社會學研究》( 年刊 ) 創刊於 1995 年。 《環境社

會學研究》創刊以來、與每年召開的兩次大會主題一樣，刊載了廣泛的

主題。每一期所刊登的特集論文 ( 大部分都是以日文書寫，附英文摘要 )，

內容如下： 

 第 1 號 (1995) 環境社會學的觀點 

 第 2 號 (1996) 環境社會學的田野工作 

 第 3 號 (1997) 作為公共財的森林、河與海 

 第 4 號 (1998) 環境運動和非營利組織 

 第 5 號 (1999) 地區環境再生的社會學研究 

 第 6 號 (2000) (1) 對公害問題的觀點 

  (2) 廢棄物處理的法制化 

 第 7 號 (2001) 環境政策和環境社會學 

 第 8 號 (2002) 可再生能源的社會學研究 

 第 9 號 (2003) 有機農業與在地生活的論述 

 第 10 號 (2004) 環境社會學的新發展 

 第 11 號 (2005) 環境正義與環境正當性的邏輯 

 第 12 號 (2006) 世界遺產與環境社會學 

 第 13 號 (2007) 市民研究：可能性與課題 

 第 14 號 (2008) 思考與「野生生物」的共存 

 第 15 號 (2009) (1) 環境治理時代的環境社會學 

  (2) 東亞環境社會學的成形 

 第 16 號 (2010)  災害”——環境社會學的新視角

 第 17 號 (2011)  循環型社會的形成與環境社會學　

 第 18 號 (2012) “被害”用環境社會學如何解釋

 第 19 號 (2013)  從加害・被害的觀點出發——如何應對複合型

殘酷災難

 第 20 號 (2014)  環境社會學的突破

 第 21 號 (2015)  環境社會學的理解範圍——環境的時間／社會

的時間

 第 22 號 (2017)  環境與農業的可持続性

 第 23 號 (2017)  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人與動植物的共存

 第 24 號 (2018)  環境社会学與「社會運動」研究的聯繫——現

在環境運動研究必須進行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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