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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
公众参与在环境治理中的生动实践
Op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acilities to the public: A vivid practic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文 / 陆琼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

报告指出，建设美丽中国，要“构建政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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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参与在这一体系中扮演着何种

关键角色？公众可通过哪些途径参与其

中？如何充分调动公众的积极性，汇聚全

民力量建设美丽中国？环保设施向公众

开放给出了答案，它为政府、企业与公众

搭建起了共同参与、共同受益的平台。环

保设施向公众开放，正是公众参与在环境

治理中的生动实践。

一、保障民主协商，破解“邻避”难题
绿色经济模式提倡从产品设计和生

产之初就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产生。但

自2021年起，笔者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开设情景模拟式教学课程《基层协商民主》，以生活垃圾焚烧厂和大型化工项目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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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完全无浪费和污染的生

产、消费模式离我们尚有距离。遵循减量化、再使用和

再利用原则的循环经济是目前全球各国普遍提倡的

生产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对各种废弃物进行无害化

处理和再生的各类环保设施逐渐成为地区发展的重

要基础设施。然而，这些为大众提供环保服务的设施

在规划选址、建设运行过程中，时常遭遇居民，尤其是

设施所在区域群众的反对，从而引发“邻避效应”。

地方政府肩负着生态环境保护职责，面对此类问

题，是放弃项目还是强制推进？多地实践经验表明，

最佳方案是推动民主协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

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

谛。”经过协商，无论项目最终是实施或取消，都能最

大程度地减少冲突，达成共识，从而推动区域社会经

济的稳定发展。

环保设施的开放是民主协商解决邻避问题的一

项基本保障，使群众能行使知情权，直观了解设施运

行情况，获取足够信息参与公共项目决策。

邻避问题的产生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不可忽视的

是群众对环保设施的“无知而生畏”。环保设施处理的

是污染物或废弃物，它的存在是否有碍社区的整体观

瞻？是否会导致环境污染，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健康？

这些担忧合情合理。过去，由于技术、管理等原因，垃

圾中转站、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等长期扰民的新

闻时有报道。新设施是否会重蹈覆辙？千言万语，眼

见为实。参观已建成的同类项目是消除疑虑、增进了

解、改变态度的有效方式。这一点，已在多地的民主协

商实践中得到证实。新项目建成运行后向公众开放，

既是邻避项目协商中的常见诉求，也常常是一种可行

的承诺。这能更好地消除群众的顾虑，让大家获得足

够的安全感，从而支持相关项目的落地运行。

二、全民参与监督，提升治理效能
群众对环保设施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

监督权的实现。环保设施涉及大量污染物或废弃物的

进出，存在一定的污染外溢风险。运营这些设施的企

业往往有盈利的需求，如果缺乏充分、有效的监管，企

业可能会为节约成本而疏于管理，从而导致环保设施

本身成为污染源。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因此进一步

加深了部分群众对此类环保设施的疑虑和排斥。

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后，虽然不同行业、不同企

业开放的范围、区域略有差异，以及存在线上、线下开

放的区别，但总体上已经越过了围墙的遮挡，让更多

群众能够了解设施内部运行的丰富细节。常态化地开

放环保设施，不仅保障了群众的监督权，也为全民参

与环保治理提供了平台。

全民参与监管，对监管部门来说也是一种有力的

支持。尽管现代化监测设备越来越普及，重点企业的

运行和污染物排放数据都能通过传感器和互联网实

时传输到监管平台，但政府监管部门面对众多的工业

企业和环保设施，很难全面监管或实施预防性监管。

开放的环保设施为有意愿参与监督的公众提供了空

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更多眼睛的注视下，企业

将更积极地规范运营，注意细节和实效，从而真正提

升环保设施处理废弃物或治理污染物的效能。

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角度看，现有四类环保设施

的开放，能有效保障人民群众在公共项目规划、建设、

运营过程中的知情明政、参与决策和全面监督，这不

仅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政治文

明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三、立体展示宣传，促进环保教育
毫无疑问，开放工作增加了环保设施运营单位的

压力和人力物力消耗，但如果充分利用这一契机，这

些单位同样可以从中受益。

首先，开放工作可以揭开环保设施的“神秘”面

纱，真实展现项目面貌。通过展示先进技术、合格设

备、规范管理以及整洁优美的厂区环境，可以充分展

示经营方的实力和能力，消除一些行业或企业被妖魔

化的误解。

其次，经过精心设计的开放线路、展示内容和讲

解宣传，不仅能够让参观者了解项目本身采用的技术

路线和运营情况，还有助于大家了解环境保护、污染

治理、资源回收等行业的总体发展，有助于公众认可

相关项目参与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根本上纠正一些片面和错误的认识。对参观者实现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的全覆盖，有利于从整体上长远

影响社会化环保宣教的氛围，持续实现潜移默化的教

育传播效果，最终提升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兴趣和科

学参与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不仅有

利于某个特定项目的落地，同时还有助于全面提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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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行业在社会上的总体形象，有助于促进行业整体的

长期可持续发展。

自2017年以来，全国2000多家环境监测设施、城

市污水处理设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危险废物

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陆续向公众开放，截至

2023年底，累计接待线上线下参访公众超过2.1亿人

次。可以说，环保设施开放已经走上了高速而平稳的

发展轨道。

对于环保设施开放的未来，我们依然抱有以下

期待。第一，期待更多行业和企业加入向公众开放行

列。钢铁、冶金、化工、火电等行业，污染物排放总量

大，相关企业通常都是重点监控对象。由于安全管理

等方面的原因，过去这些企业的生产设施和环保设

施往往“闲人莫入”，更为这些庞然大物蒙上了一丝

神秘的色彩，让人望而生畏。如果向公众开放特定的

生产环节和污染处理设施，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提升

相关行业的整体形象，也有利于具体企业的社群关

系维护。事实上，一些核电企业已经在走在了前列，

能够为其他大型工业企业提供有益的经验。随着国

家产业升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报废机动车、废

旧光伏板、动力电池拆解回收的设施产能必然将不

断增加。相信这些处理设施的开放必将有助于加强

监管、普及绿色消费教育。

第二，期待工业旅游、社区共建元素与环保设施

开放相融合。无论是生产企业还是环保设施，都是现

代工业发展的象征。方兴未艾的工业旅游能够帮助参

观者领略现代工业之美，培养科技思维，提升企业社

会形象。这与仅展现环境保护效果的开放目标是一致

的。当企业以旅游景点的形象出现时，其原先的污染

形象便得以消解。加强社区共建也是同理，如果企业

成为所在社区的公共活动空间甚至公共客厅，其与居

民生活的异质性就不再凸显，“邻避”问题也将随之

消失。

第三，期待设施开放更多地纳入项目规划设计。

观察不同设施可以发现，一些早期建成、设计中未考

虑展示功能的项目，在开放时需要重新改造，既需要

额外的投入，又影响展示效果。在相关政策、指南指导

下，纳入政策范围的行业企业以及有潜在开放需求的

项目，应将开放工作前移至项目最初的规划设计环

节，结合工业旅游、企业宣传、科技教育、社区共建等

目标充分酝酿，实现集生产、展示、教育等功能于一体

的整体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应广泛征求当地社会组

织和公众的意见建议，确保在不损害企业运行秩序和

经营利益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满足公众的期待与需

求，真正实现公众的全过程参与。

作者介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讲师，人口、资源与

环境经济学博士

2024年4月17日，宁夏理工大学学生参观石嘴山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分析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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