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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规制到社会治理 ：

国外环境治理的理论扩展与 实践
＋

曾婧婧 胡锦绣 朱利平

［ 内容提要 ］
近年来 ，

环境 问 题 日 益严 峻
，
有效的 环境 治理 已成 为 社会治理创 新

关注的 焦点 。 社会环境治理以其在环境标准 制定 与执行 、环境监管与约束 、环境

改善 引 导与环保意识培养等方面 的优 势 以及灵活 多样的 治理形式逐步 为 西方 国

家所接受 。 历 经 ２０ 多年的发展 ，
西方 国 家的社会环境 治理 已在约束和 引 导企业

行为 、提高产 品溢价 以及产生环境效益等方 面取得 了 显著成效。 由 于政治体制

和市 民社会发育程度的 差异 ， 中 国社会环境治 理 的 自 有特 色 与 潜在 困 境并存 。

通过社会环境治理弥补政府规制缺陷
，
进而 改善环境质量是 中 国 未来环境治理

的 必然趋势 。

［关键词 ］ 社会治理 环境问题 政府规制 社会组织

近年来 ，资源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世保型社会组织弥补政府规制在解决公共问

界各 国 经济发展 的瓶颈 ，
而非 点源 污染题时的不足 ， 由 环保型社会组织制定和执

（
Ｎｏｎｐｏ

ｉｎｔ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 以其不断扩散行环境标准 ，培养企业 的环保意识并对其

的特征更是加剧 了环境污染 的严峻形势 ，
生产行为进行约束 、引 导和监督 ， 提高经济

传统的地方政府规制的边界性与污染扩散效益和环境效益 。

的无边界性使得公共环境治理的成效并不
一般而言

，社会治理是指政府及其他

显著 ，
环境恶化 、资源枯竭 的态势不断加社会主体 ，为实现社会的 良性运转而采取

剧 。 因此
， 寻求新的治理手段刻不容缓 ，

而的
一

系列管理理念 、方法和手段 ， 调和利益

以市场为导向 的
“

社会治理
”

系 统显示 出冲突进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 环境领

了巨大的潜力 。

０
国 际社会在应对政府规域的社会治理 ， 则是指环保型社会组织为

制无效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 ，包括依赖环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
调和相互冲突的

＊ 本 文 是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 目 （ ７ １ ５０３ ２ ６８ ） 、武 汉 市软科学 支 撑项 目 （ ２０ １ ５０４０６０６０１ ０２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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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阶 段性

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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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关系并采取联合行动 的
一系列措施 。 意义 ，但环境善治 的 目标 尚 未实现 。 传统

在西方语境 中 ， 社会治理主要是非政府组的环境治理手段不能发挥应有 的作用 ， 人

织参与治理活动 ， 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环境类不得不寻求新的 、有效的环境治理手段 。

治理则是环保型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环境（

一

） 社会环境治理的逻辑起点

治理 。 在 中国知 网 以
“

社会环境治理
”

为１ ９７０ 年代末 ，
西方解决公共池塘资源

关键词搜索发现 ，
国 内 目前还缺乏相关研困境的对策要么是 以

“

利维坦
”

为解决之

究 。 并且在中国语境中 ，我们通常以社会道 ，要么是将产权私有化作为唯
一解决方

组织代替非政府组织 ，如民政部将社会组案 ， 并在此基础上演绎了 囚徒困境 、公地悲

织定义为社会团体 、 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剧和集体行动的逻辑等三种模型 。 虽然奥

金会三类 。 因此 ，
基于 国情的差异和治理斯特罗姆夫妇 （

Ｖ ｉｎｃｅｎｔＡ ．Ｏ ｓ ｔｒｏｍ＆Ｅ ｌｉｎｏｒ

主体的不 同 ， 将
“

ｐ
ｒｉｖａｔｅ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ｇ

ｏｖ－Ｏｓｔｒｏｍ
）从批判 国家机器僵化和私人市场

ｅ ｒｎａｎｃｅ
”

翻译成
“

社会环境治理
”

而非直译自 利性的角度 ， 提出 了多 中心治理的方案 ，

为
“

私人环境治理
”

更为贴切 。却也因其固有的缺陷而缺乏实践效果 。

本文旨在介绍西方社会治理的逻辑起 １
． 公共环境治理失灵

点 、主要形式 、作用及以此为鉴的中 国环境环境治理是政府的重要职能 ，但是中

政策的策略选择 ，探寻环境治理的新途径 。 央和地方政府在解决这
一

问题的方面并未

表现出优势 。 加勒特 ？ 哈丁 （
Ｇａｒｒｅ ｔ

ｔＨａｒ
－

一

、社会环境治理的内涵ｄｉｎ
）利用公地悲剧模型进行 了分析 ，建议

利用政府强制力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和外

社会环境治理是缓解环境 污染 、解决部使用 ， 否则 ，对信奉公地 自 由使用并追求

生态资源过度使用问题的
一种广泛而有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 人而言 ，

“

毁灭是他们

的环境治理方式 ， 它探讨环保型社会组织唯
一

的 目 的地
”

。 为 了强化人们对政治制

在应对环境恶化 、
资 源枯竭等方面发挥的度及其在环境保护 中的重要性的认识 ，他

作用 ，其逻 辑起点在于对公共池 塘资 源进
一

步指出 ，

“

这是
一

个混乱的世界 ， 若要

（
Ｃｏｍｍｏｎ

－

ｐｏｏ ｌＲ ｅｓｏｕｒｃ ｅｓ ） 的治 理失 灵 。 避免毁灭 ，
人们就必须对存在于他们心灵

公共池塘资源的非排他性特征使承担费用之外 的某种强制力量表示臣 服 ， 这种力量

者不能独 占收益 ，

一

但缺乏集体行动 ，便会用霍 布斯 的术语来说就是
‘

利维坦
’ ” ？

。

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以及生产和供给的不基于强制力的政府管理成为当时解决公共

足 。 环境是典型 的公共池塘资源 ， 由 于组问题的核心 。

织的交易成本和搭便车的动机 ，其面临 的政府权威 固然能够保护环境 ， 但是这

过度使用以 及供给不足的局 面更加严峻 ， 种政治制度的强制力并非一直存在 。 地方

集体行动也愈发 困难 环境 问题 由此产政府有可能追求短期 目标 ， 为 了促进地方

生 。 对此 ，传统上有三条解决路径 ：

一

是以经济发展 、增加税收等 ，对控制环境污染采

政府为主导的传统公共环境管理
；
二是基取消极的态度 。 此外 ，政府还面临着个人

于产权界定的环境效益私有化 ；
三是多中和企业过度使用 公共池塘资源的压力 ， 其

心治理下的环境效益调节 。 在实践中 ， 上自身在应对这
一

挑战时还可能陷人集体行

述三种手段对缓解环境问题都具有积极的动 的困境 。 既不能消灭污染源又无法遏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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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扩散 ，政府的非点源污染治理也就难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

以取得应有 的效果。 除此之外 ， 如果政府但是从她设计的几条制度原则来看 ，

管制决策不合理 ，
还可能会导致反公共池多中心治理的要求较高 ，具有

一定的局 限

塘资源困境 ，甚至滋生腐败 、引 发地下经济性 ：公共池塘资源的规模要 比较小 ， 占用人

的发展等 ，使公共环境治理极易陷人停滞数较少 ；对政治体制和公民意识有一定的

不前的僵局。要求
；

监督成本高 。

？
这些局限性决定 了多

２
． 产权私有化的缺陷中心治理更适用于熟人社会的社区治理 ，

调节困境的市场手段在西方发达国家且在实践中也不能很好地解决环境问题 。

的影响力很大 ： 公地的私有化被认为是解（
二

）
社会环境治理理论的兴起及其

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最佳方案 。 哈罗内涵

德 ？ 德姆塞茨 （
Ｈ ａｒｏｌｄＤｅｍｓ ｅｔｚ

） 、张五常等在现实社会 中 ，各种社会问题 日 益复

学者认为 ，在资源属于公共所有的地方实杂多变 ，完全突破了公共部 门 自 身治理能

行私有产权制度非常必要 。 有学者甚至指力 的范围和极 限 ， 协作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出
，

“

避免公地悲剧 的唯
一

方法就是创建日 益突出 。 随着西方公 民社会的发展 ，社

私有产权来取代公共产权制度
”

？
。会环境治理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选择 。

但是与政府管制类似 ，产权私有化在１ ． 社会环境治理的 渊 源与 作用

实践中也遇到 了不少问题 ：某些公共池塘２０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 ，社会环境治理首

资源的 自然属性使产权界定 困难 ，
即使是先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萌芽 ，但主要的社

界定了 的产权也会因为交易成本过髙或存会环境治理形式直到 ２０ 年后才真正出 现。

在寻租现象而难以私有化 。 曼瑟尔
？ 奥尔当社会组织采取环保行动来实现传统上应

森 （
Ｍ ａｎ ｃｕｒＬｌｏ

ｙ
ｄＯ ｌｓｏｎ ） 指出 ，

除非
一

个群由政府完成 的环境善治 目标时 ，社会环境

体中的人数相 当少 ，或者除非存在着强制治理便得以产生 。 社会环境治理是环境法

或其他某种特别手段促使个人为其共同利律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为棘手的环境

益而行动 ，
否则 ， 理性的 、寻求 自 身利益 的遗留 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 值得政策

个人将不会为实现其共同或群体的利益而制定者 、实践者和理论工作者高度重视 。

采取行动 。

？社会环境治理的作用主要是填补公共

３ ． 多 中 心治理的局限职能在某些领域的空 白 ， 同 时在政府 发挥

奥斯特罗姆用制度分析和经验分析结作用的其他领域与之相抗衡 。 社会组织通

合的方法 ，
对

“

公地悲剧
”

、

“

囚徒困境
”

和过环境标准的制定 、实施 、监测 、执行等手
“

集体行动 的逻辑
”

三个理论模型展开研段 ， 实现管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开发 、提供公

究 ，批判了
“

唯
一

”

的利维坦或者私有化方共物品 、减少负外部性 、更合理地分配环境

案 ， 提出了特定条件下的公共事物治理的设施等传统的政府管理 目标 ， 并将之作为

第三条道路 ， 即在
一定条件下 ，人们能够为社会环境治理的常规 目 标 。 政府部门通常

了集体的利益而 自主组织起来进行 自 主治不会对环境标准的具体内容和社会组织实

理 ，从而使公地悲剧 问题得到有效处理， 施的活动进行直接控制 ，但政府行为 既可

她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证明 ： 政府可 以通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社会组织的治理和社会

过产权私有化行使强制力来实现公共池塘标准的形成 。

—

８７
—



国 外理论 动 态 － ２０ １ ６ 年 第 ４ 期

２ ． 社会环境治理的 内 涵 ｜

治理形式
｜社会环境治理｜

治理标准
｜

环境治理效益

社会环境治理的定义从解释集体行动聰 自 觉性

环保意 碳披露项 目 （ Ｃ ＤＰ ）
＇

行业环保压力

困境：至Ｕ ｉ
■平价政府

１和 －且…的 强制力来 源＇
，
—工
识培养 全球报告倡议 （

ｇ ｒｉ
）ｒ＾ｍｍ

历 了漫长的发展 ， 学者们从不同 的 角 度对＾｜

环保旦传

丨

力

此进 ■

（了了 解读 。 其 中 ， 肯 尼斯 ？ 艾 伯 特资料 来 源 ： Ｍ ｉｃｈ ａｅｌＰ ．Ｖａｎｄｅｎ ｂｅｒｇｈ ｔ ， 

“

Ｔｈｅ Ｉ ｍ
ｐｌｉ ｃａ

－

（

ＫｅｎｎｅｔｈＷ ．Ａｂｂｏｔ ｔ
）根据治理主体的不 同 ｔ ｉｏｎ ｓｏｆＰｒｉ ｖａ 丨ｅ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 ａｌＧｏ ｖｅｒｎａ ｎｃ ｅ

”

，
Ｃｏｍ ｅ＂Ｌａｕ；

指 出 ，社会环境治理是指除政府 以外的社
／＾？ ， Ｖ＆ ９９ ， ２〇 ｌ ３

， Ｐ
＇ｍ

会组织 、企业或个人 ， 为弥补政府在环境治（

一

）
环境标准的制定与执行

理方面的不足 、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 ，社会环境治理的形式多种多样 ，但其

对环境进行的 自 发 自 律性的治理行为 。

？
中最主要的手段是环境标准 的制定 与执

特雷西 ？ 罗伯茨 （
Ｔｍｃｅｙ

Ｍ ．Ｒｏｂ ｅｒｔ ｓ ） 从功行 。

“

制度发展的基本 目标是建立社会规

能的角度指 出 ，社会环境治理是社会组织则 ，这些规则将会产生有利的预期 ，并且通

通过设计 ，实现传统上 由政府达成的发展过预期来限制对方 的互动行为 。

”
？
必须建

性或强制性 目标 。

？立一套有效的制度规则 ，约束主体的行为 ，

从而保证社会环境治理活动能够实现和达
二 、社会环境治理的形式到预期 的 目标 。

１ ９９０ 年代以来 ， 在具有约束力 的里约

、

环保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复杂 ，

地球峰会协议失败之后 ， 为了弥补政府在
社会环境Ｍ产触願雜 ，晒社纟

＃麵账脑
‘ ‘

励耐
”

，
环境和人权

職治理娜式Ｍ出不同特色 。 社餅
戀、将注意力转 向 了环飾雜创建 。

？

境治理活动往往是发端于某一个地区或领
１ ９９４ 年 ， 它们引 导一些在这一方面走在前

域 ，ｍ逐步扩散至全球或全行业 ’面的木制品企业和贸易商加人 ，成立 了森
私人的制度安排 ，其形式和发：挥的作用 还

林认证 系统
——

森林管理委 员会 （
Ｆｏｒｅｓ ｔ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以主要实践形式为标
Ｓｔｅｗａｒｄ ｓｈｉｐＣｏｕｎｃ ｉｌ

，

ＦＳＣｈ 大规模的现代

认证活动 由此拉开序幕 。 在过去 ２〇 多年
的制定与执行 、环境监管与约束 、

环境改善 里 ，全球 已经有 １ ９９ 个国家设置 了涉及 ２５

引 导 、环境意识培养等 四个方面 （ 见表 １ ） 。

个工业领域 的 ４６３ 个环境认证和标示 系

表 １ ：社会环境治理的基本内容统 ，

？
弥补政府环境政策失灵的环保型社

治理形式
丨社会环境治理 ｜

治理标准
｜

环境治 会组织也相继成立 。 这些具有全球性 、非
？＃ｔａ＊ｆｉ＾ （ Ｆｓｃ ）营利性的独立的环保型国 际组织 ， 其管理

环境标 ？Ｉ 森林管理委员 会（
ＭＳ Ｃ

） 环保标准 识别优质企业—Ｊ口 艺 ２
的制定与 森林认证认可 （

Ｐ ＥＦ Ｃ
）
认证体系 保护环境机构囊括广泛的利 ：ｆｉｉ相关者 ，

７Ｋ Ｂ 是对 ：ｆｉｉ

执行 国际标准化体系Ｕ Ｓ０１ ４０ ００
）
标识系统 产品溢价于环境 、造福社会并在经济上切实可行 的

能源与环職计标准
（
ＬＥＥＤ

） ＇

Ｔ＋Ｂ

＿
Ｍ＿ （

ＥＰ
）贷款准则 改善生态环境

』营活动Ａ 予支持 ， 并通过评估和认证 ，提

绿棕榈计划
（

ｔｈ ｅＧ ｒｅｅ ｎ Ｐａ ｌｍ 环评制度 保持生物多样高其可持续经营水平 。 经过这些组织认证

＾
的产品 ，

可以使用特定的注册商标 ，使消 费
空气质 量优 化 信贷 （

ＰＲＥＶ 环保贷款 环保 自 觉性土＆＆ ／ 、他 口 ＋ ｈ＿改
ａ ｉｄＪｆＳ＃者通够分辨 出哪些产品来 自 良好的和可持

Ｉ

清洁发展机制 （ ｃｄｍ ） ｜

标准ｍｍＩ续经营的产地 ， 以便于消费者识别市场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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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质企业 ， 并付出与之相匹配的价格 。型社会组织的主张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这

（

二
）
强化环境监管与约束在

一

定程度上遏制 了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

环境监管与约束主要是指通过签订协蔓延 。 研究显示 ，尽管 尚缺少必要的公共

议来监督组织和个人的行为 ， 并对违反者监管 ， 环保型社会组织 已经引 导很多公司

进行监管和制裁 ， 这是实现环境保护的重采用了环境管理系统 ，
还有不少公司要求

要手段 。 环境监管与约束的协议或条文虽其供应商也采用这些系统 。

然是由独立的机构成员或协会管理 ， 佴是环境改善与引导具体表现为支持并援

行业准则 和市场抵制的压力使得忽视有关助对环境有直接促进作用 的项 目 ， 如法国

协议的机构在 国际市场中举步为艰 。 这些银行 机 构 提 供 的 空 气 质量 优 化 信 贷

不具备法律效力 的协议确立 了环境影响信（
ＰＲＥＶａ ｉ ｒ

）
项 目 。 自 １ ９９０ 年起 ，该项 目 为

息披露标准 ，
对融资贷款所带来的环境风那些保护环境的工厂和工艺提供了高达

险进行管理 ， 限制银行贷款给危害环境 的８０％ 的启动贷款 ， 其贷款利率明显低于市

项 目
，抵制各类违反环境标准的项 目 的实场的通行利率 。

？

施 ，这对于相应的工程项 目 以 及贷款银行当然 ，
只有完善社会环境治理 目 标和

都具有强有力 的监管和约束作用 。手段 ， 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环境治理在环

赤道原则 （ Ｅｑ ｕａｔｏｒ
Ｐｒｉｎｃ ｉ

ｐ
ｌｅ ｓ ，

ＥＰＳ
） 是境改善与引导方面的作用 。 因为环境改善

社会环境治理中环境监管与约束的典型代与引导主要是针对环境方面的个别问题进

表 ，是由 国际金融公司 和世界银行倡导几行矫正 ， 引导企业进行环保生产 ，并不能囊

大银行达成的共识 。 违反赤道原则而被迫括相应产业的全部经营者 ；
而且仅将解决

停工的项 目 并不鲜见 ， 如总价值 ２００ 亿美
一

个方面的环境问题作为 目标可能导致其

元的萨 哈林 ２ 号 油气开发项 目 。 环评显他方面更为严重的环境问题 ，从而弱化甚

示 ，该项 目违反了关于保护天然栖息地 的至抹杀了环境改善的效果 ；
此外 ，它对不签

规定 ，
因而被赤道机构银行撤资 ，导致已经署协议的行业和组织基本不具备效力 ， 因

完成 ９０％ 工作量 的项 目不得不 因 此停止而也难以发挥规模效应 。

作业 。 该原则的威力可见
一斑 。（ 四 ） 促进环保意识培养

（
三

）
加强环境改善与引 导较高的环保意识是促使企业进行环保

企业和个人的社会行为是影响环境变生产 、摒弃环境破坏行为的前提 。 环保意

化的直接原 因 ， 对其环境行为 的引 导有助识培养是指环保型社会组织开展宣传和推

于改善 日益恶化的环境形态 。 环境改善与动 ， 旨在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 ，倡导企业

引导是指环保型社会组织鼓励各种环保项建立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并及时 向社会公

目 的发展 ， 为对环境有直接促进作用的项布 ， 实现节能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的 目 的 。

目提供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 。 环保型社会环境信息的公开可以为公众的环保监督打

组织通过环境标准 的制定与环境监管改通渠道 ，对企业形成无形的环保生产压力 。

革 ，
宣传和推广环保生产行为 ，并对符合其同时 ， 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也有助于提升

主张的项 目 给予低息甚至免息 的贷款优社会主体行为的环保 自觉性和主动性 。 参

惠 。 企业为了获得技术性指导 、资金援助与环保型社会组织的活动不仅是企业社会

或者较高的社会声誉 ， 往往愿意按照环保责任的体现 ，而且对企业降低能耗 、节约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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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也有
一

定的作用 ，
还有利于提高企业声品 。 当购买通过认证的产品或服务的意识

誉 。 当全社会普遍形成这种意识时 ，
环保不断加强时 ，

生产者必然会最大限度地降

意识的培养便达到了 预期效果 。
２０００ 年 ， 低各个环节的污染 以获得环保标签 ， 并 自

在英 国 伦敦成立 的碳披露项 目 （
Ｃａｒｂｏｎ觉成为环境监管层 。 最终 ，

不符合环保认

Ｄｉｓｃｌｏ ｓｕｒｅＰｒｏｊ ｅｃｔ
，
ＣＤＰ ） 就是借助企业力量证标准的个别生产者必须改变其生产方式

推动碳减排工作的成功例子 。 目 前 ，世界以降低污染 ，否则就会被市场淘汰 。 此外 ，

５００ 强企业 中已经有超过 ８０％ 的企业通过有可能带来环境问题的大型工程建设都需

ＣＤＰ 披露 自 己 的碳信息 。要融资 ，因此 ，银行通过要求借款者遵守相

总体上 ，社会环境治理 的具体形式呈应的环境准则 ，
可以对企业的环保行为实

多样化发展趋势 ，基于组织宗 旨进行分类施倒逼机制 ，这也实现 了社会环境治理的

的社会环境治理形式分析具有功能导 向 ，
监管与约束功能 。

社会环境治理活动 的作用也具有
一些共（

二
） 产生溢价提高经济效益

性。社会环境治理的经济效益既包括因环

境改善所带来的投资增加和经济收益 ，
也

三 、社会环境治理的作用包括产品本身环境标准提高使得消 费者愿

意支付的额外价格 。 环境友好型产品 ，如绿

有关社会治理形式及其实践的讨论表色产品 、有机产品等 ，在整个生产链中 的环

明 ，许多企业承诺遵守社会环境治理项 目保型生产不仅是对环境的保护和改善 ，其品

或者受社会环境治理项 目 的影响而具有改质也更为突 出 ，
可以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

变企业行为的经济动力 ，但这些项 目能否通过相关环保标准认证的产品价格一

影响企业行为或环境质量 ？ 其影响力程度般会有所提高 ， 即溢价 ，但这也取决于消费

如何 ？ 对于这些问题仍有必要进行深人的者的支付意愿 。 早期 的调査显示 ，

６７％ 的

研究 。 概括来看 ，社会环境治理具有 如下荷兰人 、
７７％ 的美 国人和 ８３ ％ 的法 国人在

三个突出的作用 ：购买消费品的 时候更愿意优先考虑环保产

（

＿

） 约束和 引导企业行为品 。

？
值得注意的是 ， 企业的 环保生产也会

社会环境治理的最突 出 的作用是通过相应提高其成本 ，
只有当消费者愿意支付

引导企业的生产经营行 为 ， 消除 引 起非 点的溢价高于或至少能够弥补 因环保生产而

源污染的两大障碍 。 虽然缺乏传统的政府增加的成本时 ，企业才有坚持环保生产的动

权威 ，但是来 自 消费者和市场竞争 的压力力 。 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 ，
对环

足以使企业按照环保组织的认证标准或有境友好型商品的要求和需求会持续走高 ，环

关协议进行生产 。 研究表 明 ，许多企业在保型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会随之不断提高 。

社会监督 的压力下采用了环境管理系统 。（
三

）
改善生态环境状况

环保组织 宣传和推 广其环保认证标环境效益是指由社会环境治理所带来

准 ，使消费者更乐于购买环境友好型商品 。 的环境意识提高和环境质量改善 。 已有研

这类产品在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实现了污染究显示 ，相较于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社会环

的最小化 ，从而分化了市场 ，有助于消费者境治理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并不明显 。 尽管

迅速识别 出 市场 中 的优 质企业 和优质产有些环境质量的改善是由社会环境治理所

— ９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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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 ，但是公共治理也会给环境质量 的来源于消费者需求的推动和生产者本身的

治理带来同样的效果。 因此
， 考察环境效认知 ，

属于企业的 自愿行为 。 而 目前 ， 中 国

益的关键是将社会治理与公共治理的环境消费者的绿色消 费水平较低 ，绿色消费需

标准统
一

。

？
以往 的研究倾向 于将某些 时求匮乏 ，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购买价格低或

间点上的环境质量和社会环境质量方案进相对
“

物有所值
”

的非环保认证产品 。

行对 比 ，然后得出社会环境治理方案缺乏此外 ， 中国政府对社会环境治理的 态

环境效益的结论 。 但这种不是根据长期的度及处理社会环境治理问题的能力 ，
也影

跟踪调研和合理的研究设计得 出的结论 ，响着环境善治的进程 。

一

方面 ， 当前 ， 中国

不足以作为社会环境治理效益低的依据 。环保型社会组织面临三大突 出问题 ：政府

多数环保型社会组织致力于某
一

方面环境对环保型社会组织本 身持谨慎 支持 的态

质量的改善 ，
而某

一

方面环境质量 的改善度 ，对环保认证标准缺乏明确的管理思路 ，

并不能代表 、
也不足以 引起整个环境系统尚未建立政府绿色采购制度 。 另 一方面 ，

质量的提升 ，
而且环境衡量标准往往也是环保型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及能力问题也有

缺失的 。

？
待解决 。 首先 ，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不顺 。

由 于环境效益衡量标准的缺失 、环保我国的社团管理仍然是双重管理模式 ，政

型社会组织的非权威性和地域性 限制 ， 社府对社会组织举办的某些活动存有疑虑 。

会环境治理的效果似乎并不明 晰 ， 但并不其次 ，独立性不强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原

能因此掩盖其环境效益甚至忽视社会环境因 。

“

官办 民间组织
”

处于垄断地位 ，许多

治理的巨大作用 ，毕竟人类环保意识的提草根性 、 自 下而上的 民 间组织大量兴起却

高以及环境污染速度 的降低乃至环境状况发展不足 。 第三 ，非政府组织的公信度不

的改善是有 目共睹 的 。 因此 ，可以 考虑从高 ，存在缺乏持续的 资金支持 、 自 主性弱 、

建立评价标准或对比等方面对社会环境治专业性不突出 、动员能力不够 、财务信息不

理的效益进行深人探讨 。透明 等问题 ， 这些问题极大地制约了 其发

展壮大 。

四 、中国社会环境治理的困境与展望（
二

） 中国社会环 境治理 的政府选择

思路及策略

充分发挥社会环境治理模式 的优势 ，鉴于中国社会组织发展 的特性 ，建议

弥补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的缺失 ，将是提在社会环境治理的初期 ，
以政府为 主要动

高环境质量的有力措施。 那 么 ，社会环境力推动社会环境参与 ；待发展成熟后 ，转而

治理在中国的发展如何 ？ 主要面临哪些困采取市场机制推动的模式 。

境 ？ 中 国应采取怎样的策略使社会环境治在实行环保认证体系 的初期 ，产 品认

理优势最大化呢？证市场还不完善 ，
消费者的绿色消 费意识

（

＿

） 中国社会环境治理 的困境不强 ， 中国政府应从鼓励企业进行森林认

社会环境治理在中 国的发展可能会存证的角度 出发 ， 出 台
一些支持性的指导政

在一些困境 。 如前所述 ，社会环境治理是策 ：如绿色采购 、税收和生产补贴等 。 在市

以社会组织为主体 ，利用市场机制来实现场得以完善和消费者环保意识提高后 ， 采

公共池塘资源的可持续经营 ，其动力主要用市场方式 引导 ，这时可借鉴西方国 家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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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发展模式 。达等 译 ，
上海 三联书 店 ２０００ 年版 ， 第 ５６ 页 。

虽然环境效应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使社？ 埃 莉诺 ． 奥斯特罗 姆 ： 《 公共事物 的 治理之道——集

Ａ 

￣

ＴＴ ｉＦ Ｈ６．ｈ
ＦＴ？Ｘ

￣

ｎ ＨＳｎ／
［

￣

ｔｆｅ
？ｒｒ ｜

＾
？

－体行动 制度 的演进 》 ， 余逊达 、 陈旭东译 ， 上海译文 出

＃环境治ｍ作用不＿ ’但其缓解？版社观 年版 ， 第 １〇 ８ 页 。

问题的作用却是毋庸置疑 的 。 人类 尚未找 ⑧ Ｋｅ ｒｍｅ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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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社会环境治理与公共环境治理产⑩ 杰 克 ？ 奈 特 ： 《 制 度 与 社会冲 突 》 ， 周 伟林译 ，
上海人

生于 同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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