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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诉求及应对策略*

宋 保 胜 吴 奇 隆 王 鹏 飞

摘 要: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生态宜居建设的基础，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通过乡村区域内各
治理主体之间的统筹协调、充分交流、有序调度，能够有效解决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出现的各自为政、重复管理、信
息壁垒严重等问题。调研表明，现阶段部分地区在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面临协调机制不健全、协同利益
不均衡、治理目标差异化明显、协同治理效果不佳等多重困境。由此，需要在把握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内涵和外
在诉求的基础上，健全协调沟通机制，强化各参与主体间利益与目标的匹配性，保证主体行为及关系的有序性和协
同治理功能的有效性，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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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由高速度的“粗放型”
向高质量的“集约型”转变，生态环境治理已成为政
府、社会与学界密切关注的重要议题。“既要金山
银山，也要绿水青山”①，“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
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②。在经济高质
量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
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做到与乡村宜居诉求相匹配、
与产业兴旺相平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加强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乡村生态环境建设已成
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对接的重
要一环。但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和整体性较
强、协调度要求较高的复杂工程，在其长期动态治理
过程中，跨区域进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已成必然。③

2014年 4 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明确指出“国家建立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

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制，实行统
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的防治措施”的
要求。④2020 年 3 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构建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了“跨区域跨
流域污染防治实行联防联控”的要求。在生态环境
治理过程中，应把协同治理纳入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加强协调治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⑤

国家从法律、政策层面对乡村生态环境提出了
协同治理的要求，但在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实际
运行中，部分地方政府作出的决策往往优先考虑当
地的利益，致使各行政区域之间出现竞争和治理信
息封锁的现象，加上政府与企业治理目标的异质性，
政府对农民参与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积极性调
动不够，同时，部分协调机制不健全、基础配套设施
短缺等，严重地影响了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顺
利进行，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效果不明显。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国需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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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实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五年行动，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的短板弱项，构建
美丽宜居村庄。⑥

针对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对区域协同治理的现实
诉求，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一是围绕农村生
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功能方面。乡村生态环境的协同
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互动性。各治理主体
之间平等协商区域内公共事务，可以有效弥补政府
与市场在配置环境治理资源方面的缺陷，打破治理
信息壁垒，实现治理信息共享，降低治理成本，提高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⑦协同治理通过各参与主
体有效交流、沟通，也有利于打破地方政府“碎片
化”管理模式，提高政府公共管理质量，从而加强乡
村生态环境治理。⑧合理、有效的协同治理机制，能
较好地带动企业、农民积极参与区域内乡村生态环
境治理，形成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进而提升乡村生态
环境治理整体性效果。⑨二是制约或影响乡村生态
环境协同治理的因素方面。地方政府部门利益割据
影响地方政府间信息交流和协作管理，容易形成管
理上的“孤岛”现象⑩ ; 企业逐利性的特点，决定企
业参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要求有所回报瑏瑡 ; 农民参
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不高，治理过分依赖
地方政府。另外，部分参与主体存在“搭便车”行
为，也影响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性。瑏瑢三是构建和完
善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方面。地方政府应在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上处于主导地位，建立利益补偿
机制，打破生态环境治理的行政界限，重构信任关
系，消除协同发展的阻力，提高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效
率。瑏瑣要打破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效率低下的瓶
颈，找准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契合点，建立政府、企业、
农民以及市场共同参与污染治理的制度，化解各参
与主体之间的冲突。瑏瑤只有从法律、机制方面加强顶
层设计，科学合理地进行完善和引导，才能从根本上
规避地方行政分割所引发的负面影响，提升环境治
理效果。瑏瑥

诸多学者对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进行了较为
全面的研究，认为在乡村生态理念背景下，协同治理
是改善乡村生态环境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农业农
村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作为一种多主体参与治
理模式，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总体上仍处于探索
阶段。因此，本文将在明确协同治理的内涵和外延
基础上，通过对河南省部分地区实地调研，分析乡村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障碍和制约因素，厘清乡
村生态环境有效建设对协同治理的现实诉求和行为
逻辑，并构建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促进乡村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维护的高度融合。

二、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必然逻辑

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在乡村区域内生
态环境治理中通过协商合作，共同承担治理生态环
境、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的责任，能够实现公共利益
最大化。从内在的功能层面看，乡村生态环境协同
治理可以促使各类治理资源得到最佳配置，发挥最
大边际治理效益;从外在要求层面看，乡村生态环境
协同治理是解决愈发复杂的乡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有
效手段，也是构建环境治理信息开放共享与互动交
流平台和机制的重要保障。

1．协同治理助推乡村生态环境改善的内在理论
逻辑

第一，协同思想，为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提供
了理论支撑。“协，众之同和也; 同，合会也”。协同
就是指协调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系统或
个体，一致地为完成某一目标所经历的过程或具备
的能力，即不同参与主体经过对话、冲突、交流、妥协
等过程，最终达到利益、策略、目标的协同。其核心
是运用统筹兼顾的理念，正确处理系统内外各种关
系，对综合性较强、种类繁多的公共事务进行统一规
划、合理部署、及时衔接、全面协调，形成以“全方位
协同治理、全地域协同治理、全要素协同治理、全过
程协同治理”瑏瑦为核心的科学理论体系。基于乡村
生态环境是一种跨区域的公共产品，其特点是点多
面广，情况较为复杂，在对其跨区域治理过程中，必
然要遵循“全方位、全地域、全要素、全过程”协同思
想，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横向与纵向协
同合作及其他社会各参与主体间的关系协调，在发
挥各自职能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磋商、相互妥协，形
成协同契约或定期沟通制度，实现乡村生态环境治
理信息和资源的共享，达到区域内乡村生态环境协
同治理成本最小化。同时，对乡村生态环境各阶段
的治理目标要进行合理分解，明确各治理主体的权
利和责任，通过对乡村生态环境各治理主体、治理目
标、治理措施和治理绩效等方面进行整体协调规划，
实现乡村区域内社会总福利最大化。

第二，治理资源的有序配置，为乡村生态环境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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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理提供了实践路径。有序主要是指物质的系统
结构或运动是明确的和有规则的，强调的是通过对
客观世界的了解，分析、研判各种事物和系统的组成
要素、内在联系、结构功能及其发展演变规律，通过
合理调配来促成事物不断从无序向有序转化。“协
同治理”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能够使各治理主体间
的行为和治理从“无序”演变到“有序”状态，形成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从而提高治理质量。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综合性较强、时间和区域
跨度较大的系统性实践活动，特别是现阶段我国经
济处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时期，乡村生
态环境治理呈现出矛盾多、头绪乱等无序状况，治理
效果差，综合效应不明显。因此，要分析区域内乡村
生态环境治理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界定主次之分，使
矛盾问题呈现出不同的优先级，优先级越高，社会治
理资源越要优先配置，问题得到解决的速度就越快。
而治理资源的有序配置就是在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
理过程中，抓住主要矛盾，通过解决主要矛盾带动次
要矛盾的顺利解决，实现以最小的消耗达到最好的
生态环境治理效果的预期。同时，把握主要矛盾，还
有助于地方政府提高对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认知，
厘清问题出现的脉络，发挥自身在乡村生态环境治
理中的主导作用，统筹调配区域内各类资源，集中解
决主要问题。

2．乡村生态环境改善对协同治理的外在现实
诉求

优美的生态环境是重要的民生福祉，乡村生态
环境治理和维护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一环。
作为农村生产、生活的一个空间体，乡村生态环境的
有效治理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
与，协同治理。

第一，乡村生态环境的公共性特征需要协同治
理。依据萨缪尔森的“公共产品理论”，生态环境是
一项最公平、最广泛的公共产品。它是以一定区域
内的生态系统为基础，以某一自然地理区域为中心，
由气候、土地、水域等诸多资源构成的一个综合空间
体。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基础，为人
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广泛空间、充裕资源和必
要条件，具有一定的循环性和可持续性，呈现出外部
性和整体性特征。由于我国行政区划并不以区域生
态系统为标准，而是以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等
因素作为行政区划的依据，因此行政区域与环境区

域在空间范围上大多不一致。但是，经济流动的负
外溢性往往使得生态环境问题突破行政区界限制，
成为跨区域生态环境问题，加上生态环境治理大多
采用属地管理，使得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条块分割较
为明显，各级政府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为完成或达
到环境业绩考核指标，往往在行动和利益方面各自
为政、相互竞争，导致乡村生态环境治理集约化程度
较低，治理资源配置不经济。同时，各主体单位在乡
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各自的权责界定不清，易出
业绩的“亮点工程”往往会造成重复过度治理; 投入
较多、见效较慢、不受重视的区域，则无人问津，形成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马太效应”，制约了乡村生态
环境整体治理效果。因此，结合乡村生态环境的跨
区域特点，各地方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利益相关主
体，彼此间应加强合作，整合各类治理资源，采取多
元协同共治模式，实行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满
足乡村生态环境有效治理的外部需求。

第二，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提高需要协同治
理。作为公共资源，生态环境呈现一定的非排他性
和竞争性，从而产生典型的外部不经济问题。从
“经济人”的视角，各参与主体都有不付或少付成本
来享受公共产品的偏好，存在“搭便车”的现象，导
致市场失灵，生态环境治理质量不高。一般而言，地
方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农户等参与主体对乡村生
态环境治理投入的力度，主要取决于治理过程中自
己是否能够获取足够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当预
计效益大于投入时，各治理主体会积极投入各种资
源，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就能全方位得到保障，治
理效率得以提高。但由于部分治理主体基于自身利
益诉求，投入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人力、物力、财力
有差别，他们在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的投入与
收益不对等，彼此间的相互依赖性较差，生态环境治
理无法形成合力，导致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低，从
而制约了乡村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另外，行政区
划与生态环境区域的不对称，容易造成行政区域边
界的生态环境治理受到多地政府的干预，出现多头
管理的问题，也会存在同一生态领域不同行政区域
治理标准上的差异，这些都给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增
加了难度，使得环境执法成效不理想。2020 年 5 月
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高效能治理”的概
念，它强调的是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即在追求单

14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诉求及应对策略



位资源高产出的同时，更加重视共生机制下的协同
效应。瑏瑧因此，遵循“高效能治理”理念，在提高乡村
生态环境治理效率的现实诉求下，各参与主体应统
一协调各自的绩效观念、价值取向，统筹治理资金投
入，综合应用治理技术，优化各主体扶持体系和外部
信息共享机制，平衡各参与主体的利益，提高乡村生
态环境协同治理水平。

三、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审视

为了解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运作情况和制约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因素，课题组以河南省部
分地区为例，在平原区、丘陵区、浅山区各挑选 12 个
县( 市) ，每县又选出财政局、水利局、环境保护局、
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扶贫开发办公室等 6个职
能部门、15个村、8家企业，共计 36 个县( 市) 540 个
村 1200名村民和 288 家乡镇企业进行了实地调查
和访谈。利用实地调研数据，结合调研样本所在区
域的政策、规章制度等，在广泛查阅文献的基础上，
针对河南省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情况存在的问题
进行现状描述和分析。

1．地方政府之间协同治理运行碎片化明显
健全、有效的协同治理机制有利于政府间跨区

域协作，通过相互之间的协调、沟通，明确共同利益
和职责，可减少推诿扯皮和部门冲突的现象，提高乡
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速度，这也是实现乡村经济高质
量发展、打破地方政府分割管理模式的重要保证。
通过上述实地调研发现，由于属地管理原因，加上地
方本位主义、环境治理“锦标赛”和地方政府之间存
在业绩竞争等因素，致使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运
行不畅，政府之间协同联动水平较低，区域内生态环
境治理碎片化问题严重。在调研的 36 个县 ( 市)
中，有 26个县( 市) 存在跨区域乡村生态环境治理
情况，占比 72．22%。这说明大多数乡村生态环境具
有跨区域特征，需要地方政府之间进行有效协同治
理。但是，26个县 ( 市) 中只有 8 个县 ( 市) 与周边
县( 市) 签有合作协同治理环境的相关协议，占比
30．77%。此外，在 36 个县( 市) 中，有 11 个县( 市)
对区域内乡村生态环境整体情况进行过排查，结合
污染情况进行排序，确定出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的重点，占比 30．56%;有 25个县( 市) 因存在地区利
益冲突，导致区域联合观念薄弱，联动机制缺乏，占
比 69．44%。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运行的碎片化，

造成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缺乏系统性，加上区域内各
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上各自为政，在乡村生态
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监控等治理信息
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容易产生协同治理
“内卷化”，呈现出“1+1＜2”的局面，影响着乡村生
态环境的治理效果。

2．政府与企业对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度低
企业是社会产品的生产者，同时又是大部分污

染物的制造者，其生产行为将直接影响到生态环境
质量。因此，要引导企业积极参与乡村生态环境治
理，协调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乡村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根据实地调研结
果，在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政府与企业之
间的生态环境治理目标差距较大，相互协调不到位，
二者之间协同度较低，企业参与乡村生态环境协同
治理的效果不明显。在调研的 36 个县 ( 市) 中，有
21个县( 市) 存在着事先没有与企业进行沟通，事中
让企业出资，参与一些与企业没有关联的环境治理
工程，占比 58．33%;有 12个县( 市) 围绕企业参与乡
村生态环境治理，制定有相关的规章制度，占比
33．33%;有 9个县( 市) 就一些大型环境治理项目与
企业签订有合作治理协议，占比 25%; 地方政府在
与企业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协调沟通中，大多以直接
下发文件的方式进行，占比 93．57%，较少应用协商、
交流等手段。在调研的 288家企业中，有 47 家企业
设有专门的环保部门，制定有排放治理制度，定期向
上级部门汇报企业环境治理情况，占比 16．32%; 有
54家企业配有专业治污设备，占比 18．75%;有 68家
企业设有环境治理专用基金，占比 23．61%，但生态
环境治理专用基金经常被挪作他用，挪用率达
81．37%;有 214 家企业由于环境治理不力，被处罚
或被县( 市) 级以上通报批评，占比 74．31%。因此，
在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部分地方政府关注的是区
域内影响力较大的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企业追求的
是自身利益最大化，二者对生态环境的治理目标不
同，加上生态环境治理成本较高，收益不明显，企业
往往缺乏生态环境治理的内在动力，乡村生态环境
协同治理的效果欠佳。

3．政府与农民就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信息的对接
不充分

快捷有效的信息交流，能够提高乡村生态环境
治理信息的透明度。农民了解到区域内真实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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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会产生一定的生存危机感，进而提高生态环境
保护意识，从而自觉地、潜意识地保护生态环境、制
止环境污染，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整体质量。但由于
部分基层政府对乡村生态环境建设重视不够，对乡
村生态环境治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解释不到位，
导致政府与农民就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信息的对接不
充分，农民对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相关信息了解不
全面，从而对生态环境治理关注度和参与度较低。
在对 1200名村民的访谈中，只有 362名村民真正全
面了解乡村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国家的相关环境治
理政策和有关要求，占比 30．17%。在对 540 个村的
调研中，由于农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有 387 个
村不同程度地存在生活垃圾、生活用水随意倒泄，化
肥、农药超量使用等情况，占比 71．67%。农民对生
态环境治理关注度较低，参与不积极。依据对 96 项
涉农环境治理工程项目的调研结果，只有 16项农环
境治理工程是农民真正从项目前期论证、资金筹措、
项目实施、后期维护等全程参与的，占比 16．67%。
部分地方政府上马的一些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没
有在乡村进行前期调研，对项目的可行性和建成后
的效果也没有进行充分论证，造成部分环境治理工
程项目与当地乡村生态环境建设实际诉求不匹配，
没有发挥出应有作用。在调研的 96 项涉农环境治
理工程中，有 74项就没有结合乡村生态环境建设实
际需要，进行前期调研和论证，占比 77．08%。地方
政府在生态环境建设理念普及、环保政策宣传以及
生态环境治理信息沟通等方面存在问题，导致农民
对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情况了解不多，参与意识
不强。

4．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无序化凸显
完善的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是实现区域

内上下级政府、政企以及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进行
多元化合作的基础，也是明确各自职责和利益、打造
区域内跨部门“协作伙伴关系”的有效手段。由于
协同治理机制欠缺，各部门间横向和纵向的嵌合度
不够，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运行不畅，各方信息不
能及时有效沟通或共享，制约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质
量。在调研的 36个县( 市) 中，有 8 个县( 市) 设有
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办公室，但不是独立设置的
机构，而是挂靠在县长办公室或农业农村局等，占比
22．22%。而且，由于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办公室
的非独立性，其权威性不强，协调能力较差，没有专

用经费保障，工作开展难度较大。在调研的 36个县
( 市) 中，近五年以政府名义发布的有关围绕乡村生
态环境治理协调机制方面的文件，只占同期出台发
布文件总数的 8．97%。在对 36 个县( 市) 相关职能
部门的调研中，有 26 个县 ( 市) 存在财政局、水利
局、环境保护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扶贫开发
办公室等相关职能部门在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
缺乏应有的联合观念，环境治理信息互不沟通，治理
工作步调不一致等问题，占比 72．22%。在调研的
36个县( 市) 中，仅有 6 个县 ( 市) 设有乡村生态环
境治理信息对接平台，占比 16．67%; 在 288 家乡镇
企业中，有 38家为应付检查象征性建有环境治理信
息对接平台，占比 13．19%。协调机制构建不健全和
基础设施的缺失，造成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无序
化严重，生态治理效率较低。

四、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应对策略

针对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存在的现实问
题，下一步，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应结合乡村生态环境
跨区域的特点，坚持多元共治的治理思路，转变政府
职能，优化政府职责体系，设立协同机构、完善协同
政策、健全协同运行机制，充分调动多元主体参与乡
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提升乡村生态环境协同
治理效率。

1．完善跨区域府际间联防联治协同机制
乡村生态环境所具有的整体性与全局性的特

质，使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应着力于不同层级、不
同区域政府之间的协同配合，进行针对性的顶层设
计，打破府际间的“纳什均衡”，提升治理效能。首
先，区域内各地方政府应树立协同治理观念，构建跨
区域的环保联防联治机制，设立非官方的联防联治
机构，就区域内乡村生态环境进行定期排查，摸清乡
村生态环境出现问题的原因、呈现的特点、预期的危
害性，及时向相关部门汇报，各地方政府根据环境问
题的危害程度有序安排防范措施。其次，构建区域
内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联动机制，形成协同治理共识。
区域内各地方政府定期或者不定期举行环境协同治
理会议，就公共环境的治理方法、技术、费用的分担
等事宜进行多角度探讨，达成共识，以尽可能达到各
级政府协同效应最大化。再次，遵循“谁参与协同
治理，谁获得收益”的原则，构建跨区域协同收益分
配制度。对于区域内公共环境问题，污染源在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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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当地政府承担责任就应该多一些，但其他受益
区域，也应在资金方面给予一定的支持，提高区域内
各地方政府参与协同治理的积极性。最后，建立区
域内独立各地方政府部门之外的监督核查机构，对
达成共识的制度、协议、运作方案进行事前、事中、事
后监督，对拖延项目进度、不积极配合的地方政府上
报上级政府，进行惩治，确保区域内乡村生态环境整
体协同治理工作高效运行。

2．提高政府与企业对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协
同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应构建政府为主
导、企业为主体的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但
作为以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企业，通
常会出现生产或者消费的负外部性，即以牺牲社会
福祉和公共利益为代价，赚取高额回报。因此，地方
政府应引导和规范企业进行绿色生产，鼓励企业积
极参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首先，应提高企业的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从政策、制度层面引导企业进行
绿色生产，从产业布局、场地的选址、生产工艺的改
造、产品的生产等环节进行把关，严格按照环保标准
执行。同时，完善污染企业准入及引退机制，舍弃高
污染产业，调整产值过剩产业，制定高标准的污染防
治考核指标。其次，要认可企业参与乡村生态环境
治理的地位，加强与企业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协同制
定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方案，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企
业召开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推进会，通报政府生
态环境治理工作的进展，就遇到的难题、影响因素进
行交流，提高双方的信任度。再次，企业要秉持绿色
生态理念，围绕日常生产运营制定相关的生态环境
保护制度，设置专门的生态环境治理机构，设置专项
资金，配备“三废”治理设施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同
时，定期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汇报生态环境治理情
况。最后，政府应及时督查企业遵守环评审批和备
案制度，同时通过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加大资金和技
术支持力度，平衡企业参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既
得利益，鼓励企业就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方
法、治理平台、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主动与地方政府
对接，构建政企纵向联动的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模式，
实现双方优势互补，优化配置区域环境治理资源。

3．加大政府与农民在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方
面的对接力度

农民是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其参与意识的强弱和能力的高低将最终影响区域内
乡村生态环境的整体治理效果。因此，需要提高农
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提升政府与农民在乡村生
态环境治理方面的对接能力。首先，增强农民在乡
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识，提高其参与乡村生态
环境协同治理的能力。地方政府应结合乡村生态环
境治理的实际诉求，从能力的提升角度，就国家有关
环境方面的政策、法规的解读、环保的重要性、环保
技术的应用和日常的管理监督等方面对农民进行综
合培训，全面提升农民参与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能力。其次，提升农民参与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知
情权和监督权。构建有农民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
对区域内生态环境质量情况及时通告，确保公众的
知情权，真正让其成为最有效的环境质量监督者。
再次，拓宽农民参与乡村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渠道。
针对乡村生态环境整治项目，发挥农民熟悉乡村实
际情况的优势，就环境项目与乡村生态环境的匹配
度进行论证，扩大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资源的有效供
应量，提高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工程的利用效率，解决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公共服务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最后，鼓励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尽量做到减排、减放，
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实行集约化种植，固体生活垃
圾要集中堆积，定期运送到垃圾场，生活污水做到不
随意排放，从细节入手，改善乡村生态环境。

4．健全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保障机制
健全的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保障机制，可以

为各参与主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提供有效保证。首
先，在政府层面，成立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协调办
公室，出台系列区域内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规，
厘清各参与主体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中的权益、责
任范围，协调相互之间共同利益的分配，将区域内生
态环境治理规划、标准、监测、防治等内容纳入法规
体系之内，进行统筹协调，保持口径统一。其次，构
建区域内多维度的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秉持
“受益者补偿、污染者付费”理念，制定切实可行的
补偿标准，构建区域内乡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费用
共担和利益共享体制，着力促进区域内治理主体的
纵向与横向、政府与企业、需求与供给以及环境要素
与生态区域相结合。再次，搭建生态环境治理信息
交流沟通平台，不同部门、机构之间就乡村生态环境
治理情况进行信息共享，同时，利用平台进行线上互
动交流，及时了解各责任区环境治理的动态状况，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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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各参与主体间的对话与合作，提高区域内乡村生
态环境生态治理的协同度。最后，科学合理调配区
域内资金、技术和人才等乡村生态环境治理资源，各
参与主体要在全面治理的基础上，集中力量重点倾
向影响范围广、涉及面大的生态环境项目，以点带
面，发挥区域内乡村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的群同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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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alistic Demand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Ｒ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ong Baosheng Wu Qilong Wang Pengfei

Abstrac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the foundation of ecological livable construction，and also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rough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full communication and
orderly scheduling among the governance subjects in the rural area，the problems of self governance，repeated management and serious
information barriers in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can be effectively solved． The survey show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some areas are facing multiple difficulties，such as imperfect coordination
mechanism，unbalanced collaborative interests，obvious differentiation of governance objectives，and po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ffect． Therefore，on the basis of grasping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rnal demand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
ment，we need to improve the coordin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trengthen the matching of interests and objectives among
the participants，and ensure the orderly behavior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unction，so as to protect and improve the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 the maximum extent and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
tion of the countryside．

Key words: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mbiotic mechanism; orderly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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