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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下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吕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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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内容和措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方面面，其中公众参与是世界各国普

遍重视并积极采用的一个有效手段。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依靠公众的力量，发挥公众参与的积极作用。完善环境公

众参与机制与政策，扩大公众环境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具有深远的意义。

社 会

公众参与既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基础，也是民

主社会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实现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完善公众参与制度，扩大公众参与

范围，拓宽公众参与的深度与广度。

我国在公众参与环保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虽然我国日渐重视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活动中的重

要作用，但其程度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第

一，环境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完善与细化，相关法律的可

操作性还有待于提高。例如，我国还没有颁布施行《环境

教育法》，还没有将环境教育法律化、制度化，对全民的环

境普法教育还远远不够；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还需

要建立健全，公民依法行使环境权利的法律程序还不够

完善，一些可行性的操作规程还要细化。第二，公众参与

环境保护的相关机制还不健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舆

论监督机制和民主决策机制还要进一步完善，应积极研

讨，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公众参与环境管理机制。第三，

民间环保组织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特别是环保

志愿者队伍还应进一步壮大，对环保志愿者组织的规范

和引导工作要加强。第四，公众参与环保的宣传教育力度

还远远不够，需要下大力气落实环保知识的普及。例如，

我国绝大部分民众对垃圾分类知识缺乏了解，还没有养

成自觉保护环境的习惯。第五，公众参与环保的奖励与处

罚政策不够完善，没有充分调动民众参与环保的热情与

积极性。第六，公众环保参与程度低，参与深度和广度不

够，参与形式单一，参与的作用有限。

发达国家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事业的经验借鉴

在治理环境问题的进程中，众多发达国家全都制定

和全力实施了公众参与政策，而且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其成功经验非常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日本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有效措施。在环境治理与

保护方面，日本非常重视公众的力量。日本环境厅和各级

地方政府，都积极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归纳起来，比

较成功的做法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普及环境教育。日本的

环境教育深入学校、家庭、社区和单位，受教育人群包括

从幼儿到老人各个年龄层，其环境教育内容形式适宜，教

育环境和设施先进，效果显著。二是重视环境宣传。日本

的环境宣传手段先进，注重按不同年龄特征，安排宣传内

容。通过制作、分发宣传小册子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互联网等媒体进行宣传，以

提高国民的环境意识。三是充分发挥民间环保组织的作

用。日本法律鼓励民间团体的环保自愿活动，随着环保志

愿者队伍的不断壮大，环保在市民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日本的环境保护民间自愿团体很多，为日本的环境保护

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可再生资源回收、转让或交换

等方面，民间环保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
德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主要做法。德国在推行公

众参与环境保护方面有效的做法很多，最具特色的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普及环保教育，提高民众的环保意

识。德国有一个由政府机构、学校和民间组织组成的庞大

环保教育网络，它们向民众介绍环保知识，向企业推广环

保技术，向社会宣传新的环保立法。幼儿园、中小学，都有

很多关于自然和环境保护的教育内容，政府通过各种环

保活动来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举办大大小小的各种环

保比赛，鼓励学生设计和开发环保项目。二是发挥非政府

组织力量，全民参与环保。德国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力

量，积极向民众宣传环保知识，建立了公众参与体系。全

国有上千个环保组织，人员达 200 万左右。他们常常到处

举行宣传活动，向民众免费提供环保知识讲座和环保知

识小手册，并深入民众宣传环保。

完善公众参与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策略建议

我国虽然也提倡并逐步推行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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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的程度同国外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要真正建

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完善公众参与制度，普及环保教

育，使人人牢固树立环保意识，积极参与环保。
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公

众参与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有效保证。要真正实

现公众参与，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

健全公众参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法律法规体系，

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法制化、制度化。要完善具体可行

的法律程序，对公众有效参与环境保护事务提供支撑

保证。
目前，我国共有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 27 个，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

法律中也明确规定了公众参与的条款，但是环境执法中

的公民参与机制还有待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还有待

建立健全。应赋予公民和环保组织独立的法律地位与诉

讼资格，在环境治理与保护方面，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任

何公民和社会环保团体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国家司

法机关提起诉讼，维护自己的环境权益。应尽快制定实施

《环境教育法》，将环境教育活动法制化、制度化，将环境

教育引入校园，从小抓起，培养公众的环境风险和环境保

护意识，引导公众形成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良好道德

风尚。
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相关机制。环境友好

型社会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应该建立健全各

种相关机制，维护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权益，创造公众参

与环境保护的条件。一是建立健全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应

该承认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和批评权，将环境信息公开。应

该通过相关法规和办法，加强环境政务信息公开的广度

和深度，加强环保部门公开环境信息的能力建设，保障环

境信息透明化，并使之制度化，实现公众与政府部门间的

信息互动。二是建立健全公众舆论监督机制。要充分发挥

公众舆论的监督作用，在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化制度的基

础上，维护公民环境权益，保护公众参与环保的权利和积

极性；要形成强有力的监督声势，对严重污染环境、破坏

生态平衡的行为和现象，予以揭露和批评；应该建立健全

环境监督举报制度，可以采用在环境信息网站中设立环

境举报信箱、开通环境举报电话、在当地媒体开设“环境

问题大家谈”栏目等形式，维护公众的环境话语权。要加

强环境信访工作，保护公民的环境维权行为。三是建立健

全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机制。各级政府应主动运用公众参

与环境管理机制，形成环境决策民主化，保护公众参与影

响环境的重大项目决策的权利。各级政府可以成立“市民

环保陪审团”，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的项目进行听

证，并行使一票否决制，将公众真正纳入到环境管理决策

中，实实在在赋予市民环保监督与管理权。同时可以成立

的“市民环保检查团”，从广大市民和环保志愿者中挑选

合适人选任职，随同环保管理部门深入相关企业检查环

境治理情况，并提出整改和处罚意见，实现公众对政府的

环境管理行为的监督。四是实行环保奖励与处罚并行的

环境强化机制。提倡环保公众参与，首先要规范公众的环

境行为，引导公众自觉参与环境保护，可以制定和采用环

保奖励政策，对公众的环境友善行为进行正强化。同时，

要强调公民对环境保护的基本义务，对污染环境和破坏

生态的行为予以处罚。奖励与处罚并行的环境强化机制，

可以有效地鼓励公众的环境友善行为，帮助民众逐渐摒

弃不利于环境的生活习惯，引导公众自觉自愿地参与环

境保护。
加强环保教育，强化公众环境意识。要通过各种途径

进行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改变长期以来存在

的对环境不利的行为习惯，积极倡导环境友好的生产、生
活和消费方式。一是发挥学校在环境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借鉴发达国家环境治理的经验，环保教育从孩子抓起，在

中小学设置环境课程，普及环境教育知识。加大高等教育

阶段的环境教育力度，开设环境教育必修课，同时增加公

共选修课中环境教育课程的比重。二是深入开展面向全

社会的环境教育培训。应充分利用各种载体，制定教育培

训计划，分级分类、有针对性地开展全民环境教育培训。
要发挥各类新闻媒体、传媒及网络的宣传动员作用，讲解

环保专门知识。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方式，提高公众的环

境保护意识，充分发挥公众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在全社

会各个层面形成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合力。三是

加大环境保护宣传，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要提高环境保护

的宣传力度，适时开展公众参与环保的宣传教育活动。环

境宣传要有计划、有目标，活动方式要生动活泼、为广大

群众喜闻乐见，活动内容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把环境

保护与群众的衣食住行以及生产活动结合起来，不说教，

不走过场。要扩大环境宣传教育的对象和范围，特别需要

加强农民环保知识的普及，提高他们的环境保护和环境

维权意识。
发挥民间环保组织的作用，倡导环保公益活动。政府

要支持引导积极健康的民间环保组织，特别是广大青少

年的环保志愿者组织，鼓励他们关注环境、激情奉献。政

府对各类环保组织应加强扶持、引导和管理工作。应该因

势利导，搭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平台，使之在环保宣

教、环保听证、环保政策制定等多方面发挥其作用。（作者

为沈阳工程学院教授、辽宁大学博士研究生；本文系辽宁

省社科联 2011 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项目编

号：L10BJL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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