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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的路径探究

张守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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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城市环境卫生治理作为研究对象，首先从公众参与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的必然性角度入手，论述公众参与城市

环境卫生治理的重要程度。之后分析探讨了公众参与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的四条路径，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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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urban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management, starting from the inevitability of public partic

ipation in urban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management, and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urban environ

mental sanitation management. The article then analyzes and explores four paths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urban environme

ntal sanitation management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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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相应城市化进程当中生活方面

的需求在日渐增多，相应地也就会产生较多生活垃圾，如果

不能对其进行及时处理，就会对城市环境带来严重污染，进

一步会降低居民生活质量和水平。如果管理不善，甚至会导

致出现相应卫生问题，进而引发传染病，影响社会稳定发展。

为避免出现种种问题，需要对城市环境卫生治理工作进行相

应管理，虽然近些年我国逐渐重视起来此类问题，并且制定

了一些措施，但是其成效不太显著，环境质量差等问题依然

存在。为了进一步提高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效率、提高

城市环境卫生水平就需要重视公众这一主体在其中参与的

程度。

一、公众参与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的必然性

伴随着现代化城市高速发展。城市环境卫生问题也在逐

渐显现出来，成为了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件事情。同时这也是

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参与最多的一个领域。城市环境卫生所包

含的东西较多，主要有街道、公共场所、水域、城市垃圾、

粪便、生活废弃物的收集处理、城市环境卫生基础设施的建

设维护。总的来说城市环境卫生治理是一个较为复杂且庞大

的社会工程系统，需要多方面通力合作，全面治理。城市环

境卫生治理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以及相应的环保组织、

公众等其他方面共同参与的活动。公众在城市卫生环境治理

方面既是参与者，同时也是其成果的享受者，公众在这一治

理过程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1公众参与城市环境卫生治理是应有之义

城市环境卫生治理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过程，如果单单

依靠任何一个主体都不能将其完全运转开来。通常是以政府

为主要核心力量，引导整个市场以及社会力量进行共同治理，

发挥出最大力量，实现最优的治理效果。从相关的公共治理

理论来说，公众是必然要参与的，公众参与是城市环境卫生

治理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以及关键的力量。从公共治理的视

角来看，公众对于参与城市环境卫生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公众参与相关的环境卫生治理既是相关城市环境卫生治

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公共治理理论的应有之义[1]。

1.2公众参与有利于提高城市环境卫生治理水平

有研究表明，公众参与卫生治理的程度和城市卫生治理

的效果有着密切相连的关系。公众在城市环境卫生当中不仅

扮演着参与者，同时也是其直接的受益者，只有提高公众相

关的参与意识和环保意识，获取公众相应的理解和配合，才

能够真正地提高城市环境卫生治理实效性。所以，鼓励公众

参与到环境卫生治理当中非常重要，这直接关系到是否能够

提升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的水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公

众的环保意识逐渐地增强，公众民众对于城市环境卫生的要

求也在渐渐地提高，城市环境卫生治理面对着新的要求所带

来新的挑战日趋严峻。城市环境卫生治理，因为其主体众多

且处理繁杂。因此需要公众参与日常环境的治理与维护就显

得更为重要，只有公众切实主动地参与到其中才能够实现有

效的治理，才能够从最根源上去解决城市环境卫生的问题，

增强民众的环保意识、自我意识、培养高素养的民众，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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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当前环境治理的首要条件[2]。

1.3 公众参与城市环境卫生治理有利于推进社会治理体

制创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曾经指出：“要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

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在十九

届四中全会当中更是将环境治理和治理的能力列入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对以往的社会治理体系进行

创新和改善，建设一个全民主动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需要

对以往单一的行政主导的体系有所改善，建设多元化的环境

治理体系，将多方面的治理主体与协同治理相结合起来，是

国家对于环境治理领域能力提高的重要表现。积极动员公众

参与城市环境卫生治理，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完善体

现，也是公众环境权益能够得到基本保障的条件。不断地动

员公众参与相关的环境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的基础，

也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有利条件 [3]。

二、公众参与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的路径

2.1培养公众参与的意识和观念

培养公众参与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的意识和相应的观念，

对于整个城市的环境卫生工作来说非常的重要，如果观众本

身就拥有着比较强的相关意识和相关观念，那么城市脏乱差

等环境的问题都会大大的改善，比如说乱扔垃圾、随地吐痰

以及路上抛物等问题会减少很多。因此提高公众的文明素养，

培养其参与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的意识，加强自身的相关观念，

对于城市环境卫生治理来说显得尤为显得特别重要。

首先可以通过大力宣传的方式培养市民对于环境卫生

治理的相关理念，增加市民的相关知识。同时采用多种多样

的宣传方法，强化宣传效果，还可以利用网络技术，通过新

媒体网络、微博、微信等方式进行宣传。还可以举办相关的

城市卫生环境治理文明主题的宣传活动，将环境文明、社会

文明、卫生治理、城市文明等观念结合在一起，使民众自觉

主动地去维护相关城市环境卫生，使得民众从内心深处去有

所认可环境卫生的重要性，使他们能积极主动参与到其中，

培养其相应意识和相关观念。其次，城市环境卫生治理需要

建立相应的法规要求来依法治理，进一步提高在民众心中对

于城市环境卫生的重视程度，同时还可以依靠着相关的法规

来对市民破坏城市环境卫生等不良行为进行相应惩处，使得

环境卫生管理法律深入日常，让城市环境卫生的破坏者要付

出代价，强化其自身维护卫生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的自觉性，

只有通过教育与法律并行的方式，才能够使环境卫生维护的

理念贯彻到生活当中。

2.2培养相关的环保组织

对于城市环境卫生治理来说，环保组织是治理过程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引导民

众树立环保意识和理念，为民众参与环境卫生治理搭建一个

合适的平台，使其有空间得以发挥，在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相

关的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增强社会环保组织、志愿

者的建设和其影响力，发挥其在城市环境卫生治理中积极有

效的一面。相关的环保组织因为其自身具有着民间性、志愿

性、主动性、自觉性等特点，在城市卫生环境治理当中有着

不可取代的作用。

首先可以为其搭建相应的平台，提供发挥的空间，引导

环保组织走向正确发展道路。创建新的社会环境，卫生治理

的理念，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引导环保组织在日常城市环境卫

生治理方面发挥出自身作用，支持其参与到相关治理工作当

中，完善相关的环保组织发展的空间。同时可以出台一系列

的相关政策，鼓励环保组织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激发环保

组织对参与城市环境卫生事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其次，健全相应的环保组织管理体制，使得相关的环保

组织可以在日常治理的过程当中做到井然有序，对其内部管

理机制进行完善指导，帮助其建立相应的内部机构，使得其

可以实行良性循环。同时要进一步弘扬和宣传其公益精神和

志愿精神，吸引其他更多的志愿者以及相关的环保人士参加

到其工作当中。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其监管，防止其走向盈

利性的道路，保证其发展的过程当中规范、健康、绿色、非

盈利性[4]。

2.3加强环保知识传播

普通民众对于相关的环保知识了解的程度深浅，直接关

系到其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参加相关环境卫生治理的理解程

度。如果其相关知识了解较多，则在参加环境卫生治理时，

有着较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够大力配合相关工作。如果

其了解程度不深则会出现相反的效果，不仅不能积极主动配

合，同时还可能会破坏相关卫生治理的成果。在当前来说，

仍有一部分民众对于相关的知识了解不是很多，其相应的自

觉性、积极性、综合素养有待提升，对于新时代提高民众的

相应环保理念、环保素养非常重要，其直接关系到城市环境

卫生治理最终的成果。所以要引导公众加强对于相关环境保

护的自觉性，将其看作是城市生活环境当中一份子，使其拥

有归属感，加强相关知识的教育与传播，提升公众参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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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卫生治理相关能力与水平。

首先可以在相应的知识教育与传播的过程当中，使用多

种多样的方式。发挥政府部门、环保组织以及新媒体的作用，

这三方主体在宣传环保科学知识、环保理念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对民众进行大力宣传和普及，提高民众对于环境卫生

治理的支持程度和了解程度。加强其环保素养。尤其需要注

意对于青少年来说，加强其环保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教育显得

尤为重要，可以将相应的环保知识和理念与课堂教育进行融

合。将相应的科学知识，比如说城市垃圾分类以及相应的发

展理念纳入到义务教育课程当中，并进入相应考核当中，使

得城市卫生环境治理从民众小的时候抓起，以此培育其良好

的习惯及观念，使其相应的观念可以根植于思想内，不仅自

身在生活当中可以积极地做到，也可以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

进而感染其他民众向其学习。

其次要注重环保知识教育传播时的方式，要讲究其传播

实际效果，防止敷衍了事，走个过场。要使用老百姓喜爱的

形式，比如说举办相应的演讲比赛以及文艺演出，可以结合

时代特性创办出新的环保曲剧，还可以通过橱窗以及直接宣

传等方式，对民众进行相关的理念和知识的传播。切实提高

传播过程当中的实际效果，使得宣传教育的效果入脑入心，

将实际效果深入到群众生活中。

2.4利用好新媒体网络平台

要充分利用好新媒体网络这一平台，加强环境卫生治理

的相关宣传。

首先，可以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扩展民众参与的

渠道。例如可以在各个社区邀请社区民众来召开议事会等方

式，就围绕对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并且

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和措施，调动居民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还可开展相关的文明创建活动，提高民众参与的积极性，树

立起城市是我家，文明靠大家的相应理念。

其次，可以利用线上新媒体网络收集相应的信息。新时

代网络媒体具有很强的便利性，对于互联网民众来说，是其

参与相关问题渠道反映的重要方式。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相应

的平台，例如微信、APP以及论坛等方式，收集民众对于城

市环境卫生治理的相关意见，并且做好相应的反馈，充分利

用好新媒体网络这一平台，使其成为公众参与城市环境卫生

治理重要的渠道。

再次，还可以发挥新媒体网络平台的宣传作用，新媒体

网络平台，具有传播快、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等特性，可以

通过相应的微博、微信以及论坛、APP等作为手段，去宣传

与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应的理念和知

识。还可开展一系列相关的知识问答等类型的活动，对于参

加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以及理念学习的民众，给予相应的物

质奖励或者是精神奖励[5]。

三、结束语

总的来说，公众参与城市环境卫生治理是有其必然性的，

既是其应有之意，同时有利于提高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的水平，

还有利于推进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其具体路径上来说，可

以培养公众参与的意识和观念，培养相关环保组织，加强环

保知识传播，利用好新媒体网络平台，将多种方式相结合进

一步提高城市环境卫生治理的水平。使城市环境卫生治理水

平切实得到提高，进而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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