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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变迁下的中国环境政策工具重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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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发端至今，政策工具研究经历了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
式，再从新公共管理范式向新治理范式的变迁。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变迁及新治理范式
对中国环境政策工具重构具有启发意义。新治理范式关注政策工具的间接性，倡导政
府与第三方合作。基于环境政策工具的类型划分，运用内容分析法，以《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 以下简称《环保法》) 为样本，对中国环境政策工具进行解构。通过解
构发现，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还处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的政策工具发展阶段，直接
性环境政策工具居多，以政府为主体。对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及政府部门的长期依赖
导致中国陷入环境治理困境。今后中国环境政策工具的重构应该以新治理范式为指
导，在工具层面、主体层面、能力层面、制度层面做出突破。要扩大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
的使用范围，选择性缩小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要促进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
参与;要提高政府在政策工具使用中的说服能力、赋权能力、协调能力;要将环境政策工
具重构的结果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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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环境治理力度的加大，中国环境问题有所改善，但整体仍不乐
观，环境治理任重道远。党和政府的一些政策文件也开始正视当前环境治理的
这种现状，例如《“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开篇就指出，“十三五”期间，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多阶段、多领域、多
类型生态环境问题交织，生态环境与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待差距较大，提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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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短板，是当前核心任务。〔1〕良
好环境治理效果的取得离不开环境政策工具创新。在实践上，手段创新是良好
治理的先决条件———这一治理原则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2〕准确判
断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所处的发展阶段，明确环境政策工具未来的发展方向，
是环境政策工具创新的基础。环境政策工具属于政策工具的范畴。政策工具研
究范式变迁对准确把握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的特征与发展方向具有启发意义。

一、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及其变迁

政策工具( public policy instruments) ，又称政府工具 ( governmental tools) 或
治理工具( governing tools) ，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实现政策目标而采取的手段
或措施。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被各类公共问题所困扰。各种理论研究总是试图
对现实社会问题做出回应，政策工具研究就是其一。政策工具研究发端于 20 世
纪 60 年代。1964 年，科臣试图对政策工具进行分类，并整理出 64 种一般化的
政策工具，这可以看作是政策工具研究的发端。到了 20 世纪 80 － 90 年代，政策
工具研究兴盛起来，并成长为公共政策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

( 一) 政策工具研究范式的内涵与类型
1957 年库恩在《哥白尼革命》中首次使用“范式”一词。1962 年他在《科学

革命的结构》中系统地将“范式”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来使用，他给出了范式的多
种用法，但始终没有给范式下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定义。〔3〕纵观库恩对范式的研
究，可以这样界定范式: 范式是特定学科的研究者所持有的共同信念、基本观点、
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与问题分析框架。政策工具研究范式是范式理论在政策工
具研究中的具体应用。政策工具研究范式是政策工具研究者在研究中所共有的
基本观点、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研究传统。从 20 世纪 60 年代发端至今，
政策工具研究出现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在《政府工具: 新治理指南》一书中，萨
拉蒙明确提出了政策工具研究的新治理范式，并提及了传统公共行政与新公共
管理下的政策工具研究。〔4〕根据萨拉蒙的观点可以把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归为三
种:政策工具研究的传统公共行政范式、政策工具研究的新公共管理范式、政策
工具研究的新治理范式。每种范式下，分析单位、递送机制、公私关系、管理方
法、技能要求均不同( 具体区分见表 1) 。

表 1 政策工具研究范式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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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政策工具研究的分析单位是政府机构; 政策工具的
推行依靠政府的层级制;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界限分明; 在政策工具实施过程
中，强调指挥、控制的重要性; 要求管理者具有较强的管理技能;这一时期政策工
具种类较少，主要是管制与直接提供服务等直接性政策工具。在新公共管理范
式下，政策工具研究的分析单位是公共项目; 政策工具的运行借助于市场机制;
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是一种协作关系; 通过绩效管理来约束政府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私人部门的行为;管理者应具备较高的管理技能; 这一时期政策工具种类
增多，私有化、市场化等间接性政策工具居多。在新治理范式下，政策工具研究
的分析单位是具体的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的推行借助于社会行动者网络;强调公
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管理方法主要是协商与说服; 政府应具有较强的赋权
技能;沟通工具、多边政策工具等间接性强的第二代政策工具备受关注。〔5〕

( 二) 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变迁
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变迁是指一种政策工具研究范式逐渐取代另一种政策工

具研究范式的过程。研究范式变迁意味着政策工具研究的基本观点、研究方法、
研究框架等的变化。从发端至今政策工具研究经历了两次范式变迁: 一次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的变迁，一次
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到 21 世纪初期从新公共管理范式向新治理范式的变迁。

政策工具研究范式的变迁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变迁的推动力总是来源于
实践。首先看第一次政策工具研究范式的变迁。二战后，为了重振经济，各国政
府干预的大幕拉开。这时期政府主要是采用国有化、管制等直接性政策工具对
经济、社会进行干预。一开始直接性政策工具显示了自身的优势，但到了 20 世
纪 70 年代中后期，直接性政策工具执行成本高等劣势不断显现，预算赤字、财政
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失业与经济停滞困扰着西方国家。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各国开始反思政府干预的弊端，试图进行政策工具变革。在这种背景下，
新公共管理运动应运而生。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用私人部门的方法来
重塑政府，民营化、市场化等间接性政策工具盛行起来。在这种背景下，政府管
理变革推动了政策工具研究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变迁。

政策工具研究范式的第二次变迁缘于人们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反思。在英
美等国，新公共管理运动持续了将近 20 年。英国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始于
1979 年的撒切尔政府，一直延续至整个梅杰政府时期。美国的开始于 1981 年
的里根政府，到克林顿两届政府时期达到顶端。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下，新政策
工具层出不穷。民营化、市场化等间接性政策工具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方面显
示了优势，但长期对这类政策工具的依赖使得公共利益、公平等价值被忽视。此
外，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社会自治力量不断壮大，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广泛。
于是理论界开始反思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开始思考什么样的政策工
具才是合适的。这种反思推动了政策工具研究从新公共管理范式向新治理范式
变迁。如今，新治理范式成为最受学者们推崇的政策工具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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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变迁的启发意义

政府治理实践推动着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变迁，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变迁又对
政府治理实践活动有较强的指引作用。政策工具研究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
公共管理范式，再从新公共管理范式向新治理范式的变迁对政策工具实践领域
的变革具有重大启发意义。

( 一) 扩大间接性政策工具的使用
从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变迁来看，直接性政策工具与间接性政策工具经历了

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在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管制、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等直接
性政策工具占据了政策工具箱的绝大多数，间接性政策工具被忽略;在新公共管
理范式下，民营化、合同外包、税收支出、特许经营等间接性政策工具不断涌现，
并急速扩大应用范围，而管制、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等直接性政策工具迅速被间接
性政策工具取代，应用范围急剧缩小; 在新治理范式下，作为公私合作载体的间
接性政策工具受到重视，各种新的间接性政策工具受到推崇。与此同时，直接性
政策工具存在的必要性也得到认可。当前社会问题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特
征。直接性政策工具的使用需要借助于政府的层级制，而对层级制的依赖必定
导致政策工具执行的高成本、低效率。相对比而言，间接性政策工具则显示了自
身的优势。间接性政策工具的执行借助于政策网络，通过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
合作来实现。间接性政策工具有助于降低政府的财政支出，增加政策工具的民
主性与科学性。但新治理范式对间接性政策工具的重视并不等同于对直接性政
策工具的否定。扩大间接性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是以有选择地保留直接性政策
工具使用范围为前提的。从长远看，在肯定直接性政策工具使用范围的前提下，
扩大间接性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是今后政策工具调整的方向。具体的政策实践
要以此为指导。

( 二) 重视政策工具应用过程中的多主体参与
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变迁实质上是人们对公私关系认知不断变化的过程。传

统公共行政范式受科学管理影响大，认为政府与私人部门有严格的界限，政府部
门及其工作人员作为专业机构比非政府部门及公民更能胜任行政管理任务。因
此，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的政策工具研究主张政府是政策工具的单一主体，政策
工具依靠政府的层级制就能实现。此范式下的政策工具研究单纯重视政策工具
本身的特征，不重视政策工具应用的背景与环境。新公共管理范式虽然实现了
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超越，但新公共管理实质上只是政策工具层面的变革，没
有深化到政策工具主体变革的层面。在新公共管理范式下，政府引入企业的管
理方法来提高内部的绩效，改革关注的还是政府内部的问题。虽然民营化、市场
化等间接性政策工具被广泛使用，但是对市场的过分依赖导致对政府作用的忽
视。毕竟单一的市场机制无法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政府、社会组织的作用不能被
忽略。政策工具研究的新治理范式是当前政策工具研究的新范式。新治理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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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作是治理理论在政策工具领域的新发展与尝试。新治理范式下，公共问
题解决的首要特征就是公共性。公共问题解决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部门，其
他主体也能参与进来，例如，各类社会组织、企业、公民。这时期的政策工具研究
已经从单纯重视政策工具特征转变到重视政策网络，主张通过政策工具的使用
来促进社会问题解决的多主体参与，既重视非政府部门的作用，又肯定政府在政
策网络中的不可或缺性。因此，在具体的政策工具实践中也要重视多主体的共
同参与。

( 三) 积极应对多主体参与面临的挑战
新治理范式是当前政策工具研究的前沿。新治理范式关注解决社会问题的

诸多政策工具，倡导政府与第三方的合作。同时，新治理范式也注意到多方合作
带来的间接性政策工具增加所衍生出来的问题: 一方面，多方合作意味着具有多
元利益、多元价值的多个组织交织在一起，这必然会使公共管理变得异常复杂;
另一方面，作为理性人的第三方存在把公共利益抛在脑后的可能，政策工具执行
存在偏离政策目标的风险。为了化解第三方参与及相应的间接性政策工具使用
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萨拉蒙指出必须积极面对第三方兴起带来的管理挑战、问
责挑战、合法性挑战，其中，管理与问责挑战迫在眉睫，需要积极应对。对于如何
应对管理与问责方面的挑战，萨拉蒙认为: 在管理方面，第三方的参与使得政策
工具主体增加，使原本简单的管理变得复杂; 为了应对面临的管理挑战，政府部
门事前要了解不同政策工具的特性与相关部门的现状，要制定具体政策工具运
行的前期规划，要提前准备内容完备的合同书，要设置适当的激励措施; 事中要
运用一定的策略保证社会行动者网络中各方行动的一致。在问责方面，间接性
政策工具的使用意味着政府把一部分自由裁量权赋予第三方部门。第三方部门
作为代理人可能出现逆向选择行为或者道德风险。为应对面临的问责挑战，政
府部门事前需要对政策工具的参与者进行教育，还需要放宽问责的范围，更需要
对传统行政法中行政问责相关条款做出调整。〔6〕新治理范式应对管理与问责挑
战的方法对政策工具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三、中国环境政策工具分类与主体划分

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变迁及新治理范式表明间接性政策工具与多主体的共同
参与是今后政策工具发展的方向。那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是否朝这一方向发
展呢? 这需要对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进行解构。明确环境政策工具的分类与
主体是中国环境政策工具解构的前提。

( 一) 政策工具分类理论
环境政策工具属于政策工具的范畴，环境政策工具分类以政策工具分类为

基础。关于政策工具分类的理论非常多，达尔与林德布洛姆、胡德、霍莱特与拉
梅什、英格拉姆、萨拉蒙、陈振明等中外学者都提出了有代表性的政策工具分类
理论。根据研究需要，本文主要介绍与借鉴萨拉蒙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并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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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对中国环境政策工具进行分类。萨拉蒙总结了政策工具分类的四个维
度———强制性、直接性、自动性、可见性。〔7〕虽然政策工具分类的维度较多，但他
最终还是选取了直接性这个维度作为他划分政策工具类型的依据。在萨拉蒙看
来，直接性是衡量一个具有授权、资助或发起行动能力的政府机构参与该项目的
程度，它是从政策工具使用的政策执行体系的角度对政策工具进行分类;一个直
接性强的政策工具，它的授权、资助和执行单位与发起它的单位本质上是一个相
同的实体。〔8〕按照直接性的程度，萨拉蒙把政策工具分为直接政策工具与间接
政策工具，其中，直接政策工具包括直接政府、政府企业、经济管制、信息宣传运
动、直接贷款，间接政策工具包括社会管制、( 外包) 合同、贷款担保、政府拨款、
税收支出、收费、保险、侵权法、福利券、政府支持企业。

( 二) 中国环境政策工具分类
根据研究需要，借鉴萨拉蒙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结合中国环境政策工具的

实际情况，以直接性为维度，把中国环境政策工具分为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与间
接性环境政策工具两大类( 如表 2 所示) 。其中，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包括直接
环境管制、直接政府、政府信息工具、政府企业、直接贷款，共 5 小类;间接性环境
政策工具包括间接环境管制、( 外包) 合同、社会信息工具、贷款担保、政府拨款、
税收支出、收费、( 政府) 保险、侵权责任、福利券、政府支持企业，共 11 小类。

表 2 中国环境政策工具类型划分

对于这种分类，有三点需要说明: 一是，这种划分并不意味着直接性环境政
策工具只有直接性，没有间接性;也不意味着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只有间接性，
没有直接性。这种划分只是表明，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直接性程度高，间接性
程度低;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间接性程度高，直接性程度低。二是，采用直接
环境管制与间接环境管制的分类，而不采用萨拉蒙经济管制与社会管制的分类，
原因在于，一般来说，社会管制涵盖环境领域，如果按照他的划分，那本文涉及到
的环境政策工具都属于社会管制，即都属于他所指的间接性政策工具的范畴;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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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美国实行联邦制，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独立于联邦政府，在萨拉蒙看来它们
属于第三方，州政府与地方政府负责执行的管制属于间接管制的范畴。中国实
行单一制，各级地方政府要受国务院领导，不属于第三方，各级地方政府负责执
行的管制属于直接管制的范畴。由此可以看出，萨拉蒙关于经济管制与社会管
制的分类不适用于本文的研究需要，也不适用于中国国情。本文根据环境管制
的直接性程度，把管制分为直接环境管制、间接环境管制两种。三是，萨拉蒙把
信息宣传运动归入了直接性政策工具这类，但他同时又指出，信息宣传运动包括
两类:政府收集信息并传达给需要此信息的行动者，政府要求或者促使其他社会
主体收集或分享信息。可以看出，第一类的直接性程度强，第二类的间接性程度
强。所以本文并没有采用萨拉蒙把这类政策工具归入直接性政策工具的分类，
而是根据直接性程度，将这类环境政策工具划分为政府信息工具与社会信息工
具，其中政府信息工具直接性强，归入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社会信息工具间接
性强，归入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

( 三) 中国环境政策工具主体划分
环境政策工具主体是环境政策工具实践中涉及到的组织与个人。环境政策

工具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组织与个人来实现，不同组织与个人在环境政策工具实
践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社会
组织与公民。从横向来看，政府包括承担环境职能的一切职能部门，既包括像环
保部这样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也包括承担环境职能的其他政府职能部门; 从纵
向来看，政府包括承担环境职能的乡、县、地级市、省、国务院五级人民政府。企
业既包括污染企业，也包括从事环保产业的企业。社会组织既包括从事环保的
公益组织，也包括一般的社会组织。公民既包括排放污染物的生产与经营者，也
包括从事环保产品生产与经营的公民，还包括普通公民。本文主要是侧重分析
政府与非政府部门在环境政策工具实践中的分工情况，所以对政府、企业、社会
组织、公民这四大类主体不再做更细的划分。

四、中国环境政策工具解构

对中国环境政策工具现状的分析可以通过解构环境政策工具来实现。环境
政策工具总是体现在一定的环境政策中，因此，可以借助于环境政策对中国环境
政策工具进行解构。本文对中国环境政策工具的解构就是运用内容分析法，以
《环保法》为样本，从类型、主体两个方面对中国环境政策工具进行梳理与明确。
具体包括对中国环境政策工具出现频数及占比的统计与分析，对中国环境政策
工具主体出现频数及占比的统计与分析。

( 一) 样本选取
环境政策工具是环境政策的实现形式。环境政策的制定就是一系列环境政

策工具的选择，环境政策实质上是一系列环境政策工具的组合。基于环境政策
工具与环境政策的这种关系，透过环境政策可以更好地窥视环境政策工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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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保法》是环境治理的综合性法律，是环境治理的基本法，是中国环境政
策的集中表现形式。同时，《环保法》蕴含了全面而丰富的环境政策工具信息。
因此，本文以《环保法》为样本，借助于内容分析法来解构中国当前环境政策工具。

( 二) 内容分析单元的确定与编码
按照内容分析法的步骤，选取样本后，就要确定内容分析单元并编码。本文

以《环保法》中相应的法条为内容分析单元。依据意思表达完整、段落不可细分
的原则，按照“一级条款序号———二级条款序号———段落编号”的形式，对《环保
法》进行编码。最后形成了《环保法》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元编码表。受字数限
制，表 3 只展示了编码表的一部分。

表 3 《环保法》内容分析单元编码表

( 三) 信度检验
为了检验《环保法》内容分析单元编码、归类的一致性、准确性和稳定性，本

文使用评分者信度法对编码、归类结果进行信度检验。编码、归类人员主观因素
可能影响到编码的结果。为了减少主观因素对结果的负面影响，本文选取了两
名研究人员同时对《环保法》相关条款进行编码、归类。普遍认为，编码人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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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平均相关系数达到 0． 9 以上，编码归类结果就是客观的。通过对两位研究人
员编码归类结果的信度检验，平均相关系数是 0． 91。这说明编码、归类的结果
可靠。

( 四) 频数统计
对《环保法》相关环境政策工具条款进行编码、归类后，本文分别对《环保

法》各类环境政策工具出现的频数、各类环境政策工具主体出现的频数进行了
统计，具体数据与结果见表 4、表 5。

表 4 《环保法》各类环境政策工具频数统计表

1．各类环境政策工具频数统计
从结果来看，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出现的频数为 64，占两大类环境政策工

具总数的 62． 75%。其中，直接环境管制出现的频数是 36，占总数的 35． 3% ; 直
接政府出现的频数是 18，占总数的 17． 65% ; 政府信息工具出现的频数是 10，占
总数的 9． 8%。政府企业与直接贷款这两种环境政策工具在《环保法》中则没有
体现。从结果来看，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出现的频数为 38，占两大类环境政策
工具总数的 37． 25%。其中，间接环境管制出现的频数是 17，占总数的 16． 67% ;
社会信息工具出现的频数是 6，占总数的 5． 88% ; 侵权责任出现的频数是 6，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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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 5． 88% ; 政府拨款出现的频数是 3，占总数的 2． 94% ; ( 外包) 合同出现的
频数是 2，占总数的 1． 96% ;税收支出出现的频数是 2，占总数的 1． 96% ;收费出
现的频数是 1，占总数的 0． 98% ;保险出现的频数是 1，占总数的 0． 98%。贷款
担保、福利券与政府支持企业这三种环境政策工具在《环保法》中则没有体现。
各小类环境政策工具出现频数比较多的分别是直接环境管制、直接政府、间接环
境管制、政府信息工具、社会信息工具、侵权责任。直接环境管制是出现频数最
多的环境政策工具，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多。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直接性环
境政策工具出现的频数远远大于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出现的频数，这表明中国
环境政策工具仍以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为主。

2．各类环境政策工具主体频数统计
从统计结果来看，以政府为主体的环境政策工具出现频数为 74，占总数的

58． 27%。以非政府部门为主体的环境政策工具出现频数为 53，占总数的
41． 73%。在非政府这类主体中，以企业为主体的环境政策工具出现频数为 26，
占总数的 20． 47% ;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环境政策工具出现频数为 12，占总数的
9． 45% ;以公民为主体的环境政策工具出现频数为 15，占总数的 11． 81%。从统
计结果可以看出，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均以政府为主体; 非政府类环境政策工具
主体按数量从多到少排序分别为: 企业、公民、社会组织。虽然间接性环境政策
工具主要以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为主体，但也需要政府与他们共同合作，这一点
在统计结果中也有体现。

表 5 《环保法》各类环境政策工具主体频数统计表

五、中国环境政策工具剖析

解构完中国环境政策工具，接下来就要对中国环境政策工具进行剖析。对
政策工具的剖析是中国环境政策工具重构的基础。只有通过剖析，才能明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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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环境政策工具当前所处的阶段，才能明确重构的起点在哪。剖析主要是依据
上文《环保法》中各环境政策工具、环境政策工具主体出现频数的统计结果。

( 一) 基本认定
1．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居多
从《环保法》中各类环境政策工具频数统计结果来看，直接环境管制、直接

政府与政府信息工具这三类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出现频数总和达到 64，占到环
境政策工具总数的 62． 75%，间接环境管制、社会信息工具等间接性环境政策工
具出现频数为 38，占环境政策工具总数的 37． 25%。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直
接性环境政策工具数量多、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数量少。这说明中国当前环境
政策工具以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为主，属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的政策工具类
型，这是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的基本特点。中国环境政策正式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于计划经济时期。1973 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通过了
《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这是中国环境政策的开端。受计划经济传
统的影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一开始便具有较强的直接性，环境管制类、直接提
供环境公共服务类政策工具充斥在具体的环境政策中。改革开放后，受路径依
赖影响，即使是 1989 年 12 月 26 日通过并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 以下简称“旧《环保法》”) 也处处体现了计划经济的色彩，环境政策工具
直接性强，管制色彩浓重。现行《环保法》虽然在环保理念、环境公益诉讼、生态
补偿、处罚力度等方面对旧《环保法》有了超越，但从上文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其涵盖的环境政策工具仍是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居多。

2．以政府为主体
从《环保法》中各类环境政策工具主体出现频数统计结果来看，以政府为主

体的环境政策工具出现频数为 74，占总数的 58． 27%，以非政府为主体的环境政
策工具出现频数为 53，占总数的 41． 73%，其中，作为表征新治理水平的社会组
织与公民参与度较低———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环境政策工具出现频数为 12，占
总数的 9． 45% ; 以公民为主体的环境政策工具出现频数为 15，占总数的
11． 81%。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环境政策工具仍以政府为主体，社会组织、公民等
非政府部门对环境政策工具的参与度较低。改革开放前，政府是公共服务的唯
一供给者与生产者，中国环境政策工具受到计划经济的强烈影响; 改革开放后，
虽然计划经济对政府管理的束缚逐渐被打破，但环境政策工具政府主导的色彩
依然浓重。长期以来中国对政府环境治理作用的依赖除了受政策惯性影响外，
还缘于公民环境意识的淡薄。虽然环境污染问题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经在一些
企业周边出现，但由于民众环境意识淡薄，对环境的诉求并没有形成有序而明显
的权益表达。从而使得以社会组织广泛参与、政府与第三方合作为特征的新治
理在中国环境治理中没有出现。

由政策工具研究范式变迁与新治理范式可知，在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以直
接性环境政策工具为主，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有严格的界限，环境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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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行借助于政府的层级体制。越是直接性程度高的环境政策工具，则越是由
政府部门单独执行;越是间接性程度高的环境政策工具，则越是由多方主体共同
来参与。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居多，并以政府为
主体。由此可以判断，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处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的政策
工具发展阶段。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的环境政策工具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
一定效果，但也越来越陷入环境治理困境。

( 二) 治理困境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加上中国国土面积辽

阔，单靠政府部门已经无法实现有效的环境监管与治理。大气污染、水污染、土
壤污染的持续出现使得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环境治理困境。以 2016 年为例，
《2016 年中国环境质量状况公报》数据显示，2016 年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中，254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不达标，占 75． 1%，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只
占全部城市数的 24． 9% ; 全国 31 个省( 区、市) 225 个地市级行政区的 6124 个监
测点( 其中国家级监测点 1000 个) 开展的地下水水质监测评价结果显示: 水质
为较差级和极差级的监测点总和占总数的 60． 1% ( 其中较差级和极差级分别占
总数的 45． 4%和 14． 7% ) ，水质为优良级、良好级、较好级的监测点总和只占总
数的 39． 9%。〔9〕虽然空气质量与地下水质较往年有所好转，但整体形势仍不容
乐观，环境污染的现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中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居多，以政府为主体，属于
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的政策工具发展阶段。这种特征的环境政策工具在环境问
题不突出的年代或许能得过且过;但到了现在这个环境问题全面爆发的年代，传
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的环境政策工具显得力不从心。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环境政策
工具已经无法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中国不断出现的环境治理困境也证明
了这一点。中国环境治理面临的困境正在快速削弱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直接性
环境政策工具的合理性基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使得人们开始反思直接性环
境政策工具的合理性，反思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的效果，反思今后中国环境政策
工具应该如何重构。

六、中国环境政策工具重构

政策工具研究范式的两次变迁———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
的变迁，从新公共管理范式向新治理范式的变迁———让我们看到了环境政策工
具的发展方向与趋势，也让我们对中国当前环境政策工具所处的阶段有了一个
更准确的判断。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属于传统公
共行政范式下的政策工具类型。今后中国环境政策工具的重构应该以新治理范
式为指导，在工具层面、主体层面、能力层面、制度层面实现突破。

( 一) 工具层面
扩大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以直接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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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政策工具为主，属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的环境政策工具。这种以政府为主
体的环境政策工具体系已经无法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做出有效回应。当前中
国环境治理危机正在削弱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合理性基础。从政策工具研究
范式的变迁过程来看，增加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是发展的大趋势。按照新治理
范式的基本观点，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增加可以使更多的企业、社会组织与公
民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这既能降低政府环境治理的成本，又能增强环境治理的
民主性。在中国现行的环境政策体系中，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种类较直接性
环境政策工具的种类多，但是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则比直接性环境
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小。因此，中国环境政策工具的重构必须扩大间接性环境
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合同外包、贷款、政府拨款、环境税、保险等间接性环境政
策工具在当前中国环境治理中使用得还不广泛。应该根据各个环境问题的具体
情况来推进这些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

选择性地缩小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总是
与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环境治理模式相生相伴。在新治理范式下，政府要适当
地对自身职权范围做出调整，缩小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需要指出
的是，缩小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并不代表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不需
要了，也不意味着对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全盘否定。新治理范式虽然主张政
府与企业、第三方、公民结成治理的政策网络来共同应对公共问题，但它对多元
治理网络的偏好并不代表对政府的否定。在新治理范式看来，政府在整个治理
体系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缩小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应该
是有选择性的，不是不要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也不是随意缩小直接性环境政策
工具的使用范围，而是有选择性地缩小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直接
性环境管制的范围可以适当缩小，对于污染企业的干预可以适当采用市场化的
手段。直接提供环境类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范围也可以相应地缩小，一些地区性、
区域性环境类公共产品与服务可以由企业或社会组织来提供，例如区域性的环
境综合整治可以让更多的非政府力量参与进来。

( 二) 主体层面
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政府部门为单一主体的政策工具成本较高、效率较

低;新公共管理范式下，市场化手段的使用实现了政策工具的变革，但是对市场
的过于依赖导致公共利益、公平等的缺失;新治理范式下的政策工具研究则主张
政府、企业、第三方与公民合作，构成多主体参与的政策网络。环境问题复杂而
多变，单纯依靠政府不可能得到有效地缓解与解决，需要多主体的共同参与。根
据新治理范式的观点，环境政策工具塑造了环境政策网络，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
决定了哪些主体参与到环境政策的运行中来以及各自扮演的角色。扩大间接性
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选择性地缩小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意味
着环境政策工具主体的增加。然而在中国，一直以来公民环境意识薄弱，这严重
影响了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因此，为了配合环境政策工具结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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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促进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国家或市场并
不能有效解决环境中的集体行动问题，只有多中心治理才是有效途径;〔10〕奥兰
·扬也持类似观点，他指出环境治理需要建立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联
盟。〔11〕萨拉蒙强调政策工具的推行需要借助于社会行动者网络，强调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公民之间的合作。主体多元化是环境政策工具重构的基础，缺乏主体
多元化的环境政策工具重构将无法真正实现。因此，今后环境治理要实现从单
一主体到多元主体的转变，要扩展社会组织、公民、第三方企业等非政府部门参
与环境治理的途径，以此来促进多主体之间的沟通、合作与竞争。

( 三) 能力层面
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使用范围的扩大，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的共同合

作使得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变得异常复杂。为了应对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使用
以及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所带来的管理复杂化这一问题，需要政府部门提高自
身的治理能力，包括说服能力、赋权能力、协调能力。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
用为第三方参与环境治理提供了可能，但是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真正使用还
要以第三方的积极参与为前提。说服第三方参与环境治理就成了对政府的一个
考验。政府应该具有较强的引导与说服能力，应该进行广泛的动员与宣传，让更
多的隐性主体能参与进来。当第三方被说服参与到环境政策工具实践中来就意
味着政府要把一部分环境治理权让渡给第三方。权力让渡考验着政府的赋权能
力。赋予第三方自由裁量权的度要把握好，同时不同环境政策工具对赋权的要
求也不一样。共同参与环境政策工具实践的多元化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工作
程序、规章制度等，为了保证良好环境治理效果的出现，要在环境政策工具使用
过程中协调各方的利益、工作程序、规章制度、时间、节奏等，需要协调者具有较
强的协调能力。

( 四) 制度层面
中国环境政策工具的重构并不是单纯地扩大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

围，或是选择性地缩小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亦或实现环境治理主体
的多元化，而是通过各种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与运用将政府、企业、社会、公民之
间的合作关系制度化。缺少制度层面的重构，单纯工具层面、主体层面、技能层
面的环境政策工具重构必定会失败。制度层面的重构可以保障环境治理公私合
作的规范化、有序化、常态化。此外，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应用使政府面临管
理挑战与问责挑战，这需要在制度层面做出调整以便更好地应对挑战。工具层
面、主体层面重构的结果必须制度化，写入环境政策法规中，这样才能做到有法
可依、有章可循，才能让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的参与常态化; 制度要为政府说服
能力、赋权能力、协调能力的提高提供支撑;激励制度必须具体而有效，应能真正
起到对第三方环境治理行为的控制、引导;环境政策工具使用的全流程管理制度
要齐备，包括事前准备、事中控制与监督、事后补救; 问责制度要做出相应调整，
问责对象的范围要能涵盖所有环境政策工具主体，行政法中的相应条款也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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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修订。

七、结 语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推进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在这种背景下，重构环境政策工具显得尤为必要。政策工具研究范式
变迁及新治理范式对中国环境政策工具重构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通过定量分
析发现，当前中国环境政策工具还处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的政策工具发展阶
段，主要依靠政府层级制推行，突出管制与直接供给。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
题，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的环境政策工具已经成为推进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
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阻碍。因此，中国环境政策工具应该在工具层面、主体层
面、能力层面、制度层面等四方面进行重构: 要扩大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
范围，选择性地缩小直接性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范围; 要促进环境治理的多主体
参与; 要提高政府在环境治理多主体参与中的说服能力、赋权能力、协调能力; 要
将环境政策工具重构的结果制度化。唯有此，才能使中国走出环境治理困境，摆
脱环境治理危机，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http: / / zfs． mep． gov． cn / fg /gwyw /

201706 / t20170607-415615． shtml。

〔2〕陈振明:《政府工具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 页。

〔3〕〔美〕托马斯·塞缪尔·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1980 年，第 8 页。

〔4〕〔7〕〔8〕〔美〕莱斯特·M．萨拉蒙:《政府工具:新治理指南》，肖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第 6 － 14、18 － 30、22 页。

〔5〕〔美〕B·盖伊·彼得斯、弗兰斯·K·M·冯尼斯潘:《公共政策工具: 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

顾建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76 页。

〔6〕〔美〕莱斯特·M．萨拉蒙: 《新政府治理与公共行为的工具: 对中国的启示》，《中国行政管理》

2009 年第 11 期。

〔9〕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2016 年中国环境质量状况公报》，http: / /www． zhb． gov． cn /hjzl /

zghjzkgb / lnzghjzkgb /。

〔10〕〔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宋全喜、任睿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年，第 8 － 14 页。

〔11〕〔美〕奥兰·扬:《直面环境挑战:治理的作用》，赵小凡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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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Degree Zero doesn’t really exist; it’s only a culture hypothesis．
Key words: emotion research; rhetoric; stylistics; text semiotics; writing degree zero

Tan Guanghui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On Style，Emotion and Rhetoric : From Peircean
Trichology of Interpretant

Abstract : The relation among style，emotion and rhetoric is similar with Peircean trichology of inter-
pretant，fo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ext’s receiving and interpreting． Emotion as the emotional inter-
pretant( Firstness) ，is vague and general，existing in all the process of semiosis． However，emotion
will be ultimately embodied as the energetic interpretant ( Secondness) ，that is，the style． The above
process can be regarded as a kind of transition from sign’s immediate object to its dynamic object．
While rhetoric as logic interpretant( Thirdness) ，is principle or law of both text construction and in-
terpretation． It finally will become as the interpreting habit，which is the genre of the style．
Key words: style; emotion; rhetoric; emotional interpretant; logic interpretant; logic interpretant

Zhao Xingzhi1 ＆ Peng Jia2

1． Sichuan University; 2．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Research on the Soci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to Undertake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bstract : Since the great reform in the 1970s，along with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midwest area
of China，undertaking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has become the main promoter of economic growth for
this area gradually． However，besides the rapid increase of GDP，industrial transfer also brought a
series of environmental effects such as resource depletion and ecological deterioration． In order to a-
void the situation that polluters gain benefits while residents pay the debt，governments should tak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protect the public nature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Governments are sup-
posed to make ensure the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would not change because of certain
groups’benefi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transfer，public participation is necessary to en-
sure effective policies are implemented，which aim to coordinate economic benefits and environ-
ment． To achieve the general public participation，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
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must be strengthened，and the timeliness and accura-
cy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re also crucial． In addition，new forms of public partici-
pation in the innovative era are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especially NGOs．
Key words: industrial transf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Ren Xueping ＆ Zuo Xiaohan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e Re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in China
under the Research Paradigm Shift of Public Policy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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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Up to now，the research of public policy instruments has shifted from the paradigm of tra-
di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to the paradigm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from the paradigm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to the paradigm of New Governance． The research paradigm shift of public policy
instruments and the paradigm of New Governance inspi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in China． The New Governance focuses on the Indirectness of the public policy instru-
ments，advocate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the third parties． Based on the types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using the method of Content Analysis，the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struments in China are de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sampl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of Peo-
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sults of the deconstruction shows that the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
ments in China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the paradigm of tradi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the main en-
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are the direct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The long － term de-
pendence on the direct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leads China into the dilemma of environ-
mental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the re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paradigm of New Governance，making a breakthrough from four levels — instruments
level，subject level，ability level，institution level． The use of indirect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
ments should be expanded． The use of direct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should be narrowed
down selectively． The multi － participation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hould be promoted． Govern-
ment’s abilities to persuade，empower，coordinate should be improved． The results of re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should be institutionalized．
Key words: the research paradigm shift of public policy instrument; the paradigm of New Govern-
ance;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the re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s

Li Cuiy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Position and Direction of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in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bstract :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social contradictions present intensifying
situation． The existing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system demonstrated its flaws in the maintenance of
public welfare and the super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failed to work effectively． The cen-
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has decided to comprehensively advance several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the rule of law passed by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uts forward
several major issues，including the legal basis of establishing systems for procuratorial organs to file a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participate in the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s a national
legal supervision organ in the constitution，the procuratotial organs’participation in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has many advantages，compared with the citizens，legal persons and other so-
cial organizations． It will benefit the administration according to law by curbing the abuse of adminis-
trative power and balancing different pow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ial centered lawsuit sys-
tem reform，exploring the identity and target of procuratorial organs to file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
est litigation will contribute to the clarification of function orientation of prosecutorial power，return to
procuratorial organ of legal supervision function of the source． Also，it will make important contribu-
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ocuratorial work and China’s leg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dministrative procuratorial supervision; func-
tion; future

Tang 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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