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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 26 日，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赴内罗毕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施
泰纳一起，发布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
明战略与行动》报告。

自 2013 年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就不同国家迈向可
持续发展的不同经验、模式和途径开展了系列研究工
作。在此基础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形成了两份报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就
是其中一份，这份报告旨在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建设生
态文明、推动绿色发展的决心和成效。

在报告的“推动环境保护多元共治”章节，专门提到
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嘉兴模式”。

报告中写道：嘉兴模式始于浙江省嘉兴市，成功示范
了城市公众参与模式。在这一模式内，环保社会组织为
地方政府的环境决策提供支持。在中欧环境治理项目的
支持下，这一模式在浙江省其他 10个城市得以推广。

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嘉兴市这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的模式就引起了欧盟的注意。当时欧盟专门出资支持我
国政府开展中欧环境治理项目，对嘉兴模式的研究就是
其中一个子项目。

嘉兴模式为何会引起国内外的注意？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公众参与环保不走过场，而是

切实走群众路线，有力推动污染减排。
“现在许多地方都鼓励公众参与环保，嘉兴的公众参

与环保，不仅有表达权、建议权，还有投票否决权，这点可
以说是一个大胆的创新。”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
所所长王灿发教授曾表示，嘉兴市赋予公众环保否决权
后，污染企业应不应该“摘帽”，不是官员说了算，而是政
府和市民一起决定，让普通百姓真正感受到自己在行使
当家作主的权利。

国内外的实践都证明，保护环境不仅是环保部门的
事，公众的有效参与也是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在嘉兴市，
普通市民代表可以采用“大环保、圆桌会、陪审员、点单
式、道歉书、联动化”等形式，直接参与环境治理。

2010 年 4 月，嘉兴市民环保检查团和环保专家服务
团经过联合调研，认为嘉兴市的环境资源承载力不足、地
形狭窄，建议市政府否决一个投资达 100 亿元的橡胶项
目，最终获得成功。

嘉兴市环保联合会副会长万加华表示，嘉兴模式就
是在政府支持下，形成的以嘉兴市环保联合会为龙头，以

市民环保检查团、环保专家服务团、生态文明宣讲团和环
境权益维护中心为支撑的“一会三团一中心”组织框架，
进而推动公众充分参与环境治理的一条路。

6 年前，作为普通市民的万加华被叫到嘉兴市环保
局，由此开始，他见证了嘉兴模式一步步发展成熟。

“就在不久前，因委托的第三方机构数据造假，一
家 企 业 被 环 保 部 门 戴 上 了 污 染 的 帽 子 ，企 业 负 责 人
来 找 我 们 喊 冤 ，实 际 上 ，他 们 并 未 参 与 造 假 。 我 们 经
过 调 查 后 ，向 环 保 部 门 提 出 建 议 ，后 来就修改了黑名
单制度，并加强了对第三方机构的监管。”万加华说，现在
公众、政府、企业三方联动机制更加成熟，切实解决了不
少问题。

此外，行之有效的嘉兴模式还受到了温州市、金华市
等地的效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

动》报告的起草人之一，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
中心战略部主任、中欧环境治理项目执行主任俞海表示，
这份报告的主要目的是向国际社会宣传和分享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战略、行动及成功案例经验。嘉兴模式在环
境保护公众参与领域具有一定特点，也取得一些成效，作
为典型案例选入报告，可使其他地区借鉴和参考其中的
机制和做法。

嘉兴模式最突出的三大特点是大环保、联动化、圆桌
会。大环保，即构建政府—企业—公众三方治理平台；联
动化，即环保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及社会组织采取联
合 行 动 ，建 立 相 互 协作配合监督的关系；圆桌会，即邀
请利益相关方进行开放式讨论，通过沟通交流形成共
识。通过这 3 点，嘉兴市建立起了政府、企业和公众在环
境保护中的协作机制，动员了各方力量，形成了环境保护
统一战线。

公众参与“嘉兴模式”为何写入联合国报告？

建议有回声 监督见实效
公众有表达权、建议权，还有投票否决权

◆蔡华晨 朱政

嘉兴，自古以来景色秀丽，文人辈出，底蕴深厚。在
这样一个水乡城市，一个由民间发起、政府支持、广泛集
结民间环保力量的团队——嘉兴市环保联合会成立了。
6 年多来，嘉兴市环保联合会推动着现有环保资源的有
效整合，形成了开展“大环保、大联合、大服务、大协作”工
作的大合力，开创了公众参与环保的嘉兴模式，探索形成
了环保民间组织自主性参与和自主式管理的新格局。

努力实现大环保、大联合、大服务、大协作

嘉兴市环保联合会下设“三团一中心”，即市民环保
检查团、环保专家服务团、生态文明宣讲团和环境权益维
护中心，积极协调各方社会资源，加强社会监督。深入开
展环境服务，广泛开展环境宣讲，维护公众环境权益，联
合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环境保护工作，充分发挥了政府与
社会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深化提升了环保公众参与嘉
兴模式。

2010 年 12 月 6 日，《嘉兴市环保联合会章程》出台，
首批环保联合会成员入会 ，标 志 着 嘉 兴 市 环 保 联 合 会
正 式 成 立 。 2016 年 1 月 ，联 合会举行了换届仪式，一批
热心参与环保事业的民间环保新兵加盟。至此，来自全
社会各行各业的 157 个单位（个人）加入到这支民间环保
大军。

近 6 年来，嘉兴市环保联合会积极维护公众环境权
益，回应公众环境诉求，监督“戴帽”企业环境治理，现场
考察“摘帽”企业整改。在推动公众参与环保的实践中，
逐渐形成了大环保、圆桌会、陪审员、道歉书、点单式、联

动化六大模式。
2011 年，这六大模式先后得到《人民日报》等媒体的

专题报道，后被学界称为环保公众参与的嘉兴模式，还被
列入中欧环境治理项目在浙江全省推广。同年 6 月 5 日，
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吕祖善在首个浙江生态日亲
临嘉兴市，接见联合会成员。

2015 年，嘉兴市环保联合会在市民环保检查团内设
立环保特约监察员和环保特约监督员，分别对各级环保
部门开展监察活动，对排污企业开展监督活动，增强环保
志愿者活动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嘉兴市环保联合会还参与了浙江省首例环境公益诉
讼案，在参与实施行政处罚陪审员制度的同时，开通 3 家
志愿律师事务所环境维 权 热 线 电 话 。 2013 年 ，浙 江 省
高院确定嘉兴市环保联合会为嘉兴市环境公益诉讼主
体。2015 年，联合会首次参加市环保局召开的行政复议
听证会。

近年来，嘉兴市不断强化部门联动制度建设，如市纪
委牵头，联合环保、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建立了“四
项联动执法机制”，保障了环境执法的顺利实施。市环保
局分别与市民政局、市检察院出台了《关于鼓励发展群众
性环保组织的指导意见》《关于环境保护公益诉讼的若干
意见》。

同时，强化社会公众参与制度建设，先后出台《嘉兴
市环保志愿者服务队工作章程》《嘉兴市民环保检查团组
织管理办法》和定期监督、定期例会、定期活动、定期讲评

“四定”制度，实施了《嘉兴市民参与环保专项行动宣传办
法》《嘉兴市环境污染举报奖励办法》等，出台《关于进一
步加强环保公众参与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规范
环保“黑名单”制度的通知》等。

经过多年实践，嘉兴市基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保
公众参与制度体系，实现了环保公众参与从随意性向制
度性的转变与发展。

在自身规范建设上，除《嘉兴市环保联合会章程》外，
第二届嘉兴市环保联合会还特别重视制度建设，先后制
定了《嘉兴市环保联合会财务管理制度》《嘉兴市环保联
合会会员参加活动补贴制度（试行）》《嘉兴市环保联合会
在职人员薪酬管理办法（试行）》等，促进了联合会健康有
序发展。

集结社会各界环保卫士

在这个发自民间的环保联合会里，集结着许许多多
环保志愿者，他们是孜孜不倦、身体力行的绿色生活追求
者，是无私无畏、勇往直前的民间环保卫士，也是不辞辛
劳、无怨无悔的环保事业奉献者。

万加华，一名从事建材行业的生意人，从一名普通环
保志愿者成长为嘉兴公众参与环保队伍的中流砥柱。

“请为嘉兴的环保事业奉献一份爱心，这些款项将全
部捐赠给嘉兴市环保联合会，用于嘉兴的环保事业。”今
年 5 月 21 日下午，万加华带着他的两本以环保志愿者视
角撰写的环保图书《欧洲环保十日行——从欧洲环保看

“嘉兴模式”》《为母疗伤——嘉兴市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纪
事》，在嘉兴市中心江南大厦举行签名售书会，不到 1 小
时，就筹集了善款 10576 元。

《欧洲环保十日行——从欧洲环保看“嘉兴模式”》是
2015 年 1 月中旬万加华随同中欧环境治理项目出国考察
交流后撰写的，《为母疗伤——嘉兴市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纪事》是万加华多年来参与环保活动的日记。对于环保
联合会，万加华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把曾经参与的各类环
保活动经过、感受等付诸笔端，以激励环保新兵加入到这
个大集体中。

童国新是浙江慧钢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一名切实维护环境利益的企业家，一名今年刚加入嘉
兴市环保联合会的新兵。他对环境保护也有着深刻的认
识：“环保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更是企业的责任，也是每个
人都可以参与的大事业。”

张岗涛是浙江朝晖过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环境
职业健康部门经理，也是一名新加入的成员。作为一名
企业环境安全工作者，他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更加深刻：

“加入环保联合会后，感到身上的责任更大了。今后我将
从自身做起，一方面做好企业的环保工作，另一方面积极
参加联合会活动，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嘉兴环境的改善
出一份力。”

嘉兴学院副教授许兆祥和嘉兴科技工作者姜永勤是
一对时时刻刻关心身边环境的夫妻，退休后一直积极参
与联合会的各项活动。在他们的带动下，嘉兴学院许多
专业的专家开始加入这支民间环保队伍：有关心垃圾分
类、致力于从社区基层推广分类理念的副教授裴洁，有在
参与企业建设项目审批环评等活动中一针见血指出问题
的副教授朱海伦，有积极向成员传授环境专业知识的周
良斌，还有积极参与环保活动、坚决向污染宣战的陆培
良、葛学光、万有生……

嘉兴民间环保人物的影响力扩大到了全社会，他们
的脚步走得铿锵有力。

近年来，嘉兴市通过举办十大先锋人物评选等活动，
积极打造参与环境保护光荣、参与污染防治人人有责的
新风尚。万加华获得嘉兴市第三届十大环保风云人物称
号，翟志才、周立群等人获得首届生态嘉兴先锋人物光荣
称号，朱海伦获得 2013 全省环保先锋个人奖，嘉兴市环
保联合会获得浙江省 2013 环保先锋团队奖。

嘉兴市环保局党组书记、局长曹建强认为，嘉兴公众
参与环保的模式日渐成熟，环境质量日益改善，这既要归
功于党委政府的决心，也得益于不断壮大的环保志愿者
队伍。他们既监督党委政府、环保部门的治污工作，更督
促污染企业加大治污力度，为全市环保事业的发展和环
境质量的改善贡献了重要力量。

2015 年 9 月 14 日，中欧环境治理项目终期评估小组
在嘉兴市召开座谈会。与会专家认为，嘉兴市通过让公
众参与区域污染防治监督、参与环保基层组织建设等，建
立了多元模式的公众联动机制，推进了环保公众参与由
单一性向多元模式的转变与发展，形成了自主性参与和
自主式管理的嘉兴模式。

首次组团赴昆明市
考察学习，与昆明市环
保部门作了交流，并考
察了滇池水环境治理，
形成了深入参与环境保
护的共识，进一步提高
了 联 合 会 成 员 的 参 与
热情。

整合资源形成环保合力
嘉兴市环保联合会探索环保民间组织自主式管理新路

◆蔡华晨 朱政

图为嘉兴市环保联合会成员参加由嘉兴市环保局、嘉兴广电集团联合举办的环保科普直播间活动。蔡华晨摄

嘉兴市环保联合会
成员对晶科能源进行现
场调查，召开圆桌会，研
究 分 析 问 题 。 5 年 来 ，
共上门监督环境违法企
业 逾 300 家 ，促 进 了 企
业整改，维护了公众环
境权益。

协助嘉兴市环保局
招 募 治 水 志 愿 者 逾
3000 人，号召广大市民
积极参与水环境治理。

参与承办“六·
五”环境日和浙江
省首个生态日主题
纪念活动。协助承
担了“十一五”生态
文明建设和环境保
护成就展，组织市
民代表与时任浙江
省省长吕祖善交流
沟通，积极展示公
众参与的风采。

参加浙江省环
保厅在嘉兴永明石
化有限公司召开的
首个环保竣工验收
听证会，当场提出
专家意见，服务指
导项目竣工验收。

协调相关部门和媒
体到嘉兴港区开展环境
污染调查，并首次以书
面形式向当地环保部门
提出意见建议，督促当
地政府和环保部门尊重
现实，加强治理。

首次组织市民环保
检查团和环保专家服务
团以“两团联动”形式，
赴南湖区余新镇余新振
涛五金喷涂厂，现场调
查其整体异地搬迁改造
项目进展情况，并对项
目的公众参与和污染防
治情况进行监督服务。

首次以市民点
单、政府督察的形
式参与“点单式督
察”活动，现场抽查
企业贯彻落实《企
业事业单位环境信
息公开办法》情况。

配合中欧环境治理
中外专家总结了环保公
众参与嘉兴模式的 3 点
实践经验。参加了环境
保护部 9 月在北京召开
的 环 境 社 会 治 理 研 讨
会，并作交流发言。

图为嘉兴市环保联合会成员赴企业监督环境问题整
改情况。 蔡华晨摄

积极开展多次
自主性参与活动，
先后对平湖市景兴
纸业、南湖区秀舟
纸业等进行现场考
察，并组织召开圆
桌会议，及时化解
矛盾，促进了环境
治理。

活动全部由联
合会自主完成，实
现了从政府主导型
向 组 织 自 主 型 转
变，破除了“程序型
和被动式”参与。

积极参与嘉兴市环
境监察支队每季度 3 次
的“双随机”环境执法行
动，由联合会选出市民
代表抽取被检查企业名
单，并全程监督执法小
组赴企业检查。

组织生态文明
宣讲团赴金都景苑
小区进行生活方式
绿色化宣讲，引导
居民逐步增强生活
方式绿色化意识，
倡导合理消费，推
动形成尊重自然、
保护自然、勤俭节
约的社会风尚。

5 年 来 ，不 断
加强生态立市战略
思想的普及教育，
举办了百姓课堂百
场宣讲活动，先后
组织进机关、进农
村 、进 社 区 、进 企
业、进学校“五进讲
座”逾 500 场（次），
受 众 人 数 逾 10 万
人（次）。

与嘉兴市环保局联
合举办了第二期“嘉兴
市环保法制矫正学堂”，
邀请尚未完成“摘帽”整
改 任 务 的 87 家 企 业 参
与培训，督促企业吸取
教训、履行承诺、加强整
改，早日完成“摘帽”整
改任务。

举办沙龙，邀请成
员以“我眼中的绿色”为
主题畅谈绿色理念。举
办 生 活 垃 圾 减 量 化 处
置、环保信息公开和“我
对环保有话说”等沙龙
活 动 。 6 年 多 来 ，联 合
会不定期组织“环保实
践”，协调市环保局设立
市民参与环境执法、审
批 、治 污 、监 测 等 实 践
岗 ，开 展 实 践 活 动 逾
600 次 ，参 与 实 践 人 数
逾 8000 人（次），激发了
广大市民的参与热情。

参加嘉兴市环
保局组织的重点排
污单位环境信息公
开专项执法检查活
动，随机抽取 10 家
重 点 排 污 单 位 名
单，全程跟踪执法
人员对排污单位的
检查，推进了企业
环境信息公开。

在随后召开的
“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情况通报会上，
副会长万加华代表
公众充分肯定了这
项工作，并提出既
要重视过程公开，
也要注重检查结果
公开的意见建议，
受到市环保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朱伟
强的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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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环保联合会完善公众监督新模式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