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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低碳发展的空间网络化治理路径研究
￥

——基于
＂

兰州 蓝
”

的经验考察
＊

陆 小 成

［ 摘 要 ］ 中 央城 市 工作会议提 出 城 市 治理要贯彻 创 新 、 协调 、绿 色 、 开放 、 共 享 的 发展理念 ，
提 高城 市 治

理能 力 ，
不 断提升城 市环境质量 。 城市低碳发展成 为 必 由之路 。 但是 ，

当 前我 国城 市低碳发展

面 临 多 主体 力 量参与 不足 、 多 元化利 益整合 不 够 以 及粗放发展模式 下 高碳排放锁 定等 管理碎

片 化 问 题 。 这些 问 题的 解决 亟 须 地方 实 践探 索 与 创 新 。

“

兰 州 蓝
”

的 经验 可 为 其他城 市低碳

发展提供经验参考 ，
包括 ： 城 市低碳发展应 以 空 间 网 络化 为 要求加 快公共 治 理嬗 变

， 整合城 市

空 间 治理 资 源 ，
以 治理主体 的 多 元化 、 治 理客体的协 同 化 、 治理结构 的 网 络化 、 治 理 能 力 的 现代

化 为 重要路径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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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以来 ， 中 国 城市发 展取得举世瞩 目 的 巨
一

、研究背景与 问题提 出

大成就 ，成为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 引 擎 。 但城市作 为碳 （

一

） 城 市低碳发展的提 出

排放的主阵地 ，也是环境污 染 的重灾 区 ， 特别是生态退中 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 ， 但 由 于片 面追求 ＧＤＰ

化 、灾害频 发 、 雾霾笼罩 给 人们 生 产 生 活带 来 严重影和经济增长 ， 高能耗 、 高排放 、 高污染 严重破坏着 自 然

响 ， 加强城市 低碳 发 展 与 治理迫 在 眉 睫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生态 系统 ，

必须加 强生态 文 明 建设与 低碳发展 。
２０ １ ２

月 ， 中 央城 市工作会议 明 确 提 出 ， 贯彻 创 新 、协调 、 绿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将生态 文 明建设上升到现代化

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 ， 完善城市治理体 系 ， 提高城建设的五位一体 的 高度 ， 首 次提 出 推进低碳发展 。 何

市治理能力 ， 不断提升城市环境 质量 。 如 何推进城市谓低碳发展 ？ 张坤 民认 为低碳经济发展是一场涉 及生

低碳发展 以 及治理现代化需 要 深人研究 。 以 兰 州 为产方式 、生活方式 、 价值观念 、 国 家权益 和人类命运 的

例 ， 该市 曾 是
一座典型的久治不愈 的

“

污染之城
”

， 但通全球性革命 ， 是全球经济从 高碳能 源转 向 低碳能源 的

过探索城市低碳发展 的 空 间 网 络化治理模式 ， 实现从 必经阶段 。

⑴
潘家华 、庄贵 阳等认为低碳发展是通过技

“

黑帽子
”

到
“

兰州蓝
Ｉ

的成功转型 。
２０ １ ４ 年 ， 环保部在 术跨越式发展和制度约束 ， 实现能源效率 的提高 、能源

兰州 召 开 中 国 大气污 染 防治座谈会 ， 重 点 推介
“

兰 州 结构 的优化 以及消 费行为 的理性 。

［
２

］

２０ １ ４ 年党 的 十八

蓝
”

经验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１ 月 ３ ０ 至 １ ２ １ ２ 日 ， 兰州 应邀参

届 四 中全会提 出要建立促进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 、低碳

幢界气候大会 ， 介绍 了
＇

污 染
＇

冶賴故法麵碳发麵
发展的法律制度 。

２０ １ ５ 年党的 十八届 五 中全会提 出 坚

景 ， 向世界发出低碳发展 的
‘ ＇

巾 国 声音
”

， 并荣获
‘ ‘

今 Ｈ
持绿色发 展理 念 ， 推 动 建立绿 色低碳 循环 发 展 产 业

变革进步奖
”

， 兰州 经验值得总结与 借鉴 。 基于此 ， 本

文对
“

兰州蓝
’ ’

的治理经验进行考察 ， 探讨城市低織＾ 二
） 碎 片 化 ： 城市低碳发展的 治理难题

巾 ｈ獅化鎌趣 ，但经麵放增长 、能源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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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现代化《ｉＢＶｆｉ ．

国行政ｆ理

耗竭 、污染 日 益严重等 系 列 问题 ， 引 发群众对城市环境 （
ｓ
ｐ
ａｃ ｅ〇 ｆ ｆｌ ｏｗｓ

） 转变 。

１

５
）

空 间 网 络化治理是指 以 多 中

问题的强烈不满 。 以 兰 州 市 为 例 ， 环境污 染 曾 是 兰 州心 、 多节点 的功能整合为 目 标 ， 以有形和 虚拟 的空 间 网

市 民心头之痛与城市顽疾 。 从 ２００３ 年 国家公布重点监络为平台 ， 以 多 主体参与 、 多领域协 同 为 支撑 ， 既分享

控城市大气污染指数 以来 ， 兰 州 市 基本都排在全 国 后和参与地方网络 ，
又 整合外部空 间 资源 ， 建立 网络化关

十位之列 ，兰州 污染指数最高时 曾 达 到 ４〇２
，
２０ １ １ 年兰系 的空 间治理过程 。 对于城市低碳发展而言 ，

一方面 ，

州冬季 曾连续多 日 出 现五级 以上重度污染 。 如何加强空 间 网络化治理是对空 间 的治理 。 由 于大气污染 的空

城市低碳发展与治理是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 的重间流动性 ， 城市低碳发展不能仅仅局 限 于某一空 间 的

要难题 。 但城市低碳发展 面 临 多 主体力 量参与 不足 、 治理 ， 而是加强整个城市 以及周边地域 的 空 间 治理 ， 不

多元化利益整合不够以及粗放发展模式带来 的高碳排能仅仅局限于经济 空 间 ， 还应包括社会 、 文 化 、 生态 等

放锁定等管理 的碎 片 化 问 题 ， 诉求公共治理模式 的 嬗多空间领域 的协 同 治理 。 另
一方面 ， 空 间 网 络化治理

变 。

一是管理主体的单一性 。 传统 的城市管理主要依是对网络关系 的建构与 治理 ，
不能仅仅局 限于 属地管

靠单一 的政府力量 ， 难 以有效推进城市低碳发展 ， 也不理中 的政府部门 ， 应包括各级政府 、企业 、社会组织 、公

适应公共治理
＾
多元主体参与 和 多 中心治理要求 。 如众等多主体 的 网络化功能联 系 与合作 治理 ， 避免碎 片

兰州市在城市污染治理 中 ， 主要 以环保部 门 为主 ， 其他 化 、单中心 、部 门 化的管理 困境 。 以
“

兰 州 蓝
”

为例 ， 该

部 门参 与 较少 ， 有 关 部 门 存 在
“

制 约 因 素 多 ， 污 染 难市基于治理的 主客体 、结构 、工具等多维度构建空 间 网

治
”

、

“

治理污染影响经济发展
”

、

“

治理污染带来短期矛 络化治理模式 ， 实现城市低碳发展 ，
主要经验表现在 以

盾和压力
”

等顾虑 。

［
３

］

在城市低碳发展 中 ， 单一政府 主下几个方面 ：

体管理 ， 难 以 吸 纳社会 力 量参与 ， 多元化 利 益 整 合 不 （

一

）
治理主体 层 面 ： 建 立政府 、 企业 、社会等 多 元

够 。 二是管理客体的片面性 。 片面追求 ＧＤＰ 增长是城化 的公共治理体 系

市发展 的主导性 目标 ， 而其他领域严重滞后 ， 导致城市兰州在加强城市低碳发展 中 ， 改 变传统管理 的单
污染严重和空间发＿ 片 面性 。 如兰州 市作为Ｉ业Ｓ—主体碎片化困境 ， 既加强党和政府 的主导作用 ， 如甘

城市 ，

“
一五

”

和
“

三线
”

时期 国 家先后布局 了 多个重化 肃省 、兰州市等各级政府强力 推进 ， 各类企事业单位 、

工项 目
， 形成 以石油 化工 、 有 色冶金 、 传统能 源等 为 主

科研机构 、社会组织 、公众等积极参与 （ 见表 １
） ，形成多

的粗放型— ’ 导致 高碳排放 的长期锁定 ’ 忽、 视４元化的公共治理体系 。 科研机构开展兰 州 市污染治理
态环境等其他领域 的协 同 发展 。 三是管理结构 的分割

域碳发展方 向 的相关研究 。 兰 州环境能源交易 中 心

性 。 在传统的行政体制下 ， 部 门 分割导致 利益部 门 化 ’

作为低碳服务组织 ， 以
“

互联 网 ＋ 金融 ＋ 线下服 务
”

的
不 同獅之间存絲性竞 争 、龍賴 、环軌染賴

方式雖髓祕 ， 通过雜 化平 台 和节
境 。 四是管理工具与 能 力麟后性 。 在雌管理Ｉ貞

赌軸公共平 台 ，雛 站式
”

综合麵融 资 服务
选择 中 ，

以行政手段为 主 ， 缺乏现代经济 、法律 、信息技^

术等手段 ， 呈现管理工具的滞后性 。 在管理能力 层 面 ，
木 ：

表 ， ｇ 州城市低碳发展 的 多元化主体

传统封闭保守 、 等级森严 的官僚体制 制 约 了 政府工作 ｜

１
＇

台４ 主 体主要工作

人 员 的能力提升 、力量整合及其创造性发挥 ， 政府对现专 门 成立 大 气 污 染 治理协调推进领 导 小组 ，
省委 书 记 多

代城市存在 的严重 污染 问题 以 及低碳发 展诉求 ， 缺乏次调研污 染 问 题 和批 示指 示 ， 省人 大 常委会 出 台 《 关 于

较强的 回应与 服务能 力 。 而企业低雜术麵 、科研
ｇ

院所低碳科技创新 、社会组织 的科技服务 、公众的低碳
＇

＞
１
／

雜 Ｉ

－

４４■ 八金＊ Ｊ

－ Ａ ｖ
ｆ
ｒ 么匕 士 丁 口曰 生 １ 丨

Ｚ ｆ

／
ｉ ／ｍ 

ｒｉｙ ＦＨｆｃ
—市级领导 而度重视 ， 亲 自 挂 帅 、 罪 則 指挥 、倒排 时 间 、 挂 图

／肖 费与社云多 与 力 小 足也是制 －勺城市低碳发展 与市级政府 作业 ， 并构建
“

指挥部 ＋ 专 领 工作组
”

的 工作模式 ， 各职 能

治理的重要难题 。 部 门 协 同推进 ，
避免单

一部 门 治理难和责任推诿 问题 。

二 、 空 间 网 络 化 治理 ： 兰 州 城市低碳发 展 的 经验 各 类 企业积极 参 与 城 市 低碳 发 展 与 治 理 工 作 中 如甘

肃 省 电 力 公 司 致 力 打 造 兰 州 新 区 低碳绿 色 智 能 电 网

… ＋＾ 斤ｒ  ／ｎ 曰 Ｍ 々 ？ 从人
兰 州 黎 明 結 门 窗 工程公 司 以技 术 突破 打造低碳 节 能 窗 ：

，

对于现代城市 而 曰 ， 城市 全 间 不再仅仅是抽 象 的止业
有的 企业致 力 于 智 能 电 学 采暖 的研 究 与 应 用

，

以技 术 创

地理空间 ， 而是蕴含着物质空 间 、精 神空 间 和社会关 系新推动 节 能
ｆ
耗

＾

有 的 企业联合举 办
“

完 美 杯绿 色低碳

等诸要素 的结合 ， 蕴含着 多元化 的空 间关系重构 ， 蕴含 
骑頻于

二
靡＃


辛
、

丄 入 旧 从 从 — 丨

、

＾各类社会组 织 、科研机 构 、 公 众 等 参 与 城 市低碳 发展 与

着深层次的社＝ 网 络 的 ２ 间生产过程 。 父 间 网 名化作 治理 。 科研机构 开展 兰 州 污染成 因 及防 治 对 策研 究 ， 对

为一种空间组织理论 ， 是实现空 间 一体化的 必经途径钍合组扣
兰 州 大 气颗 粒物 来 源 进行 解析 ， 为 精 准 治 污提供依据

＜ ｜

古
＾

兰 州 环境能 源 交 易 中 心 提供低碳发展 的 社会服 务 。 积
和手ｆｅ ，

区域发展 的头质 ／Ｅ 工 间 网 －各化 ， 是从低 到 问极推行污 染 源 自 动监控 第 三 方运 营 管理 ， 对 重 点 污 染 源

级的发展过程 。

［
４

］

城市演变呈现空 间 网络化的趋势 ， 在企业全程监控 整孓及 会 力 量 ，
鼓 勒公 众 参 与

空 间组织上 由 传统 的 、 等级性 的 中 心地模式 向 多 中心 、 （
二

）
治理客体 层 面

： 采取 整体性 综 合措施推进低

扁平化 、 网络化模式转 变 ； 在空 间范式上 由 传统 的
“

地碳发展

方空 间
＂

（
ｓ
ｐ
ａｃ ｅｏｆ

ｐ
ｌ ａｃ ｅｓ

） 向 基 于 网 络 的
“

流 动 空 间
”

兰州 在治理客 体层 面 ， 强 调 低碳发 展所涉 及各领

２０ １ ６ 年 第 ８ 期 总 第 ３７４ 期 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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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协同治理 ，从经济 、政府 、社会文化 、生态环境等多 表 ３ 兰州城市低碳发展的控车措施


维度空 间 ， 采取 了 减排 、压煤 、 除尘 、控车 、 增容等 整体
一是加 强 对黄标 车和老 旧 车 辆 的 淘 汰 ， 制 定黄 标 车报废

性综合措施 ， 构建城市低碳发展机制 。

一是在经济空车 型 与补贴标 准 。
二是 启 动 了 新 能 源 汽 车推 广 示 范 工

间 ， 加强产业结构调整 ， 对工业污染源采取
“

改 、停 、关 、作 ， 实 施新能 源 车补 贴政 策 三是提 高 市 民低碳 出 行 意

搬
”

的减排措施 （ 见表 ２
） ， 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精尖产



ｍｔｉ＾ ．
２０ １ ５

业 ， 积极发展太 阳 能光热材料 、 生物 医药 、 高效煤粉锅．

．

由两 年推行 国 五 油 品 。
二 是进行 油 改 气 、 油 改 电 工 程 ，

加

炉等低碳产业 ，—低＿经济空 间 。 加錄 源结构
＿＿＿

占 到 全

转型 ， 采取
“

治 、管 、控
”

的压煤措施 。

“

治
”

主要是利用加快轨道 交通 、绕城 高 速及 断 头路 、 微循环 等
“

畅 交通
”

财政资金杠杆作用 、吸 引 社会资錢人 ， 对城 区燃煤锅＾ ｔ

炉进行煤改气的整治改造 ｏ
“

管
”

主要是实施
“

一竿子 Ｉ

机动 车 怠速行驶和尾ｋ排放 ， 也 方便 市 民 出 行 。

插到底
”

的严格执法模式 ， 在冬 季采暖期对全市重点用四是在生态空 间 ， 兰州 市采取 了 除尘和增容措施 ，

煤企业实 时监管 ， 采 取 限 负 荷 、 限 煤量 、 限煤质 、 限浓构建城市低碳发展环境 。 在 除尘措施方面 ， 坚持分类

度 、限总量等
“

五限
”

管理措施 。

“

控
”

主要是对运煤车施策 ， 对市区工程建设要求施工现场围挡 、工地物料堆

辆和劣质煤进行严格管控 ， 统一配送居 民合格用煤等 。
放覆盖等减少施工所带来 的扬尘 ， 对 主次干道 采取地

积极发展低碳可再生能源 ， 推进垃圾焚烧发 电 、 沼气发毯式吸尘 、人机结合清洗等除尘措施 。 兰 州 市组织开

电 、太阳能风能一体发 电等项 目建设 。展
“

全民洗城
”

活动 ， 彻底清洗公共设施 、交通护栏等设

表 ２ 兰州城市低碳发 展的减排措施
施 ， 动员街道 、社区对辖 区 内 的楼宇进行立面清洗和楼

从叫治邮 容 顶保洁 。 在城市增 容措施方 面 ， 兰 州 市拓展城市生态

ｋ空 间 ，加强天然林保护和
“

三北
”

防护林建设 ， 加强城市

造 和 治 理 ， 重 点 实 施 燃 煤 电 厂 除 尘 脱硫 脱硝 改 造 等主题公园 、小游园 以及黄河万亩生态湿地修复等建设 。



 （
三

） 治理结 构 层 面 ： 构 建城 市 空 间 治 理 的 网 格化

对于重 污 染天 气特 别 是 冬 季 采 暖期 ， 重 点 在 ２０ １ ４ 年 至＿ 彳

停２０ １ ５ 年
“

冬防
”

期 间 对 丨 ９４ 家砖 瓦 、 铸造等 企业 实 行停

产减排措施 。 网络治理 的 关键在 于 建立 和 发 展 良 好 的 合作关
＾

对改紗 达＿紅 产 能 企姻淛 ，
綱 年 关 闭 淘

系、 。

⑴
兰州 市建立市 、 区 、

曾
道 、社 区 ＇楼院分级 负 责 、 条

关汰 ７ 家 企业 的 ２０ 条 （ 台 、 套 ） 落后 生 产 线 ，
促进 企 业加 快块融合 、扁平精细 的大气污染 防治 网格化挨式 ， 重塑政



雜狀 。

府 、企业 、社会等多主体间 的合作关系 （ 见 图 １
） 。 该模

２０ １ ３ 年 ３ 月 ，
兰 州 市政府颁 布 《 兰 州 市 企 业 出 城入 园搬式将视频 网 络监控技 术 、合作伙伴关 系 等 整 合 到城市

搬 ＝ ‘

实

解

鸟

：⑶ ￥
展中 ， 实行三级领导亂

８

建立 了 

‘ ‘

厂
长三员

”

制度 ，

精 尖产 业 ，

工业 企业 向 园 区搬 迁
，
促进 产 业优化 布 局 ， 有 实现城市治理 网格全覆盖 。

１

如该市酒 泉路街道处在



丨

私
．

台魏 ￥樣細氏収展
 １２０ １ ２ 年建立网格化管理体系 ， 围绕施工工地 、道路扬尘

二是在政府空 间 ， 转变 以 ＧＤＰ 为主导 的政绩考核等重点污染源进行监控 ， 明 确城市政府 、 企业 、 社会等

体系 ， 强化政府环境 治理责任 和 低碳 发展导 向 。 兰 州治理结构的责任边界与合作关系 。

市加强如玫府环境绩效审 ｉ十与 ｉ平估 ， 将大气
＇

污染
、

冶理

和低碳发展作 为检验干部作风 与 能 力 的 重要标准 ， 突


： 

出 强化督查问 责 。
２０ １ ５ 年 ， 兰 州 市启 动 了 全 国 首个政

府环境审计试点工作 ， 对政府绩效 、政策合法性及项 目ｇ
＾￣￣

ｆ
环境效益等进行考评 。 对环境工作 出 色 的干部进行表ｈＴ＇

）＾￣￣

｜＝
二

：

彰 ， 对严重失职的领导干部进行效能问责 。Ｆ抓
，

三是在社会空 间 与文化空 间 ， 加快建设低碳社会 ，

ｆ二＝
级

加强城市社会各领域 的低碳治理和节能改造 ， 特别 是

对
？

私家车 出 行所带来 的尾气污 染 问 题采取控车措 点
丨

卫：城市
丨 丨

丄治
丨 丨

乎“ 
｜ ｜

环，卫 生
１

物二
］

（ 见表 ３
） ，鼓励市 民绿色低碳出行 。 兰州市 民参与对污




染源排放的监管 ， 推动供暖
“

煤改气
”

、机动车尾号 限行 兰 州城市低＃发展的 网格化治理^

等措施的实施 。 兰州市环境监察局设立 了 
２４ 小时举报 （

四
） 治 理 工 具 层 面

： 运 用 多 样 化 手段加 强 空 间

热线 １ ２３ ６９
， 市 民 对大气污染行为可 以拨打热线举报 ，整合

还能获得 ５ ０ 元奖励 。 加强环境宣传教育 ， 提高市 民低兰州市加强城市低碳发 展 ， 重视多种 治理工具 的

碳理念 ，加强社会监 管 ， 使企业 自 觉遵守环保法规 ， 减创新和多种手段的统筹协 同 ， 实现城市治理 的空 间 整

少环境污染行 为 ， 营造 整个城市 的低碳文化发展 的空合 。

一是经济手段 。 兰 州 市探索建立 了排污权交易制

间 氛围 。 度 ， 开展 了插卡排污 、 燃煤 电 厂 超低排放试点工作 ， 积

７ ８ ２０ １ ６ 年 第 ８ 期 总 第 ３ ７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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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  Ｃ Ｍ
Ｉ Ｎ （ Ｓ Ｉ ＜

＞

Ｕ Ｂ   ｔ Ｏ Ｕ Ｉ Ｍ Ｉ Ｉ Ｔ Ｒ Ａ Ｔ Ｉ Ｏ Ｎ

极推进政 府 购 买 第 三方环境 服 务工作 。 二 是行政手间 。

ｉ
ｌ ２

］

空间 网络化治理体现城市低碳发展的广覆盖 、综

段 。 如兰州成立公安环保分局 ， 实现行政执法 和 司 法合性 、协同化 的空 间 治理思维 。 按照五位一体 的 战略

的空 间组织 整 合 ， 采 取 了 航拍取证 、 驻 区 包抓等新举布局 ，城市低碳发展需要在治理客体层面 ， 强调低碳发

措 ， 对环境违法企业加 强行政处 罚 、 训诫谈话 、公开曝展所涉及五大空 间领域 的 网 络 化治理 。 在经济 空 间 ，

光 。 三是法律手段 。 如兰州 市坚持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要转变发展方式 ，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加强对传统

式 ， 先后修订和制定 了 《兰州 市实施大气污染 防治法办高能耗 、高污染产业 的治理 ， 尽快淘 汰落后 产能 ， 加大

法 》等多部地方性法规规章 ， 形成常态化治污的法规体企业的节能改造 和 低碳治理 ， 发展低碳产业 和低碳新

系 。 四是加强 以
“

互联 网 ＋
”

为代表 的新技 术 、 新媒体能源 ， 降低碳排放 ， 提 高能源效率 ， 构建低碳型 经济体

等手段运用与创新 。 兰州 市构建 网格化的环境监管平系 。 在政治或政府空 间 ， 要转变传统 的 以 ＧＤＰ 为 主导

台 ， 全面公开企业排污 、空气质量等信息 ，
以 网 络化手的政绩考核体 系 ， 加强环境审计 ， 构建综合型 的生态文

段和信息技术倒逼企业履行低碳责任 。 兰州 市安宁 区明政绩考核体 系 ， 将大气污染治理和低碳发展作为检

培黎街道还采取无人机航拍技术进行监控 ， 提 高城市验干部绩效 的重要标准 。 在社会空 间 ， 加 强城市社会

低碳发展的治理效果 。 各领域的低碳治理和节能减排 ， 培育低碳社会组织 ，
开

三 、

“

兰州蓝
”

的经验借鉴 ： 空 间 网络化治理 的 实现展 系列低碳社会活 动等 。 在 文 化空 间 ， 要重视低碳文

路径 化的宣传教育 ， 营造低碳生 活空 间 和低碳消 费文化氛

本文选取兰 州 市作 为案 例 ， 是基于兰 州 在 中 国具围 。 在生态空 间 ， 要减少碳排放对城市生态 的影 响 ， 力 口

有城市低碳发 展 与 治理 的典型 示 范 意义 。 兰 州 曾 是强城市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 ， 多建公 园绿地 ， 扩展城市
“

卫星上难 以找到
”

的重污染城市 ， 但通过城市低碳发低碳空 间 ， 增强城市碳汇功能 ， 提升城市生态环境承载

展的空间 网络化治理 ， 实现 了
“

兰 州 蓝
”

。
２０ １ ５ 年兰 州力 。 通过五位一体的 协 同 发 展 与综合治理 ， 推进城市

市优 良天数 ２５ ２ 天 ， 占全年总天数 比例达 ６９ ． ０％ ， 同 比低碳发展 。

２０ １ ４ 年优 良天数增加 ５ 天 ， 比 ２０ １ ３ 年增加 ５９ 天 ， 在全 （
三

） 重 塑政府 、 企业 、社会 的 合作伙伴 关 系 ， 实现

国 ７４ 个城市 中排名第 ５ ２ 位 ， 突破性地摘掉多年来
“

世治理结 构 的 网 络化

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 的城市
”

的
“

黑帽子
”

。

［
９

］

借鉴
“

兰治理现代化应致力 于重塑城市空 间 各方面 的合作

州蓝
”

经验 ， 加 强城市低碳发展 的 空 间 网 络化治理 ， 应伙伴关系 ， 就是对城市 内 外部的关系 、利益与 资源 的空

选择 以下路径 ： 间价值整合 ， 促进城市 空 间 网 络 的 协调 、 合作 、 共享 。

（

一

） 夯 实 多 中 心 、权责对等 的 治 理主体地位 ， 实 现
一是重塑城市政府各 职能部 门 的合作伙伴关系 ， 实现

治理 主体 的 多 元化 政府内部治理 网络化 。 以 扁平化 、大部制改革为方 向 ，

治理现代化首先表现为治理 主体的多元化参与和构建权责一致 、职能科学 、协 同 高效 的现代政府治理结

权责对等 。 城市低碳发展具有较强 的 正外部性 ， 需要构 。 二是重塑上下级政府和跨区域政府 间 的合作伙伴

各个利益主体 的 多元化参与 ， 加 强空 间 网 络化治理就关系 ，加强上下级政府之间 的监督 与协调 ， 加强跨区域

是要夯实城市发 展 中 各方利 益 的 主体地位与 责任边政府之间 的合作与沟通 ， 建立跨 区域生态补偿机制 ， 实

界 。 在现代化进程 中 ， 要充分发挥多 主体的广泛参与 、 现跨区域的 网络化协 同治理 。 三是重塑政府与企业 的

协商共治的优势 和作用 。 兰州 在加强城市低碳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 吸纳企业参与城市低碳发展 ， 积极履行

中 ， 离不开党和政府 的 主导作用 ， 也离 不开社会组织和低碳责任 ， 提升企业低碳形象 和 低碳竞争力 。 四是重

公众的多元参与 。 多元包含治理主体多元化和权力 多塑政府与社会 的合作伙伴关 系 ， 培育低碳发展 的社会

中心化 ， 治理主体的 多元化包括政府与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 ， 吸引 各类服务 机构 、 志愿 者 、公众参与城市低碳

群众的广泛参与 和互动 ， 权力 的 多 中 心化有 利 于打破发展与治理 ，促进城市空 间治理结构 的 网络化 。

权力垄断 ， 形成必要竞争 ， 增强治理的合法性 。

［
Ｕ

］

在城 （
四

） 综合运 用 多 种 治 理 手段 ，
实现 治 理 工 具 的 创

市低碳发展 中 ， 改变城市管理的单一 主体碎 片 化 困境 ，新化

需要城市政府 、 企业 、 社会组织 、公众等树立 主体意识一是运用环境税 费 、使用者付 费 、排污权交 易等经

和参与理念 ， 加强 自 上而下与 自 下而上相结合 、权力下济治理工具 ， 引 导企业采取低碳技术降低生产成本 ， 加

放与权责对等相结合 的 多 中 心决策 与 网 络化治理 ， 加强 自 愿承诺 、清洁生产 、碳交易 等经济工具的创新 。 二

强 自 主管理 、 简 政放权 、 分权共治 以 适应 治 理现代 化是运用行政手段 ， 加强低碳发展 的 战略规划 、宏 观调控

要求 。 与顶层设计 ， 创新低碳发展的治理政策工具集 ， 针对不

（
二

） 按照五位
一 体 的 总 体 布 局 推进低碳发展 ， 实同领域分别选择规制 性 、 市场性 、 参 与性等政策工具 。

现治理客体 的 协 同 化三是运用法律手段进行治理创 新 ， 社会公众可 以 通过

治理现代化是对 多领域 的 协 同 发展 与 全面治理 。 行政诉讼 、 申 请行政复议 等合法手段参 与 和 推进城市

网络化治理模式打破传统 的 国 家 和社会 、公共和个人 、低碳发展 。 四是加强 以
“

互联 网 ＋
”

为代表 的新技术 、

地方和 全球 的 两 分思 维 ， 为 社 会 拓 展 出 新 的 治 理 空新媒体等手段运用 及其创新 ， 构 建城市智 慧 和 智 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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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平台 ， 提 高 污 染 防控 、碳排 放监测 等方 面 的 信息 化ＯＬ
］

．ｈ ｔ ｔ
ｐ ：

／／ｗｗｗ ． ｌ ｚ ．ｇ
ａｎｓｕ ．ｇ

ｏ ｖ ．ｃｎ／ ｚｍｈｄ／
ｊ
ｃｂ ｋ／

水平 。 ２０ １ ６０３ ／ ｔ２０ １ ６０３ ３０
＿

５ １ １ ２７ ８ ．ｈ ｔｍ ｌ

（
五

）
加强低碳技术创 新 、 制 度供给和政府服 务 ，

实 ［
４

］ 蔡彬彬 ． 空 间 网 络化 系 统 与 结 构 ［ Ｊ ］
． 中 南 民族 学 院

现治理能 力 的 现代化 学报 （ 自 然科学版 ） ，

１ ９９９
（
４

）
．

治理现代化应 以技术 创新为 动 力 ，
以 制 度 供给 为 ［

５
 ］ 李 国 平 、孙铁 山 ． 网 络化 大都 市 ： 城 市 空 间 发展新模

保障 ， 以政府服务为 支撑 ， 实现城市低碳发展与治理能式 ［
＿ ！

］
． 城市发展研 究 ，

２０ １ ３
（
５

）
．

力 的现代化 。

一是提升低碳技术创新能力 。 城市低碳 ［
６

］
田 玥 ？ 兰 州 大 气 污 染 治理经验推 向 中 欧低碳城 市会

发展 的关键是加强低碳技术创新 。 要增加低碳技术研议
［
Ｎ

］
． 兰 州 晨报 ，

２０ １ ６
－ ０７

－

０ １ ．

发投人和政策扶持 ，鼓励科研 院所 、 企业提升低碳技 术 ［
７

］
Ｇｅ ｒｒ

ｙ
Ｓ ｔｏｋｅ ｒ

， 
Ｐｕ ｂ ｌ ｉ ｃＶａ ｌ ｕ ｅＭ ａｎ ａ

ｇ
ｅｍｅｎ ｔ

：ＡＮｅｗＮａｒ
－

创新能 力 ，提升企业低碳产 品生产 、低碳产品 营销 等能 ｒａ ｔ ｉ ｖｅｆｏ ｒＮ ｅ ｔｗｏ ｒｋ ｅｄ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 ｅ ．７７ ？ ｅ／Ｉｍｅｎ

＇

ｃａ ｎ

力 。 二是提升低碳制 度供给能力 。 应 加强城市低碳制 ｏ／ ＰｕＷ ｉｃＡｄｍ ｉｍｉｒａｈｏｎ
，

２００６
，
３６

（
１

） ： ｐｐ
５０

－

５ １ ．

度供给与政 策 引 导 ， 制 定城市低碳 发 展规划 和相关配 ［
８

］
兰 州 市 区 全 面 推 行城 市 网 格化 管 理 ［

ＥＢ／０Ｌ
］ 

？ｈ ｔ

－

套政策 ， 制定强有 力 的监督 、激励和约束机制 。 三是提 ｔ

ｐ ：
／／ ｎ ｅｗ ｓ ． ｉ ｆｅｎｇ ．ｃ ｏｍ／

ｇ
ｕｎｄｏｎ

ｇ
／ ｄｅ ｔ ａ ｉ ｌ

＿

２〇 ｌ ３
＿

１ ２／０４／

升城市低碳发展的政府服 务能力 。 优化城市低碳发展 ３ １ ７ ８０５ ５ ６
＿

０ ． Ｓｈ ｔｍ ｌ

中的各类公共服务 ， 创新城市治理与 服 务方式 ， 充分利 ［
９

］
兰 州 市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工作调研报告 ［

Ｎ
］

． 中 国 环境

用现代技术手段与 网 络 服 务平 台 ，
全 面提升各级政府报

，

２０ １ ６
－ ０６ － ２４ ．

在城市低碳 发 展 中 的 精细 化 、 智 能 化 、 网 络 化 服 务 水 ［
１ 〇

］ 薄 贵利 ． 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
Ｊ
 ］

． 中 国 行政 管理 ，

平 ， 推 进 城 市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 低碳 发 展 与 治理 现 代 ２０ １ ４
（
５

）
．

／＞ ［
１ １

］ 余 军 华 ， 袁 文 艺 ． 公共 治 理 ： 概 念与 内 涵 ［ Ｊ
］

． 中 国
° ．

行政管理 ，
２０ １ ３

（
１ ２

）
．

ｔ
参考文献  ｊ ［

１ ２
］ 
Ｅ ｖ ａＳｏ ｒｅｎｓｅｎ

 ．
Ｊ ａｃｏｂＴｏ ｒｆｉ ｎ

ｇ
．Ｍ ａ ｋ ｉ ｎ

ｇ
Ｇｏｖ ｅｒｎ ａｎ ｃｅＮ ｅ ｔ

－

ｙ＾ｕ ， ｘ ，内 ａ ， ，ｗｏ ｒｋ ｓＥ ｆｆｅｃ ｔ ｉ ｖｅ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 ｔ ｉ ｃ ｔ ｈ ｒｏ ｕ ｅｈＭ ｅ ｔａｅｏｖｅ ｒ
－

［
１

］ 张 坤 民 ． 中 国 的 低碳 发展 ［
Ｊ

］
． 办 公 自 动 化 ，

２０ １ １ ． ． ．
６ ６

ｎ ａｎｃ ｅ ．Ｐｕｂ ｌ ｉｃＡｄｍ ｉｎ ｉｓ ｔ ｒａ ｔ ｉｏｎ
，
２００９

，８７（
２
） ：ｐｐ

２３４

（
９

）
．

－ ２５ ８

［
２

］ 潘 家 华 、 庄 贵 阳 等 ． 低碳 经 济 的 概念辨识及核 心 要
？

上

素分析 ［
Ｊ

］
． 国 际经济评论 ，

２０ １ ０
（
４

）
．

［
３

］ 袁 占 亭 ． 打造靓丽
“

兰 州 蓝
”

提升城 市 宜 居度 ［
Ｅ Ｂ／

Ｓｐ ａ ｔ ｉａ ｌＮｅ ｔｗｏ ｒｋＧｏｖ ｅｒｎａ ｎ ｃｅｏｆＵｒｂａｎＬｏｗＣａ ｒｂｏｎＤｅｖ ｅ ｌ ｏｐｍ ｅｎ ｔ
 ：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 ｅＥｘｐｅｒ ｉ ｅｎ ｃｅｏｆ
＂

ＬａｎｚｈｏｕＢ ｌｕｅ
”

ＬｕＸ ｉ ａｏｃ ｈｅｎ
ｇ

［
Ａｂｓ ｔ ｒａ ｃ ｔ

 ］
Ａ ｔ

ｐ
ｒｅ ｓｅｎ ｔ

， ｔ ｈ ｅｕ ｒｂａｎ ｌ ｏｗｃ ａ ｒｂｏ ｎｄ ｅ ｖｅ ｌ ｏ
ｐ
ｍ ｅｎ ｔｆａｃ ｅｄｗ ｉ ｔ ｈｍ ａｎ

ｙｐ
ｒｏｂ ｌ ｅｍｓｏ ｆ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 ｎ ｔｆｒａ

ｇ
ｍｅ ｎ ｔ ａ ｔ ｉ ｏｎｓｕｃ ｈａｓ

ｌ ａ ｃ ｋｏｆｄ ｉ ｖ ｅ ｒｓ ｉ ｆｉ ｃ ａ ｔ ｉｏｎｏｆｍａ ｉ ｎｆｏ ｒｃ ｅ
ｐ

ａ ｒｔ ｉ ｃ ｉ

ｐ
ａ ｔ ｉ ｏｎ

，ａｎ ｄ ｔ ｈ ｅ ｉ ｎ ｔ ｅ ｒｅｓ ｔ ｓ ｉ ｎ ｔ ｅ
ｇ
ｒａ ｔ ｉ ｏｎ ｉ ｓｎ ｏ ｔｅ ｎ ｏｕ

ｇ
ｈ

，ａ ｎｄ ｔ ｈｅｈ ｉ

ｇ
ｈｃ ａ ｒ

？

ｂｏ ｎｅｍ ｉ ｓ ｓ ｉ ｏ ｎ ｓ ｌｏｃ ｋｏ ｆ ｔｈ ｅｅ ｘ ｔ ｅ ｎ ｓ ｉ ｖｅｍｏｄ ｅｏ ｆ ｄ ｅｖ ｅ ｌ ｏ
ｐ
ｍｅｎ ｔ ．Ｂ ａｓｅｄｏｎ ｔ ｈｅｅ ｘ

ｐ
ｅ ｒ ｉ 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 ｅ

＂

Ｌａｎｚ ｈｏｕＢ ｌ ｕ ｅ
＂

 ， ｔ ｈ ｅ

ｕ ｒｂａｎ ｌ ｏｗｃ ａ ｒｂｏｎｄ ｅ ｖｅ ｌ ｏ
ｐ
ｍｅ ｎ ｔｓｈ ｏｕ ｌｄｂ ｅ ｔｏｓ

ｐ
ａ ｔ ｉ ａ ｌｎ ｅ ｔｗｏ ｒｋ ｉ ｎ

ｇ
ｒｅ

ｑ
ｕ ｉ ｒｅｍｅｎ ｔ ｓ ｔｏａｃ ｃ ｅ ｌ ｅｒａ ｔ ｅ ｔ ｈｅｅｖｏ ｌ ｕ ｔ ｉ ｏｎｏｆ

ｐ
ｕ ｂ ｌ ｉ ｃ

ｇ
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 ｅ

， ｔ ｏ ｉ ｎ ｔ ｅ
ｇ
ｒａ ｔ ｅ ｔ ｈｅｓ

ｐ
ａｃ ｅｒｅｓｏｕ ｒｃｅｓｏｆ ｔ ｈ ｅｕ ｒｂａ ｎ

ｇ
ｏｖ ｅ 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ｓｈｏ ｕ ｌ ｄｂｅ ｔ ｈ ｅ ｉｍ
ｐ
ｏｒｔ ａ ｎ ｔ

ｐ
ａ ｔ ｈ ｉ ｎｃ ｌ ｕ

？

ｄ ｉ ｎ
ｇ

ｔｈ ｅｄ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ｆ ｉ ｃ ａ ｔ ｉ ｏｎｏｆ ｔｈ ｅｍａ ｉ ｎｂｏｄ
ｙ

ｏ ｆ
ｇ
ｏｖ ｅ ｒｎａｎｃｅ

， ｔ ｈｅｃｏｏ ｒｄ ｉ ｎａ ｔ ｉ ｏｎｏ ｆ ｔ ｈ ｅｏｂ
ｊ
ｅｃ ｔｏ ｆ

ｇ
ｏｖｅ ｒｎ ａ ｎｃ ｅ

， ｔ ｈ ｅｎｅ ｔ

？

ｗｏ ｒｋｏｆ ｔｈｅ
ｇ
ｏｖｅ ｒｎ ａ ｎ ｃｅｓ ｔ ｒｕ ｃ ｔ ｕ ｒｅ

， ｔ ｈ ｅｍｏｄｅ ｒｎ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ｏｆ  ｔ ｈｅ
ｇ

ｏｖｅ ｒｎ ａ ｎｃ ｅｃａ
ｐ
ａｃ ｉ ｔ

ｙ ， ｔｏ
ｐ

ｒｏｍｏ ｔ ｅ ｔ ｈ ｅｃ ｉ ｔ

ｙ
ｃｏｎ ｓ ｔ ｒｕ ｃ ｔ ｉ ｏｎ

ｏｆｅｃｏ ｌ ｏ
ｇ

ｉ ｃａ ｌｃ ｉ ｖ ｉ ｌ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ｍｏｄ ｅ ｒｎ ｉ ｚ ａ ｔ ｉ ｏ ｎｏｆ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 ｎ ｔ ．

Ｌ 
Ｋｅｙｗｏ ｒｄｓ

 ］ 
ｕ ｒｂ ａｎ ｌ ｏｗｃ ａ ｒｂｏｎｄ ｅ ｖ ｅ ｌ ｏ

ｐ
ｍｅｎ ｔ

，ｐｕ
ｂ ｌ ｉ ｃ

ｇ
ｏｖ ｅ ｒｎ ａｎ ｃ ｅ

，ｆｒａ
ｇ
ｍｅ ｎ ｔ ａ ｔ ｉ ｏｎｏｆｍａｎ ａ

ｇ
ｅｍｅｎ ｔ

，ｓ
ｐ
ａ ｔ ｉ ａ ｌｎ ｅ ｔｗ ｏ ｒｋ ｉ ｎ

ｇ

［
Ａｕ ｔｈｏｒ

］
ＬｕＸ ｉ ａｏｃ ｈｅ ｎ

ｇ
ｉ ｓＡｓ ｓｏｃ ｉ ａ ｔｅＲｅ ｓｅａ ｒｃ ｈＦｅ ｌ ｌ ｏｗａ ｔＣ ｉ ｔ

ｙ
Ｉ ｎ ｖｅｓ ｔ ｉ

ｇ
ａ ｔ ｉ ｏｎａ ｎ ｄＲｅ ｓｅａ ｒｃ ｈＣ ｅ ｎ ｔ ｅ ｒ

，Ｂｅ ｉ

ｊ
ｉ ｎｇ

Ａ ｃａｄ ｅｍ
ｙ
ｏｆ Ｓｏｃ ｉ ａ ｌ

Ｓｃ ｉ ｅｎｃ ｅｓ ．Ｂ ｅ ｉ

ｊ
ｉ ｎ
ｇ

１ ００ １ ０ １

８０ ２０ １ ６ 年 第 ８ 期 总 第 ３７４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