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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环保设施，推进多元善治
Op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acilities to the public and promote 
pluralistic good governance 

■文 / 马军  阮清鸳  祝莉

2017年，环境保护部（现生

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

印发指导意见，要求环保设施和

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

放。回顾七年来的实践，我们看到

这一举措有力提升了公众对环保

设施的认识，强化了环保企业的

责任意识，增进了利益方之间的

信任，并有效化解了一度十分突

出的“邻避”矛盾。希望通过总结

与盘点，将这一良好实践进一步

引向深入，凝聚更多的社会共识，

推进美丽中国全民行动。

环保设施遭遇“邻避”难题
谈到环保设施向社会公众开

放，便不能不提及当年此起彼伏

的邻避事件。在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的过程中，曾几何时，相当多的

企业缺乏基本的环境责任意识，

部分企业甚至不能做到遵守环境

法规，其中不乏城市垃圾、污水和

工业危废处置企业。粗放的环境

管理、松懈的污染防控，给当地社

区带来了困扰和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公众越来越重视自己和家

人的健康；由于对垃圾焚烧设施

了解甚少，对焚烧技术缺乏信心，

公众担心二噁英等有害物质污染

空气和水源，也担心后续监管不

到位；而权利意识的提升，使越来

越多的公众开始要求环境知情，

甚至参与监督。

顺应时代变化，从2008年的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到2014年以来

的新环保法、新的大气和水污染

防治法，环境信息公开的法规要

求不断完备和细化；从环境质量

数据到污染源监管和排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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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门不断扩展信息公开范

围，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和监督权。

然而，很多环保企业未能清

醒认识外部社会环境的深刻变

化，习惯于在四围高墙之内进行

生产经营，与当地社区老死不相

往来；在建设项目规划决策中就

缺乏公众参与，运行阶段出现污

染问题，也常常一味回避矛盾；发

展到群体性事件时，则希望躲在

地方政府身后……如此做法，导

致企业和社区之间的信任严重缺

失，缺乏基本的沟通互动，邻避现

象愈演愈烈，对城乡建设带来影

响，也给行业发展带来阻碍。

“邻避”问题如何破解？借鉴

国内外经验，除政府强化监管、企

业守法减排、各界加强科普宣传

外，企业树立责任形象、构建与当

地社区和公众的信任尤为关键。

面对邻避效应，临时抱佛脚效果

甚微，而是需要通过长期努力来

构建信任。而敞开大门，让社区了

解设施的运行和污染控制状况，

便是一个好的开始。

2000多家设施向市民敞开

大门
2017年，环境保护部（现生

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没部联合

印发《关于推进环保设施和城市

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的

指导意见》，之后就紧锣密鼓地开

启了推进工作。2018年11月，在

光大国际率先 “扒开围墙”开放

参观的启动仪式上，生态环境部

领导呼吁全国更多的环保设施和

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

放，以增进公众的理解和支持，降

低治理成本。

在那之后，环保设施开放工

作快速推进。在生态环境部的推

动下，不但形成了名单，还设计了

专门的标志。根据已经公开的第

四批《全国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

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单位名

单》，我们看到，除去13家撤销开

放和1家暂停开放，当前有2094家

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涵盖环境

监测、垃圾处理、危险废物或电子

废弃物处理以及城市污水处理等

设施。

为方便公众预约参观，2022

年3月，生态环境部门推出“环保

设施向公众开放”小程序，全国环

保设施单位进驻，公众可一键预

约免费参观，了解这些环保设施

的基本情况，并可实地打卡，形成

自己的环保设施打卡足迹。

为协助此项工作，2018年11

月，在生态环境部门的指导下，公

众环境研究中心的蔚蓝地图APP

和网站将所有向公众开放的环保

设施标注于电子地图中，点击可以

查看企业联系人和电话。

一些环保设施地处城郊，且

受新冠疫情影响，实地参观不便。

为此，一些地区和企业积极探索，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VR）、云平

台等开展环保设施开放。部分地

区还在六五环境日通过视频直播

向公众介绍环保设施。

2023年，蔚蓝地图在全国120

个城市进行“环保设施向公众开

放”调查，结果显示，73%的城市

以线上“云参观”形式向社会开放

全部或部分环保设施。我们也将

收集到的VR参观设施集成到了

蔚蓝地图APP上，方便网友访问。

截至2023年6月底，据生态环

境部宣传教育中心组织编写的《环

保设施向公众开放优秀案例集》，

全国各类开放单位累计接待线上

线下参访公众超过1.93亿人次。

众多设施开门接待市民参观，意

味着企业必须清洁生产，以经得

住检验。长期以来形成的环保处

理设施臭气熏天、垃圾乱堆、污水

横流的刻板印象，终于随着设施

开放而得到显著改观。

“装、树、联”倒逼企业担起

主体责任
厂容厂貌的改善，是污染治

理的“面子”，而对于环保设施来

说，很多市民更关心其“里”，即

排放能否有效控制。早在2017年

年初，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

部）就要求当时投入运行的278

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全部完成 “装、

树、联”，也就是先安装自动监控

设备（“装”），再在厂区门口树立

一个大家都能看得见的电子显示

屏（“树”），还要把实时监控数据

与各级环保部门联网（“联”）。同

时，在建、新建的垃圾焚烧厂在试

生产时就要完成“装、树、联”。

“装、树、联”，旨在全面推进

环境信息公开透明。这是当时企

业环境管理的关键环节，牵住了

这个“牛鼻子”，可以充分发挥政

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

有利于落实企业环境治理主体责

任，增进公众的信任感。随着“装、

树、联”的落实，我们在当地环保

设施调研时，在大门口首先映入

眼帘的，往往是刊登着自动监测

数据的电子大屏。

2019年11月，生态环境部发

布《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

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明确自

动监测数据可作为超标排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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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认定和处罚的依据。这

一规定填补了自动监测数据直

接用于行政处罚的空白，其在垃

圾焚烧行业的率先应用，堪称历

史性突破。

2019年12月，生态环境部组

织垃圾焚烧厂占全国半数以上的

13家垃圾焚烧企业会聚杭州。当

时13位企业的负责人依次登台，

向社会大声作出“我是环境守法

者，欢迎任何人员、任何时候对我

进行监督”的郑重承诺，至今回想

起来仍历历在目。

在承诺仪式后的座谈中，生

态环境部领导指出，让企业公开

作出承诺，对企业而言是一种自

我约束，也标志着环境监管由单

一的政府监管转向政府监管与

社会监督并重。他还特别提示在

场的企业负责人要做好排放控

制，因为企业的自动监测数据公

众也可以在蔚蓝地图手机APP

上查到。

蔚蓝地图APP早在2014年上

线之初，就已纳入企业在线监测

数据。随着越来越多的垃圾处理

企业落实“装、树、联”，蔚蓝地图

收录的垃圾焚烧设施的自动监测

数据也逐步增加，累计达到1000

余家垃圾焚烧设施。这些数据得

到蔚蓝地图网友及绿色江南、芜

湖生态中心、青岛清源等环保组

织的关注，2020年以来，共有127

家企业就其在线监测数据超标问

题回应社会质疑，或主动作出公

开说明。

与此同时，蔚蓝地图通过公

开渠道获取到643家污水处理、危

险废物或电子废弃物处理以及垃

圾处理设施的2572条环境监管记

录，其中部分企业积极回应，确认

相关问题得到解决，同时公开承

诺后续如出现问题将及时向社会

公开说明。一些领先企业能够做

到在计划启停机等可能造成工况

异常时，主动向社会作出预告。

回顾七年来的环保设施向社

会开放工作，我们看到这项工作

已成为化解邻避矛盾、防范社会

风险的有效工具，推动各方在开

放中相互理解，在理解中促进共

治，在共治基础上实现共享。建议

通过总结盘点，进一步推动这项

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保障公

众开放活动取得更大效果，促进

企业进一步提升环境表现，引导

关心垃圾议题的利益方形成社

会共识，共同加入美丽中国全民

行动。

作者单位：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2024年4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监测站兴安监测分站组织开展公众开放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