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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化在快速推进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同时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不断增加的压力，引发了日益

凸出的环境问题，也带来了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环境诉求。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复杂背景下，要有效回应城

市居民的环境诉求，需要建立健全整体性的政府回应机制，避免政府分散型和碎片化回应机制的缺失。整体

性治理则为整体性政府回应机制的构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分析框架。从整体性治理的框架分析，城市居民环

境诉求的政府回应机制在回应主体、行为和方式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一些障碍，影响了回应机制的整体性。为

了优化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府回应机制，需要从回应机制的内容完善、利益平衡、理念重塑和制度建设等方

面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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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公众生活条件的日益改

善，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日益增长。在此背景

下，城市化快速推进与环境问题日益突显之间的矛盾，给

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与人民对美

好环境的诉求越来越不相适应，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加以突破的制约因素。环境日益被

视为一种基本的公共产品，提供满足公众需要的公共产

品是政府理应承担的公共事务治理职责，因而对于城市

居民的环境诉求需要有效的政府回应机制。这就要求认

真回答以下问题: 城市居民环境诉求与政府回应机制之

间有怎样的互动关系? 现行政府回应机制存在哪些缺

失? 应如何优化? 城市是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活动高度

聚集的空间，在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持续快速推进中，

城市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

力量，城市环境治理经验和绩效对于国家的整体环境治

理也具有重要的带动和示范效应。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是

整体性的，需要一种整体性的回应，而整体性治理则为整

体性回应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深入探讨

并科学回答上述问题。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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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要矛盾下，社会公众需求的内容不断拓展，不仅包括

物质文化的需求，而且涵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
环境等方面的需求。其中，对环境不断增长的需求是美

好生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

化持续快速推进。据统计，城镇人口已经从 1978 年的

17245 万人增长到 2017 年的 81347 万人; 相应的，城市化

率从 1978 年的 17. 9% 提升到 2017 年的 58. 5%。①在城

市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多，城市规模

也日益扩展。据统计，1978 年，全国的城市数量为 193
个，其中市区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为 29 个; ②到了 2016
年，全国城市数量已经达到 657 个，其中市辖区户籍人口

超过百万的城市接近 160 个。③这一数据也说明了中国城

市数量和规模的快速增长。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城市

环境问题与城市居民环境诉求之间的张力。一方面，作

为资源和要素配置的重要节点，城市既是推动经济增长

的关键引擎，也是消耗资源要素和引发环境问题的重要

主体。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环境问题并不是某个国家特有

的现象，而是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泛在性。在世界城市

化进程中，英国、美国、法国等国都曾经出现过因城市化

而引发的突出环境问题。而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对环境

的需求不断增长。随着城市化的深入推进，中国城市环

境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日益凸显，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日益

加大。作为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公共责任的承担

者和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城市地方政府有责任回应城市

居民的环境诉求，破解城市环境压力和挑战，从而使两者

之间的张力逐步消减并处于正常的范围内。
整体性回应是回应和治理公共事务的一条基本逻

辑。④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复杂背景下，要有效回应城市

居民的环境诉求，尤其需要建立健全整体性的政府回应

机制，避免政府分散型和碎片化回应机制存在的缺失。
整体性治理则为整体性政府回应机制的构建提供了可供

借鉴的分析框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框架，深刻分析城

市居民环境诉求政府回应机制的内在逻辑、主要障碍和

优化对策，对于厘清城市居民环境诉求与政府回应机制

之间的互动关系，科学构建政府环境诉求回应机制，更好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二、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政

府回应机制的内在逻辑

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政府回应机制可以界定为城市地

方政府对辖区居民就环境公共事务提出的意见、建议和

要求予以迅速反应和负责回复的过程，是由回应理念、主
体、行为、方式、制度相互作用形成的统一整体。运用整

体性治理的分析框架对政府回应机制进行分析，首先需

要明确整体性治理的内涵⑤。整体性治理是针对公共事

务治理过程中的分散化和碎片化弊端而构建出的一种以

公众需要为基础、以整合治理为目标的理论，⑥其核心是

解决公众关心的公共问题。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城市居民

环境诉求政府回应机制有其内在的逻辑，主要表现如下。
( 一) 城市居民的环境诉求是城市化进程的客观产物

城市居民的环境诉求是城市化进程中两方面因素相

互作用的产物。城市化作为一种客观历史进程，是指人

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生产要素向城市聚焦和城市生活

方式转变的过程。⑦一方面，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在带来经

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这主

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形成的人

口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

表现。然而，人口向城市的聚集及其产生的资源消耗和

废弃物排放也会给城市生态环境带来一定压力，这种压

力对自然的生态平衡造成了影响和冲击，⑧超过一定的

限度就会导致相应的环境问题，例如当前不少城市都在

某种程度上出现的空气污染、交通拥挤、垃圾围城等现

象。其次，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形成的产业城市化在带

来聚集效应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因为资源消耗和

污染排放的空间聚集性而带来环境的污染问题。实际

上，工业产生的污染是造成城市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因

素，例如，不少城市尤其是以工业为主的城市都面临着废

水、废气、固体废弃物排放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第三，城

市生活方式的传播也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对于

传统较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乡村生活方式而言，城

市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消耗的资源和产生的难以

被自然吸收的废弃物更多，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也更

大。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居民的环境

意识也日益增强。其原因在于，伴随城市化进程的产业

聚集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在不断满足城市居民多方

面需求的同时又促进了城市居民需求层次的提升。这一

认识也得到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支持。根据该理

论，人有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等多个层次的需

求。在生存等较基础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就会产

生更高层次的需求。“处于高级需要的水平上，意味着更

大的生物效能、更长的寿命、更少的疾病、更好的睡眠和

胃口等。”⑨尽管对不同个体而言，生态环境质量可能属

于不同层次的需求，但相对于食物、衣服等生存层次的需

求而言，生态环境质量一般属于更高层次的需求。随着

城市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其对空气、水、绿地等生

态环境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环境意识不断增强。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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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城市化进程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和居民环境

意识的增强形成了一对矛盾，两者的内在张力日益增大，

而城市居民的环境诉求则是两者张力作用的结果。
( 二) 城市居民的环境诉求要求有效的政府回应

诉求指向的是回应，城市居民提出的环境诉求也不

例外。这里需要厘清回应和反应两个概念的关系。实际

上，回应与反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与反应相比，回应更

强调反应的及时性。城市居民环境诉求需要有效的政府

回应，这是与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所具有的公共性和复杂

性有关的。一方面，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是超出某个个体

特定需求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需求，这就使得城市居民

环境诉求具有与公共利益相联系的公共性。另一方面，

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是城市化进程中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和

环境意识不断增强两者之间张力作用的结果，也是城市

化进程中多种分散的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因而具有复

杂性。对于这样具有公共性的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无疑

需要通过政府进行回应。相对一般的反应而言，政府的

回应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权威性。政府的回应是以公共

权力作为后盾和保障的回应，这一回应是权威性的。二

是及时性。政府回应是针对社会公众提出的具有一定迫

切性的需求做出的回答和应对，这一回答和应对是政府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迅速做出的，具有及时性。三是针

对性。政府回应是针对社会公众特定的需求而做出的有

针对性的回复，如果回复不具有针对性，就不能满足社会

公众的特定需要或解释社会公众的特定疑惑。而由于城

市居民环境诉求的公共性和复杂性，则要求政府进行有

效的回应。对于城市居民环境诉求而言，怎样才是有效

的政府回应呢? 简单而言，这样的政府回应应该有助于

城市环境问题与城市居民环境意识两者张力的日益减

弱。具体而言，在目标上，有效的政府回应意味着城市居

民关切的环境问题得以解决或逐步解决，如果不能立即

解决，至少能够向城市居民解释或说明其中的理由并取

得其认可。
( 三) 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政府回应是一种机制性的整

体回应

由于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涉及城市化进程中两个方面

的张力和多种因素，临时性的、碎片化的、被动应对性的

回应难以达成目标，这就需要一种机制性的整体回应。
理想情况下，这种机制性的整体回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回应主体。回应主体解决的是由谁来回应的问题。
毫无疑问，城市地方政府承担着回应城市居民环境诉求

的主要职责，然而，这并非否认其他主体在其中的价值与

作用。随着城市化进程中环境问题的不断凸显和城市居

民环境意识的不断增强，政府难以独自承担有效回应城

市居民环境诉求的重任，而是需要积极发挥企业、非政府

组织乃至公民个体的作用，对城市环境问题进行协同治

理。二是回应行为。回应行为是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政府

回应机制的关键要素，因为政府回应城市居民环境诉求

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能否得到落实，以及城市居民环

境诉求能否得到有效回应，关键取决于政府的回应行为。
回应行为既是在回应理念的引领下进行的，也是由具体

的回应主体作出的。为了提高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政府回

应的效果，需要实现回应理念、回应主体和回应行为之间

的有机统一。一方面，理念关系到主体行为的方向，这就

需要以科学的理念指引主体的回应行为; 另一方面，行为

关系到主体理念的落实，这就需要以理性的行为贯彻主

体的回应理念。三者之间体现了一致性和整体性。三是

回应方式。这里的回应方式是指城市地方政府回应城市

居民环境诉求时所采取的形式、运用的方法或凭借的手

段。回应方式是影响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效果的重要因

素。科学的回应方式是政府有效回应城市居民环境诉求

的内在要求。
从整体性治理的框架分析，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

府回应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一方面，城市居

民环境诉求的政府回应不是孤立的、分散的，而是由回应

主体、回应行为、回应方式等要素有机形成的统一整体。
研究者指出，对环境问题的碎片化治理会导致不可持续

的结果，而整体性治理 则 是 环 境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内 在 要

求。⑩另一方面，现实来看，当前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

府回应在主体、行为、方式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一些障碍，

阻滞了回应的整体性，影响了回应的效果，需要进行整体

性治理。

三、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政

府回应机制的障碍及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环境

问题与居民环境诉求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要求政府予

以回应。由于引发城市环境问题的因素是复杂多样、交

叠重合与相互影响的，超出了单一主体的功能边界，需要

予以整体性的回应，而传统政府回应机制存在一些障碍，

在相当程度上阻滞了政府回应的整体性，也影响了政府

回应的效果。
( 一) 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政府回应

机制的障碍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框架，传统政府回应机制的障碍

及成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整体性回应与主体障碍

城市环境问题日益超出了单一行政边界和问题领

66

2019 年第 8 期



域，是跨边界、多领域的。城市环境问题的跨边界性和多

领域性决定了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跨边界性和多领域

性，相应的，要求回应主体超越行政边界和功能领域的限

制进行整体性的回应。然而，当前，在回应城市居民环境

诉求时，回应主体还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这主要表

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政府体系内部主体间的协作不足。
城市环境问题的跨边界和跨领域性，要求政府体系内部

不同辖区和相关部门的协同合作，然而，由于行政边界和

功能边界的制约，政府体系内部不同辖区和相关部门在

回应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时存在分割化和碎片化，影响了

协作机制的形成和协作效率的提升。其二，政府体系外

部主体间的协作不足。尽管政府是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

核心回应主体，但并不意味着任何回应行为都只能由政

府作出。实际上，除了政府外，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

体既是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利益相关主体，也是城市环

境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应该在城市居民环境诉求回应

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

体在城市居民环境诉求回应中的参与还不够有力，影响

了回应的整体性。
2． 整体性回应与行为障碍

当前，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府回应在回应行为上

也存在一些障碍，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其一，回应行为

的分割化。从行政角度而言，城市是由根据边界划分的

不同辖区组成的层级体系。受到分割的行政边界的制

约，城市辖区政府在回应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时存在一定

的分割化倾向，影响了回应行为的整体性。其二，行为的

碎片化。从领域角度而言，城市是由根据功能划分的不

同部门组成的统一体系。受到功能边界的制约，不同部

门在回应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时存在一定的碎片化倾向，

也影响了回应行为的整体性。其三，回应行为的失序化。
整体性回应是有序和有机的，这就要求回应行为基于内

在逻辑和先后顺序形成一个科学有序的流程。在回应城

市居民环境诉求时，也应该根据城市居民环境诉求回应

行为的内在逻辑和先后顺序形成一个科学有序的流程。
然而，当前城市地方政府在回应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时，对

回应行为的流程构建不够重视，不同环节的行为难以形

成环环相扣、科学有序的流程，影响了政府回应的整体

性。
3． 整体性回应与方式障碍

当前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府回应方式还存在一些

障碍，影响了回应方式的科学性和回应的整体性。其一，

回应方式单一。由于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内容多样，影

响因素复杂，因而对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回应应该采取

灵活多样的回应方式，以适应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需要。

然而，尽管当前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回应方式日益丰富，

但也有一些城市回应居民环境诉求的方式还过于单一，

不适应城市居民环境诉求发展的要求。其二，回应方式

滞后。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居民对环境质量越

来越关注，要求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一些城市积极运

用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成果，创新回应方式，主

动甚至超前提供城市居民感兴趣或关心的环境信息和服

务，不断满足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然而，也有一些主体回

应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方式还比较滞后，仍然习惯于传

统的被动反应式的方式，既赶不上科技发展的趋势，也不

能适应城市居民的要求。其三，回应方式混同。城市居民

的环境诉求并非意味着回应是不加区分和千人一面的，

实际上，城市居民环境诉求并不是单一的，不同居民群体

对环境的诉求既有共同的地方，也存在具体的差异。这

种整体性的回应恰恰要求通过差异化的具体回应来实现

一致性的共同目标，即合理解释和努力解决社会公众关

注和关心的环境问题。然而，当前不少城市居民环境诉

求政府回应方式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于混同了不同群体或

个体的差异性环境诉求。
( 二) 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政府回应

机制障碍的成因

当前，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政府回应机制还存在一些

障碍，影响了回应的整体性和效果。那么，为什么城市居

民环境诉求的政府回应机制会存在上述障碍呢? 具体而

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因。
1． 回应机制障碍与理念成因

理念是行为的先导，具有引领性和指向性，解决的是

政府回应的深层次理性认识、价值观念和行为导向问题。
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府回应离不开理念的指引。如果

理念存在偏误，就会将政府回应引向错误的方向。当前，

政府回应理念上存在的一些问题，阻滞了城市居民环境

诉求的整体性政府回应。首先，过程理念缺失。整体性回

应是由事前预防、事中处置和事后评估组成的统一过程，

应该树立过程理念。然而，当前城市地方政府在回应城

市居民环境诉求过程中，较为关注环境问题已经发生之

后的问题解决和责任追究，但对环境问题尚未发生前的

问题预防则不够重视。其次，人本理念缺失。随着政府回

应机制建设的推进，不少城市都建立了网格化的政府回

应大联动机制，以对城市居民包括环境在内的诉求提供

快速回应，为更好解决社会公众关心的问题提供了重要

基础。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在回应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时

更为注重的是有没有进行回应这一行为，但对回应是否

能够真正解答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切或解决城市居民的合

理诉求则不够重视，这就使得回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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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意义，而缺乏实质的价值。第三，整合理念缺失。城市

居民环境诉求的政府回应应该是整体性的，整体性的政

府回应应该是整合的。当前一些城市政府回应居民环境

诉求的整合理念尚未完全确立。例如，在城市环境治理

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围绕城市居民的环境诉求，有时

政府内部的不同部门虽然同意加强部门协同，但实际上

往往坚持不同的观点和立场，政府与企业、社会之间也是

如此。
2． 回应机制障碍的利益成因

利益是决定主体行为的基本因素。马克思指出，“人

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瑏瑡本文的

利益是广义的，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荣誉、内在激励

等非物质利益。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府回应涉及政

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体等利益相关者，政府回

应机制的障碍也有着深层次的利益成因。这种利益成因

主要表现为不同利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尚未得到合理的平

衡。一是政府体系内部各回应主体间的利益不平衡。政

府内部的回应主体既包括城市辖区内的纵向行政层级，

也包括同一行政层级的不同管理部门，不同行政层级和

不同管理部门在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回应中都肩负着一

定的职责，也行使着一定的职权。利益平衡要求各行政

层级和管理部门承担的职责与享有的职权相称。较重的

回应职责应该与较大的职权相对应。然而，在实际的政

府回应过程中，政府体系内部各回应主体间还存在着一

些利益不平衡的现象，一些主体享有较大的职权却没有

承担相应职责，一些主体肩负较大的职责却没有相应的

职权。职权与职责之间的割裂带来了利益的不平衡。二

是政府体系外部各主体间的利益不平衡。在政府体系外

部，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体也是政府回应机制的重

要参与者，在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府回应中也日益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主体参与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

府回应也有着一些合理的利益考量，这里的利益不一定

是物质的回报，更多的是对于荣誉感、内在激励、自我实

现等需求的追求。由于当前对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

个体参与环境治理和环境诉求回应的激励机制还没有很

好的建立起来，影响了一些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体

参与积极性的发挥。
3． 回应机制障碍的制度成因

对于由回应主体、回应行为、回应方式等要素构成的

政府回应机制而言，其有效运作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制

度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在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政府回

应中发挥着根本性和基础性的作用。相对于城市居民不

断增强的环境意识和日益增长的环境诉求而言，当前政

府回应制度建设还存在一些滞后的地方，影响了回应机

制的整体性和效果。其一，制度内容缺失。城市居民环境

诉求的政府回应制度是由环境治理不同领域和政府回应

不同环节的具体制度组成的体系，这些领域和环节构成

了环境诉求政府回应制度的主要内容。当前，在制度内

容的涵盖面上，一些环境治理的具体领域或政府回应的

具体环节还未能完全纳入制度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制度内容的缺失，影响了回应机制的运行效果; 其二，

制度内容冲突。制度内容的冲突会影响到制度的可操作

性。从制度的制定主体而言，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府

回应制度既包括不同层级政府制定的回应制度，也包括

不同部门制定的制度。近年来，随着政府对环境治理和

居民环境诉求的重视，各种相关制度不断建立，制度内容

间的衔接和协调也日益得到强调。然而，当前不同主体

制定的回应制度在内容上并不完全衔接和统一，而是仍

然存在一些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地方，影响了制度的

可操作性。其三，制度落实不够。制度的价值有赖于贯彻

落实。当前，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制度建设日益加强，制

度实施也日益受到重视。然而，一些城市对居民环境诉

求回应制度的贯彻执行仍然不够有力，影响了回应机制

的效果。

四、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政

府回应机制的优化路径

优化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府回应机制是克服传统

回应机制弊端、有效回应城市居民环境诉求和提高城市

环境治理绩效的必由之路。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框架，需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优化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府回

应机制。
( 一) 着力完善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政府回应机制的内

容

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府回应机制由回应主体、回

应行为和回应方式等要素构成，完善城市居民环境诉求

政府回应机制的内容应当针对回应机制的构成要素采取

得力的措施。
1． 优化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回应主体结构。优化城

市居民环境诉求的回应主体结构是整体性治理框架下优

化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政府回应机制的组织基础。针对当

前城市化深入推进背景下居民的环境诉求和回应主体存

在的缺失，回应主体结构优化的目标是构建适应现代城

市环境治理要求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政

府主导、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主体结构。要实现上述目

标，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力。一是强化回应主体的结

构整合。整合是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

用以达成整体性治理目标的重要途径。加强回应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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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整合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其一，应当加强政府体

系内部的结构整合。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和作用领

域都是跨边界和整体性的，这就要求政府体系内部的回

应结构也应该更好地发挥整体性功能。为此，不仅应该

加强城市行政辖区纵向层级间的整合，而且应该加强环

保、城管、安全生产监管等横向部门之间的整合，还应该

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加强城市政府体系内纵向层级和横向

部门之间的整合，以更好地回应城市居民的环境诉求。
其二，加强政府体系内外的整合。回应本身就意味着政

府与社会公众间的信任与合作，也意味着政府与企业、非
政府组织、公民个体间的整合。为此，应当充分发挥企

业、环保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环境诉求政府回应过程

中的参与作用，补充政府力量的不足。二是回应主体结

构创新。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城市生态环

境的影响因素日益复杂，面临的压力也不断增加。在此

背景下，要有效回应新形势下城市居民的环境诉求，除了

应当大力整合现有环境诉求回应主体结构外，还应当根

据形势发展的要求对现有环境回应主体结构进行创新。
2． 整合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府回应行为。整合城

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府回应行为是整体性治理框架下优

化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政府回应机制的基本内容。那么，

如何整合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府回应行为呢? 首先，

优化回应行为。优化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回应行为要求

突破行政边界分割化和功能边界碎片化的弊端，以科学

的回应理念为导向，以回应主体结构的优化为支撑，对城

市居民环境诉求进行回应。其次，重塑回应流程。城市

居民环境诉求政府回应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割裂的，而

是由信息汇集和整理、诉求分析、协商沟通、政策制定、政
策执行、效果反馈、政策改进等诸多环节构成的一个动态

过程。这些环节能否形成一个科学有序的过程，不仅关

系到回应行为的合理性，而且关系到城市居民环境诉求

政府回应的整体效果。为此，应当建立健全由信息汇集、
诉求分析、协商沟通、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效果反馈、政

策改进等环节前后衔接、有机构成的科学流程，以更好地

适应新形势下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政府回应的需要。第

三，加强回应效果评估。整合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府

回应行为是为了更好地回应城市居民环境诉求，因而，城

市居民环境诉求的回应效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衡量了政

府回应行为整合的价值，而且也指出了政府回应行为整

合的进一步发展方向。为此，应当构建科学的评估指标

体系，加强对政府回应行为的效果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

进一步整合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府回应行为。
3． 完善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府回应方式。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完善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府回应

方式是整体性治理框架下优化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政府回

应机制的重要助力。首先，拓展政府回应的内容和形式。
要对城市居民环境诉求进行整体性回应，应该不断拓展

政府回应的内容和形式，增强对城市居民环境诉求回应

的涵盖性。例如，随着城市居民环境意识的增强，原来一

些不受关注的环境因素和环境内容可能日益受到重视，

这就需要政府相应地将这些居民关切的新诉求纳入回应

的范围，做好解疑释惑工作。其次，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

作用。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并全面融入社会各个领域的

时代，政府治理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支持。在此背景下，应

当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发展最新成果在城市居民环境诉求

政府回应中的作用。例如，政府不仅可以通过微信公众

号、微博、APP 等信息技术实时发布相关环境信息并与其

进行双向互动，回应城市居民的环境关切，而且可以运用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个性化地回应城市居

民的环境诉求。第三，实现一般化回应和差异化回应的

有机统一。城市居民的环境诉求既体现了一般化的共性

需要，也体现了不同群体或个人的差异化需要。为此，应

当综合考虑城市居民对环境的一般需求和差异性需求，

建立共性回应和差异性回应相结合并有机统一的方式，

从而更好地回应城市居民的环境诉求需要。
( 二) 着力促进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政府回应中的利益

平衡

促进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政府回应中的利益平衡，是

整体性治理框架下优化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政府回应机制

的内在动力。一是应合理划分政府体系内部各回应主体

间的职责权利。当前，政府体系内部各回应主体在回应

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时还存在一些职责和职权割裂的现

象，带来了利益的不平衡，影响了回应机制的有效运作。
因此，要促进政府体系内部各具体回应主体间的利益平

衡，就应该合理划分不同主体间的职责权利，确立职责与

职权的一致性。二是应该建立健全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政

府回应的参与激励机制。当前政府体系外部各主体间的

利益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包括企业、非政府组织和

公民个体在内的政府外回应主体的激励不足，未能较好

地满足政府外回应主体对于荣誉感、内在激励、自我实现

等需求的合理追求。为此，应当建立健全城市居民环境

诉求政府回应的参与激励机制，对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

民个体参与环境治理和环境诉求回应进行绩效评价，并

据此给予合理的激励。这里的激励应该以荣誉表彰、精

神鼓励等非物质利益的激励为主，并适当进行物质利益

的激励，以促进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体参与积极性

的充分发挥。
( 三) 着力重塑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府回应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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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府回应理念，是整体性

治理框架下优化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政府回应机制的重要

前提。科学的理念对于规范、引领和导向主体行为具有

重要的作用。针对政府回应理念存在的问题，应该从以

下方面采取得力的措施。一是强化过程理念。城市居民

的环境诉求和政府回应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为此，政府

回应应当树立过程理念，不仅要重视居民环境诉求提出

后的回答和应对，也应当重视居民环境需求信息的平时

收集和梳理工作，做好环境问题发生之前的预防工作，从

而更好地回应城市居民的环境诉求。二是强化人本理

念。以人为本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应当遵循的基本原

则。近年来，随着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政府回应机制建设

的不断推进，环境诉求回应中以人为本的理念日益得到

体现，然而，仍然有一些地方在回应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时

存在着回应形式意义与实质价值之间的割裂，这与以人

为本的理念是不相容的。为此，城市地方政府应进一步

强化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在回应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时

更好实现回应形式意义与实质价值的有机统一。三是强

化整合理念。整合理念是整体性回应城市居民环境诉求

的应然理念，然而当前一些城市政府尚未完全树立这一

理念。优化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府回应机制要求政府

强化整合理念，不仅应重视政府体系内部具体回应主体

间的整合，而且应重视政府体系内外具体回应主体间的

整合。
( 四) 着力加强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回应制度建设

制度一般被认为是约束和规范行为的一套规则体

系。瑏瑢制度的规范性和稳定性，能够赋予社会关系以秩

序，并减少行为中的机动性和可变性，瑏瑣因而在城市居民

环境诉求的回应机制优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加强

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回应制度建设是整体性治理框架下

优化城市居民环境诉求政府回应机制的根本保障。首

先，建立健全制度体系。针对现有回应制度的空缺应加

快建立健全回应制度，做到对城市居民的环境诉求回应

均有制度可循，从而为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府回应提

供扎实的依据。其次，保障制度内容的统一。城市居民

环境诉求的政府回应制度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不同具

体制度构成的一个体系。提升政府环境诉求回应制度的

可操作性和权威性要求对制度的内容进行规范，做好制

度间的衔接和协调工作，对存在冲突的内容进行修改，使

下位制度遵循上位制度、不同部门的制度相互协调。再

次，加大制度执行力度。如果制度得不到贯彻执行，那么

制度的价值就得不到发挥，这对城市居民环境诉求的政

府回应制度也是如此。当前，应该说在回应城市居民环

境诉求的过程中，根据制度回应的原则日益得到强调，实

践中制度实施的效果也不断提升，然而，仍然有一些地方

更为重视回应制度的制定，但一旦制度制定之后，对制度

落实还强调不够。为此，应当采取建立健全制度执行效

果评估制度和执行不力的责任追究制度等措施进一步加

大制度执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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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Trends of Ecolinguistics Criticism and Ｒesearch

Zhao Kuiying

Abstract: Today，there are five trends in the ecolinguistics research: first，the movement from
ecological criticism of language system to more broader ecological criticism of discourse; second，the
development from ecolinguistics criticism focusing on linguistic texts to multimodal eco-imagistics
criticism facing to discourse-image texts; third，from narrow ecolinguistics as“ecological language
science”to broad ecolinguistics including“ec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fourth，from inter-
disciplinary to transdisciplinary; fifth，today＇s ecolinguistics pays more attention to participatory re-
search and need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production of“target knowledge”．

Key words: ecolinguistics; five trends; ecological criticism of discourse; ec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discipl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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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Logic and Optimization Path of the Ｒesponsive
Mechanism of Urban Ｒesidents’Environmental Appeal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Holistic Governance

Yi Chengzhi

Abstract: Urbanization has brought increasing pressure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ile
rapidly promoting urban constru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which has led to increasingly
prominen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brought about the growing environmental appeals of urban res-
idents． In the complex context of urbanization，to respond effectively to the appeals of the urban res-
idents about environment，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ound government response mechanism to a-
void the problems caused by government decentralized and fragmented response mechanisms． Holis-
tic governance provides an beneficial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olistic govern-
ment response mechanism． From the framework of holistic governance，the government response
mechanism of urban residents’environmental appeals still has some obstacles concerning responsive
subjects，behaviors and methods，which affects the integrity of the response mechanism．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mechanism about urban residents’environmental appeals，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optimization of mechanism content，the balance of interests，the reshaping
of idea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 ．

Key words: city; resident; environmental appeal;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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