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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实现“全民环保”，是领导

人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论断。为深入打好环保攻坚战，助

力实现“双碳”目标，我国新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及相关

政策来稳步推进“全民环保”的实现，在更严格的排污标

准与环保税费等压力下，环保与产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

出。人民群众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是实现全民环保的核

心推动力，群众环保意识也直接体现着社会整体的环保程

度，但新环保政策下的“全民环保”仍暴露出许多问题。

由此，本文以湖南省X市环保情况调查为例，分析新环保

政策下该地区的环保现状并深入剖析其成因，提出相应的

解决办法，以期为环境保护研究提供经验参考。

一、环保现状

1. 环境污染现状

（1）大气污染现状

大气污染作为我国最为严峻的环境问题，在我国 47

个重点城市中，有 70% 以上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达不到

国际规定的二级标准。根据 X 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报道，

今年 1-2 月 PM2.5 浓度、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改善率分别累

计排名全省第 2 位、第 3 位；5 项污染因子改善率排名靠

前。但通过对群众的调研发现，依然有 20.4% 的被调查

者认为该市的空气有受到较严重的污染，其中，爆竹燃

放、秸秆焚烧及汽车尾气等一直严重影响和困扰着居民

们的生活。为了显著提高居民生活环境质量，该市对大

气环境的监管与保护理应有更高的追求。

（2）水环境污染现状

水环境污染是我国第二大污染问题，我国七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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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有 42% 的水质超过 3 类标准，即不能被用作饮用

水；全国有 36% 的城市河段为劣 5 类水质，丧失使用功

能。而 X 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2 年对其地表水环境的监测

报告指出，2022 年该市整体地表水水质优良率较高，为

93.3%；其中Ⅱ类 13 个，占 86.7%；Ⅲ类 1 个，占 6.7%；

Ⅳ类 1 个，占 6.7%；Ⅱ类水质占比较上年上升 6.7%。水

质类别比例如图 1 所示。

从数据中不难看出，该市地表水总体年度水质优良

率与上年相比无明显增长，Ⅳ类等非人体直接接触用水

占比相对略高。与此同时，调查显示有超过 35% 的居民

认为身边水受到了污染，更为直观的是，实地调查过程

中所经的河流干净程度均不乐观，这说明 X 市水质仍需

进一步改善。

图1　2022年X市地表水断面水质类别比例

（3）固体废弃物污染现状

固体废弃物主要是指所常见的一些可见的固体、半

固体废弃物，主要以工业垃圾、农业垃圾、生活垃圾的

形式存在。根据 X 市环境局关于 2021 年度固体废物污染

防治公告表明：工业垃圾方面，X 市全年固体废物产生

量约为 457.78 万吨，包括冶炼废渣、污泥等，其综合利

用量为 285.06 万吨，而处置量仅仅为 175.65 万吨；农业

垃圾方面，主要包括农作物秸秆、牲畜养殖产生的垃圾

等，其处理方式包括堆肥、焚烧等措施；而在生活垃圾

方面，全市产生生活垃圾高达 61.32 万吨。从数据可以看

出，该市关于固体废物的整治情况仍有较大进步空间。

群众在环保过程中应当积极响应社会要求，减少生活垃

圾，落实好垃圾分类，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应当不断

探究更好的防治方案，减少固体废弃物的污染。

2. 群众环保意识现状

近年来，鉴于国内环境的恶化和国际形式的需要，

我国对环境问题已经越来越重视。为进一步了解公民整

体环保意识和环保意愿，通过采取实地勘探、问卷调

查、走访等方法对 X 市部分居民展开相关调查研究，可

以发现：在对于“你觉得目前生态环境保护存在哪些问

题”这一问题上，有 85% 的市民认为目前生态环境的

保护存在群众意识薄弱的问题，仅有 6% 的人认为环境

足够好，可见市民清楚自身对于生态环境保护重视度不

够，也暴露出市民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问题；有

超过 60% 的市民认为目前生态环境的保护存在推广力度

不够的问题。

同时，尽管大多数人明白环境污染的影响，但群众

实际环保执行力较低。针对生活中常见的环保行为，走

访人员进行了一系列调查。数据显示，被访者中表示不

会使用一次性筷子的群众仅占 3.5%，仅有 7% 的对象承

诺总是会重复利用生活用水，愿意严格按照垃圾分类要

求处理生活垃圾的群众也只有 15% 左右。这些数据更为

直观地表明，该市群众爱护水源意识和环保积极性都较

低，也从侧面反映该市市民难以将环境保护理念实践于

生活，具体内容及结果见表 1。

表1　群众环保意识调查结果

调查内容 选项
数量 /

人

总量 /

人

占比

/%

生态环境

保护存在

问题

推广力度不够 134

200

67

奖惩制度不完善 148 74

人们意识薄弱 171 85

宣传力度不够 117 58

周围存在

哪些环境

问题

浪费水电现象严重 136

200

68

存在乱扔垃圾现象 150 75

存在破坏花草树木现象 84 42

存在水域或陆域垃圾堆积 114 57

废水乱排乱放 102 51

其他 10 5

具体环保

行动

拒绝用一次性筷子 7

200

3.5

重复使用生活用水 14 7

按要求垃圾分类 30 15

3. 环保信息公开现状

为进一步研究 X 市环保信息公开现状，对群众了解

环保相关信息情况进行调查与访问。由表 2 可知，在调

查群众是否了解本地环境状况时，79% 的居民表示基本

不了解，11% 认为没必要了解，仅有 10% 认为自己很了

解；在是否清楚反馈环境问题平台的调查上，有 91% 的

居民不清楚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环境问题的渠道和方法

或找不到具体投诉方式，只有 9% 的居民知道相关投诉

渠道的获取方法；而在政府关于环保宣传力度的问题上，

有 24% 的群众认为政府已经宣传到位，56% 认为宣传还

不错，20% 认为宣传有待加强。从数据来看，X 市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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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宣传环保知识、全面公开环保信息、积极完善和推广

环境举报平台等问题上有所欠缺，反馈机制不健全、环

境理念不流通将带来恶性循环。为进一步核实研究结果，

对该城市官方公众号平台进行访问，调查发现，作为 X

市最有权威、影响力最广的信息门户之一，其每月发布

的有关“环境”和“环保”的推文仅为 5 篇，占总体的

6.66%；同时，有关环保的宣讲和海报在乡镇鲜有所闻，

说明 X 市环保知识宣传力度小，环保平台的推广和环保

理念的宣传亟需推进。

表2　环保信息公开情况调查结果

调查内容 选项 数量 / 人 总量 / 人 占比 /%

是否了解本地环

境状况问题

很了解 20

200

10

没必要了解 22 11

基本不了解 158 79

是否清楚反馈环

境问题的平台

清楚 18
200

9

不清楚 182 91

政府关于环保宣

传力度是否足够

宣传到位 48

200

24

还不错 112 56

有待加强 40 20

二、环保问题的成因剖析

1. 群众环保意识弱，出现“虚假积极性”

现如今，社会群众整体的环保意识淡漠较为淡薄，

极少有人能真正将环保意识外化于行。因此随着更严格

的排污标准与环保税费压力提高，社会上出现“虚假积

极性”的现象，如部分群众表面上配合政府环保工作，

实际上仍习惯于乱扔垃圾，无视景区的环境保护标语等。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技术标

准》开始实施，其中明确规定“农村生活垃圾严禁堆放

和露天焚烧，严禁向河、湖、池塘等水域倾倒垃圾”[1]。

于是 X 市许多地区开始建立统一垃圾站，每家每户清理

门前的垃圾，但是据了解，一段时间后不少居民觉得麻

烦便继续乱堆乱扔。由此可见群众的“虚假积极性”不

仅使环保工作流于表面，更不利于“全民环保”的实现。

2. 政策针对性弱，法律效力层级低

《环境保护法》在立法之初本是用于统领环保相关法

律、政策的制度，但它并没有与其他专项法律密切联系，

所以在法律效力层级上不能满足当前甚至今后环保工作

发展需要。同时由于环境污染本身具有长期性、间接性

和反复性等特征，环境损害行为和污染结果之间的因果

关系更加难以建立。反观我国各部门现在的规章制度，

可以发现我国环保法针对性较弱，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与

不确定性，对于许多破坏环境的行为定责较轻，这显然

不利于群众环保意识的形成和环境执法有效施行。例如

在污染主体确定上，当污染主体多元化或污染主体负担

能力不足时，环保法对污染者定责的标准效力低，导致

污染方和责任人难以确定。以上种种情况都表明环保政

策在污染方和责任人如何确定方面的完善迫在眉睫。

3. 管理机制失衡，约束力不强

目前，我国环境管理实施分地区负责，各地区仅对

本行政地区环境质量负责，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

是缺乏权威性的管理机构对所有地区的整体环境质量进

行监管。2020 年，X 市部分黑臭水体整治情况被湖南省

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作为典型案例进行通报，究其

原因在于治污设备疏于管理、数据造假和管理漏洞等情

况。由此可见，x 市住建局对污染治理的重视程度不够，

存在“应付过关”思想，更重要的是在评估考核初步通

过后疏于管理，导致黑臭水体大范围反弹。由此看来环

保政策在对下层的管理机制上仍有所欠缺。另一方面，

虽然国家设置多个环保行政机关，但部分机构却没有实

权或行使权力时缺乏权威性，约束力过于疲软，造成行

政部门执法困难、相关企业“钻空子”的现象。

4. 环保组织发展尚不成熟，公众参与环保方式单一

1978 年我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成立，2000 年后我

国环保组织才如雨后春笋般产生，由此可见，我国环保

组织起步较晚，发展尚未成熟，与政府还未建立起紧密

配合、高效协作的关系，缺乏信息共享机制，使普通民

众参与环保反馈上大多采取非制度化和非合法的方式解

决问题。此外环保组织在区域分布上发展不平衡，大部

分知名组织都集中在四个直辖市、东部沿海省份和四川、

云南等资源大省，其他区域数量很少。同时，环保组织

发挥的作用有限，活动形式单一。因此，我国环境保护

方面的规章制度在环保社会组织的管理应进一步健全，

拓宽群众参与环保的方式并充分发挥其在环境保护和环

境治理中的作用，营造环保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三、推动形成“全民环保”的对策思考

1. 重视环保教育工作，提高青少年环保意识

环保意识提高和环境保护教育有助于青少年扣好人

生的第一粒扣子，对提高青少年环保意识具有现实意义，

有利于助推青少年成为“全民环保”的主力军。家庭是

第一课堂，良好的家风建设在提高青少年环保意识上发

挥着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独特作用。学校应充分利用

课堂对学生进行环保宣传教育，开展科普宣传环保活动，

让每个学生都广泛参与到主题宣传活动中，不断提高学

生的环保自觉性。生态文明教育更大的课堂，是在家庭

和校园之外的社会大课堂，尤其是环保部门、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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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以及影视剧行业等，都可以利用自身拥有的教育

资源，在生态文明教育中发挥独特作用 [2]，提高人们的

环保意识与环保自觉性。

2. 完善环保监督机制，织密群众监督网

基于自然资源的特性以及制度与激励的作用机制，

政府应加强与市场、社会合作 [3]。对于环保监督机制的

完善，应积极探索有效的垂直管理方式，根据环保“统

一监管，分工负责”的原则，实现监督管理的纵向权力

相对分散，横向权力相对集中。垂直管理方面可以完善

相关部门和群众的协调机制，例如设立环保监督管理部

门，针对性划分各部门的监督权，督促各部门积极履行

职能；完善服务政策监督机制并健全环保应急工作机制。

横向管理方面，群众监督是外部监督的重要形式。要加

大法律宣传力度，扩大法律影响力，将法律层级效力向

群众宣传到位并设立群众反馈平台，织密群众监督网，

使环保监督机制更加民主化和规范化。

3. 积极发展环保组织，拓宽公众参与环保途径

环保组织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重要力

量，它不仅是联系政府与公众的纽带，也是监督政府环

保决策与执法的重要力量 [4]。积极发展环保组织，拓宽

公众参与环保的途径，对形成人人皆可环保的意识形态

有重要作用。社会组织参与决策是民主决策的需要，环

保组织可多元化组织代表公民参与决策过程 [5]。环保组

织发展的实现有三大驱动力，一是建立环保志愿者组织

网络，优化资源配置加强服务能力，规范环保志愿服务；

二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大力引导民间志愿环保组织的

培养，优化环保组织的外部环境；三是提供资金支持，

加强环保志愿者的能力培养，积极探索符合人民群众实

情的新方法新途径，促进民间环保组织的壮大。

4. 提高信息公开程度，加大环保宣传力度

提高环保知识宣传、信息公开程度，是强化公民环

保意识的重要途径。政府部门要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并积

极开展环保宣传工作，增强公众环保意识，相关负责人

应周期性勘察政策落实情况，并提交政策实施结果调研

报告，掌握政策落实情况和执行力度并实时调整更新。

环保宣传工作应切合实际，结合当前环保现状开展宣传

工作，唤起公众增强环保意识的决心，让公众切实地感

受到环保是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

四、结束语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家应加大环境保护

力度、做好环境保护的具体工作，才能达到环境保护的

目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6]。但对我国环境保护

现状进行反思，发现实现“全民环保”的道路上仍存在

问题。文章提出了重视环保教育工作、完善环保监督机

制、拓宽公众参与环保途径、提高信息公开程度等优化

对策。环境保护问题区别于其他社会问题的是前者必须

实现公众参与。只有人人参与进来才能可持续地解决环

境问题。做到健全环境保护机制，夯实群众有序有效参

与环境保护的理论制度基础，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达到公众期待，实现“全民

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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