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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环境社会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当时社会学的关

注点是造成环境污染受害者的社会机制的分析。原因是 20 世纪 60-70

年代日本经历了极为严重的公害问题。比如说水俣病、痛痛病等等，更

不幸的是环境问题的名单还不断地继续。日本的研究者对受害者进行频

繁而细致的采访，做详细的事例研究，由此理解受害者运动和受害者的

主观反应，揭示地域社会的社会性受害和环境破坏的机制。当时的社会

学家们认为，分析造成受害者的社会构造是最为紧迫的课题。这与在美

国争论HEP-NEP范例变革的理论问题有明显区别。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

关心环境破坏的日本社会学家们聚集到一个讨论会开始进進交流。1990

年他们组建了“环境社会学研究会”，这是环境社会学会的前身一个非

正式性研究会。日本环境社会学帯头人饭岛伸子先生(1938年-2001年)

就任第一代会长。

环境社会学会是以对环境社会学的学术性发展作贡献为目的的学术团

体，属于非营利组织（NPO）。1992 年创立时的成员为 53 名，现在的会

员数为564名(截止到2019年3月)，是世界最大规模的环境社会学学会。

会员包含研究人员、教师、研究生、从事实际业务的人员等等，人材济

济，背景各异。环境社会学会每年召开两次大会 ( 研讨会 )，并出版环

境社会学的会刊，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环境社会学为主题的专业杂志《环

境社会学研究》(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学会拥有诸多背景的会员，每年召开的两次大会 ( 研讨会 ) 的题目和内

容也非常丰富。比如最近一期的大会题目包括环保旅游观光事业 (eco-

tourism)、地方自治团体 (community) 的再生、环境运动的新浪潮 (new 

wave)、「康门斯 (commons)」与环境、环境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市民参予、

再生型能源、有机农业、水俣病、森林保全等等。

  每年春天召开的大会以郊遊而闻名。郊遊走訪环境破坏的现场，为会

员们提供在“现场”讨论的宝贵机会。过去郊遊召开大会的地方有足尾

铜山、琵琶湖、白神山地 ( 世界遗产指定地区 )、水俣、新泻、葛卷、

长野的废弃物处理设施等等。

  环境社会学会重视与国外研究者和学术团体的交流。1993 年成功地

举办了题为《亚洲社会的环境问题》的国际讨论会，2001 年全面地协

助国际社会学会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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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 committee 第 24 分会“环境与社会”(RC24) 组办了《京都

环境社会学 2001 年大会》。2002 年学会正式设置了国际交流委员会，积

极创建东亚地区的学术网络。到目前为止，环境社会学会主办两次了(东

京，2008 年；仙台，2015 年 )，协助举办了五次 (北京，2007 年；台湾，

2009 年；韩国，2011 年；南京，2013 年 ) 由亚洲 4 个国家・地域组成

的国际讨论会。除此之外、2014 年还于《ISA 横浜大会》上，企划并召

开了题为《Sustainability 与环境社会学》的預备会议，与世界各地

的学者交流。

  环境社会学会也积极致力于开展与其它社会诸科学的交流。2000 年

以来，学会与其它两个学会 (环境经济·政策学会与环境法·政策学会 )

共同主办了跨学科的研讨会。

学会的学术杂志《环境社会学研究》( 年刊 ) 于 1995 年创刊。《环境社

会学研究》创刊以来，与每年召开的两次大会的主题一样，涉及了广泛

的内容。每一期刊登的特集论文 ( 大部分都是用日文撰写的，付有英文

摘要 )如下：

第 1 号 (1995) 环境社会学的 perspective 

第 2 号 (1996) 环境社会学的 fieldwork

第 3 号 (1997) 作为 commons 的森林·河·海

第 4 号 (1998) 环境运动和 NPOs 

第 5 号 (1999) 地区环境再生的社会学

第 6 号 (2000) (1) 对公害问题的视点

    (2) 废弃物处理的法制化

第 7 号 (2001) 环境政策与环境社会学

第 8 号 (2002) 能源转换的社会学

第 9 号 (2003) 农和生活的 discourse  

第 10 号 (2004) 环境社会学的新的展开

第 11 号 (2005) 围绕环境的正当性 /正统性的逻辑

第 12 号 (2006) 世界遗产

第 13 号 (2007) 调查市民的可能性和课题

第 14 号 (2008) 思考与「野生生物」的共存

第 15 号 (2009) (1) 环境 governance 时代的环境社会学

    (2) 东亚环境社会学的到来

第 16 号 (2010) “灾害”——环境社会学的新视角

第 17 号 (2011) 循环型社会的形成与环境社会学

第 18 号 (2012) “被害”用环境社会学如何解释

第 19 号 (2013) 从加害・被害的观点出发——如何应对复合型残酷 

    灾难

第 20 号 (2014)  环境社会学的 breakthrough

第 21 号 (2015)  环境社会学的 scope——环境的时间／社会的时间

第 22 号 (2017)  环境与农业的 sustainability

第 23 号 (2017)  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人与动植物的共存

第 24 号 (2018)  环境社会学与「社会运动」研究的联系——现在环境

运动研究必须进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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