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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力式建构：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过程与逻辑

———基于环境社会组织生态位视角分析

钟兴菊，罗世兴

摘　要：即使面对相同的环境污染风险，为什么仅有部分 环 境 议 题 被 公 众 认 知 并 进 入 公 共 政 策 议 程？复

合型环境治理试图弥合多元主体碎片化治理的困境，但对于不同类型环境社会 组 织 多 层 次 建 构 环 境 问 题 缺 乏

系统讨论。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过程性比较分析，本文从组织 “生 态 位”以 及 “社 会 建 构”的 过 程 视 角 提 出

“多元生态位—接力式建构—环境议题政策化”的问 题 建 构 解 释 逻 辑。研 究 发 现： （１）以 环 境 治 理 事 件 流 阶

段、专业性水平与功能定位标准，可将环境社会组织划分为前端、中端和后端／末端三大生态位。（２）多元生

态位环境社会组织成功建构环境问题的行动策略凸显多阶段协同合作 的 特 征，即 多 层 次 资 源 动 员、立 体 式 全

媒体为我所用、多元化媒体符号的形象表达、环境正义多层次实践 以 及 制 度 内 外 策 略 性 呼 应 等。（３）通 过 自

上而下环保意识觉醒以及自下而上公众环保行动倡导过程，形成环境主张从专 业 话 语 到 公 众 行 动 实 践 的 接 力

式建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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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经济持续发展，环境问题不断涌现，大量跨区域与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受到广泛关注，既

有研究侧重从环境治理策 略 与 模 式 等 方 面 进 行 讨 论［１］［２］。然 而，环 境 问 题 化 是 环 境 治 理 的 前 提 条

件［３］，发现和形成问题常常比解决问题更加困难［４］（Ｐ１９）。问题化，即环境污染问题的发现与形成过

程，是公众对环境污染的认知与反映结果。一方面，中国环境政策法规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且环境治

理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然而另一方面环境问题却在持续恶化。是环境质量在下降，还是人们对环境

质量的标准不断提升？面对相同的环境污 染 风 险，为 什 么 有 的 环 境 议 题 被 公 众 认 知 并 提 上 政 策 议

程，而有的环境问题却被大众忽略？哪些因素影响公众环保认知并建构环境问题？建构的过程与机

制是什么？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过程中凸显规范性环境政策话语与通俗化公众话语之间的断裂现象，
专家与公众 “各说各话”，难以 “有效参与”统一决策过程并做出 “共同”决定。十九大报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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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组织①与公众成为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力量。同时有研究表明，环境社会组织善于运

用媒体，从事专 业 化 的 活 动，将 某 些 环 境 问 题 引 入 政 治 议 程，从 而 协 助 国 家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５］（Ｐ２９）。由此可见，环境社会组织具有专家与公众双 重角 色与 桥 梁作 用，通过自上而下的通俗化

政策解读与自下而上的规范性公众行动倡导，建构环境问题。
已有研究将环境社会组织视为动员公众参与 的 主要 力量 以 及协 助政 府解 决环境 问题的重要主

体，但较少关注到环境社会组织具有连接权威规范性话语与公众通俗性话语间断裂的独特优势，可

以形成以 “政府—社会组织—公众”上下联动、合作建构环境问题的网络。此外，环境社会组织并

非铁板一块，不同 “生态位”类型的环境社会组织基于功能互补，形成共同建构环境问题的组织间

合作网络。据此，本文以社会建构理论与组织 “生态位”间合作网络视角为基础，根据从事水污染

治理的环境社会组织②进行多案例比较分析，以探讨不同类型环境社会组织多层次协同建构环境问

题的过程、策略与机制路径。

二、文献综述

文献梳理发现，对环境问题形成机制的探讨主要有两种竞争性视角：客观的结构主义与主观的

建构主义。二者均以 “政策之窗”作为环境问题触发与建构形成的标志。
第一，结构主义视角预设环境问题客观存在，观察与分析环境污染现象时关注宏观社会过程与

社会结构要素间的联系［６］（Ｐ９）。该视角认 为 历 史、社 会 与 文 化 中 的 事 件、行 为 都 是 由 结 构 决 定，在

分析环境问题时将其视为客观存在的 “社会事实”。有学者从政治机会论视角分析发现，环境社会

组织与政府间的博弈关系呈现出三种类型：低意识形态与政治敏感性形成依赖与合作关系［７］［８］，以

政治机会环境获得合作行动空间［９］［１０］；低政治性生态议题为基础的自我设限的抗争［１１］（Ｐ２２－４５），在集

体抗争活动中的 “集体后退”策略［９］；从事政治敏感性较低的环境教育倡导活动。
第二，建构主 义 视 角 从 过 程 的、动 态 的 角 度 看 待 社 会 现 象，认 为 没 有 一 成 不 变 的 “社 会 事

实”［１２］，强调社会现象的主观性、过程性［１３］（Ｐ７４），具有不依赖于 “有问题的”客观状况的自我构成

属性和活动特征［１４］，也即环境问题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建构主义视角不否认关注过度污染现象的

正当性，但认为环境社会学者的中心任务是揭示环境问题是某种动态的定义、协商和合法化等社会

过程的产物［１５］（Ｐ３２）。既有研究从微观主体实践视角侧重探讨环境社会组织作为 “多元主体共构”环

境问题模式中的主体之一，与媒体形成共同建构环境问题的亲和性，凸显凝聚与扩大公共舆论、连

接整合利益与资源等特点［１６］［１７］；ＥＮＧＯ在环境问题建构中发挥推动议题形成和传播［１６］、环境问题

转化环境议题、案例风险 “问题化”制度化倡导［１８］等阶段性功能定位作用。环境社会组织通过议

题加工与包装将私域 “环境维权”拓展为公域的 “环境保护”议题以获得更多公众参与，同时利用

“寻求合作”、“利用媒体”等策略拓展重大议题的行动空间，既敦促政府改善决策模式，又为公众

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实践空间［１９］，但往往受到污染受害主体自我保 护 意识 的局 限，不利于议题空间

的建构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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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环境社会组织，也称为环保社会组织、环境／保非政府组织、生态类社会组织等。在本文 中，环 境 社 会 组 织 与 环

保社会组织提法等同，简称为ＥＮＧＯ。

本研究以水污染现象作为环境问题建构的对象，原因包括以 下 方 面：（１）２０１８年 中 共 中 央 提 出 坚 决 打 赢 蓝 天 保

卫战、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的 三 大 保 卫 战，其 中，水 污 染 防 治 是 三 大 攻 坚 战 历 时 最 长、公 众 关 注

最直接、参与方式与途径比较便利的环境问题。（２）相较于大气污染的不确定性、土壤监测难度大以及非公开性等特点，

水污染的公众参与具有便利性、可见度高以及门槛低等优势。（３）当 前 从 事 水 污 染 防 治 议 题 的 环 境 社 会 组 织 较 多，为 本

研究进行比较案例分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环境问题形成机制的探讨有利于触发环境污染现象议题，开启污染治理的 “政策之窗”。问题

产生先于政策。人们可能将困扰大多数人的问题转变成公共政策议题，“政策之窗”是 “把日常生

活中的困难变成公众争论”的触发机制，将问题感知和政治行动的要求建立联系。问题流、政治流

和政策流结合，共同开启 “政策之窗”，或因为紧迫问题而敞开，或由于政治流中的 事 件 而 敞 开，
但数量稀少且时间短暂［２０］（Ｐ１５５－１８３）。鉴于国际 大 规 模 环 保 运 动 与 国 内 环 境 问 题 严 峻 性 的 双 重 压 力，
自１９７２年中国参加联合国环境会议，标志着政府开始重视环境污染问题并不断建立完善环境政策

体系，开启了中国环境问题的 “政策之窗”，但在环境治理实践中出现 “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
的现象，公众与社会组织长期缺席环境治理。由此可见，问题流只能作为 “政策之窗”的前提与出

发点，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与建构是推动环境 污 染现 象走 向 公共 议题 并进 入政策 议程的关键环

节。有研究尝试构建环境问题演进的理想路径，即包括 “环境污染—社会影响—社会反应—社会问

题”四个阶段，然而因科学认知、技术呈现不足，或是社会影响隐蔽、社会反映不足等困境导致环

境问题建构的失败。因此，科学认知、技术呈现是污染现象是否成为环境问题的基础性前提［３］。从

科学认识转化为公众看得见的技术测量结果需要经历一个公众化的过程，但较少研究分析实现科学

认知向通俗易懂的符号与话语转化的过程。以 “政府主导型”的环境治理 “失灵”困境还表明，政

府主导的规范性政策话语与公众通俗化实践话语的脱节，导致问题流与政策流的断裂，使得部分环

境风险议题因缺乏公众关注而难以进入政策议程。
与结构主义探究环境问题客观存在的原因、影响与治理策略等内容不同，建构主义从过程的、动

态的角度聚焦于环境议题 “问题化”的过程。在复合治理背景下，ＥＮＧＯ作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桥

梁，相比于一般公众，具有较强的利益整合和表达功能，在环境问题建构中凸显议题推广和行动空间

的拓展功能。大量研究侧重从结构主义视角分析环境社会组织与政府、媒体、公众等多元主体的治理

实践，也有侧重媒体视角对环境污染现象话语建构的讨论，但对ＥＮＧＯ与多元主体互动实践建构环

境问题的过程、环境治理 “政策之窗”触发机制条件形成等缺乏深入探究。此外，环境社会组织并非

一个整体性单位，不同类型的ＥＮＧＯ在建构行动中功能优势与条件约制具有差异性。为此，本研究

重点结合组织的 “生态位”合作网络以及社会建构视角，探讨不同环境社会组织对环境议题通过自上

而下实现 “议题科学认知”——— “在地专业实践”——— “公众通俗易懂的符号与行动”转化，同时在

组织间形成多层次环境问题 “接力式”建构的合作行动网络的过程与机制等问题。

三、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一 ）理论视角：环境问题的社会建构与组织间合作网络

社会建构认为日常生活现实被普通社会成员在社会行为中建构出来［２１］（Ｐ８５－８７）。Ｋｉｔｓｕｓｅ等认为，
社会建构论区别于传统研究，是在于认为社会问题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或过程而存在，研究社会问题

时只需研究问题宣称的活动过程及机制［２２］（Ｐ７６）。汉尼根提出相似观点，认为建构主义视角下的环境

社会学关注于环境问题是如何被人们所认识、环境知识是如何被建构的，也即是问题化的过程；同

时强调社会问题的相对性与条件性。他更进一步提出环境问题成功建构需具备六个必要条件：（１）
某种环境问题具有科学权威的支持和证实； （２）有能够把环境主张和科学联结起来的 “科学普及

者”；（３）受到媒体关注，对环境问题进行真实而重要地声称；（４）用形象化和视觉化的符号和词

汇将环境问题生动地展现出来；（５）对环境问题采取积极的行动而产生经济刺激；（６）环境问题宣

称成功应有制度化的赞助者，确保环境问题建构的合法性和连续性［１５］（Ｐ８２）。在本研究中，环境问题

的社会建构是指多元治理主体对环境污染议题的理解与认识，从而形成话语体系与行动策略，推动

环境议题 “问题化”的过程。不同社会组织对环境污染议题解读具有不同的话语体系，其背后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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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话语规则与基础，即处于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组织行动的空间与约制。在环境问题建构过程中，运

用话语分析环境文本、意象和观念的产生、接受与策略性运用［１５］（Ｐ３８）。
本文以 “生态位”为标准对环境社会组织 进行 分 类。生态位 （Ｎｉｃｈｅ）从生物学角度理解，是

一种包含个体、群落或生态系统等不同层级水平对象的生命主 体 特质［２３］，被认为是生物单元在特

定生态系统中，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地位与作 用［２４］，也是指个体或组织在社会结

构中所处的位置。在本研究中，环境社会组织的生态位特指从事水污染治理的社会组织与环境治理

结构互动所形成的相对位置。根据田野调查经验分析，识别生态位水平的标准包括：（１）事件流阶

段，组织参与环保事业发展的阶段与位置；（２）组织专业性水平；（３）在特定位置中的功能定位。
三大标准相互作用并受到政策环境的约制，将环境社会组织划分为前、中、后／末端三种类型 （如

图１所示）。前端环境社会组织包括全国性以及国际性环境社会组织，专业水平较高，但数量较少；
中端环境社会组织包括合法注册的地方性社会组织，是当前中国环保力量的主力军；大量处于后／
末端未注册的环境社会组织，以从事灰色地带活动为主，由于缺乏统计数据而数量不详。组织发展

数量的分析表明，前端、中端与末端生态位的ＥＮＧＯ大致呈现 “橄榄型”特点。

图１　ＥＮＧＯ生态位划分与案例类型

不同生态位环境社会组织如何自发形 成环境问题建构的合作行动网络联盟？资源交换理论 认

为，当一个组织拥有对另一个组织来说有益但却不具备的资源或能力时，组织将会建立联盟，以获

得隐性知识、互补技能、新技术和提供超越组织能力限制的产品或服务的能 力［２５］。ＥＮＧＯ组建的

联盟表现为弱联结与强联结两种模式，其中弱联结运作过程是在遇到某一可以表达的环境议题后，
由一个或多个ＥＮＧＯ发起，在征得其他ＮＧＯ授权同意的情况下，以多家ＮＧＯ联名的形式向社会

传递观点与态度，联合表达，扩大影响与关注［２６］。社会组织间普遍的松散联合产生积聚效应，使

得原本弱小的单个组织通过独特的联合机制，发出能够影响社会的声音。有研究表明，社会组织间

自合作网络成功包括四大因素：一是以互助关系形成机构间信任；二是达成广泛共识的制度化；三

是以优势互补形成资源供给链条；四是构建去等级化的弹性运 作 机 制［２７］。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基于

资源互补需求，自愿纳入合作网络中，被赋予并承担责任。合作所带来的相互增权和总体增值是维

持合作关系的动力［２８］。也有研究认为，社会组织合作网络的形成包括两个条件：一是来自外部的压

力，如组织的外部政策环境约束使其需要与其他的组织合作应对变化；二是来自内部的动力，如组织

间的共同利益诉求和互补空间催生合作［２９］。经验调查发现，从事水污染治理的不同ＥＮＧＯ间自然形

成前端组织：“只管抛出议题”———中端组织：“要活下来，必须做专业化的在地环保行动产品”———
末端组织：“与公众一起去看到水有多黑，用工具将观察到的问题曝出来，不出系统的结论”等松散

的行动实践网络。由此可见，在本研究中，基于不同类型、功能定位与专业化水平的ＥＮＧＯ，根据内

部利益诉求动力与外部政策压力需求，自愿形成围绕环境问题建构的自合作网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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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框架：多元生态位ＥＮＧＯ建构环境问题的过程

基于建构主义视角，通过不同生态位ＥＮＧＯ形成的合作行动网络探究环境问题的建构过程与

逻辑。根据环境问题成功建构的六大条件展开［１５］（Ｐ８１－８２），不同生态位的环境社会组织呈现多阶段问

题建构的条件与行动策略；建构过程中凸显在横向上不同生态位ＥＮＧＯ分工合作共同完成特定阶

段的建构条件，在纵向层面环境社会组织合作网络共同实现环境问题建构的六大条件，最终成功建

构环境问题并推动政策出台，如出台 《水污染防治法》（如图２所示）。

图２　多元生态位ＥＮＧＯ建构环境问题过程与逻辑分析框架

如图所示，前端ＥＮＧＯ动员专业化团队进行现场调查，形成科学报告，并依托权威媒体进行

新闻发布，为环境议题宣称提供科学权威的支持；中端ＥＮＧＯ结合地方环境风险进行在地化专业

实践与行动产品开发，连接宏观科学宣称与本地环保实践，推动地方环境治理网络发展；末端ＥＮ－
ＧＯ通过一线调查实践，推动议题的通俗化普及，运用前端与中端开发的行动产品进行公众倡导与

信息反馈，实现环境议题由宏观科学倡导向微观公众行动的转化。环境问题建构实质上呈现一幅以

建构条件为主的环境社会组织横向多层次生态位互动与纵向多阶段建构的合作行动 “图景”。对环

境问题建构阶段发展进行纵向分析表明，由于ＥＮＧＯ生态位功能差异，环境问题建构过程是多元

ＥＮＧＯ合作协同的结果，即 “前端：推动ＥＮＧＯ的议题形成与宣称———中端：形成议题专业化与

产品化———末端：推动议题通俗化与行动化”。对环境问题建构的不同阶段中ＥＮＧＯ行动定位进行

横向分析表明，每阶段建构条件的实现是三大生态位环境社会组织合作行动的结果，从而形成 “自

上而下意识觉醒”和 “自下而上行动倡导”的双重建构逻辑，最终开启环境问题的 “政策之窗”。
（三）案例研究介绍与资料来源

对特定组织开展案例研究能够更深入地分析组织运行方式以及组织实践者的行动。如要解释既

有现象如何形成、如何运行，或对其进行纵深描述，案例研究方法是贴切的［３０］（Ｐ６）。本研究运用多

案例研究。在理想条件下，多案例分析可以通过过程追踪分析等方法揭示因果机制。相比于单案例

研究，多案例研究结论更具有普遍意义，推广性较强［３１］［３２］。由于环境议题主张到环境问题的制度

化保障的复杂条件以及多元化生态位ＥＮＧＯ行动实践的阶段性，单案例分析难以完整呈现所有建

构条件与阶段资料信息，因此，基于多元生态位组织对环境问题建构过程采用多案例比较法。本研

究对三种 “生态位”的环境社会组织进行目的性抽样与深度访谈；再以环境问题建构的六大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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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对不同类型组织建构实践进行多阶段分析。有关样本组织的基本信息如表１所示。

表１　环境社会组织基本信息

绿色和平 绿色潇湘 自然大学

成立时间 １９７１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登记） ２００６

所在地 荷兰阿 姆 斯 特 丹 （２００２年 在 北 京

设办事处）

湖南长沙 无

环保宗旨 推动 公 开 的、有 充 分 信 息 支 持 的

环境 议 题 讨 论，以 便 让 全 社 会 对

解决方案达成共识

致力 于 湖 南 省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提倡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通过 自 助 型 人 才 培 养，使 公 众 实

地参 与 调 查、探 寻 自 然 环 境 和 零

距离直面环境问题

从事领域 污染调查 本地水源地保护，行动支持网络 行动倡导环境保护

访谈对象 ２０１８０８２４ＤＰ　 ２０１８０８２２ＳＣ、２０１８０８２２ＹＮ、

２０１９０３３０ＬＳＮ

２０１８１１１７ＺＤＧ、２０１８０８２４ＤＰ、

２０１９０３１２ＸＢ

文中所使用的文本资料 来 源 于 两 种 途 径： （１）深 度 访 谈。自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０１８年６—９月、

２０１８年１１—１２月以及２０１９年３—４月，笔者围绕长江流域，对分布于华东、华中与西南地区的多

家从事水污染治理的环境社会组织负责人约１５人次，其中对部分组织核心负责人与相关工作人员

进行了实地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获得大量有关环境社会组织参与水污染治理的一手资料。（２）
二手资料。从新闻报道、组织官方网站，获得环境社会组织、环保人士等上传于社交媒体平台的报

告、照片等资料，进而从多方充实与验证一手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四、多元生态位ＥＮＧＯ建构环境问题的过程分析

本研究结合组织发展阶段与政策环境空间，以生态位视角将环境社会组织划分为前、中、后端

三种类型，分别选择绿色和平、绿色潇湘和自然大学三个环境社会组织作为相应生态位组织的典型

案例，基于六大建构条件进行多阶段环境问题建构的过程分析。
（一）ＥＮＧＯ建构环境问题的过程与策略分析

环境问题大多从科学研究中产生并提出［１５］（Ｐ９９），这是因为普通人既没有专家的专业知识背景，
也没有发现新问题的条件。环境事件的科学认知常常是环境污染问题化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然

而有些 “环境污染”问题对于科学家来说清晰明白，但在公众层面却并非如此，因此，把一般的科

学原理转化为民众可视或可理解的技术呈现非常重要［３］。环境公共问题纳入制度化议程的前提条件

是环境问题影响范围较广并受到大多数人关注，公众环境关注度能有效推动地方政府改善城市的环

境污染状况［３３］。多种条件相互作用，共同构建动态多元化的环境议题网络。

１．议题形成与宣称：科学权威的支持和证实。科学权威的支持和证实是环境问题建构的起点。
为了证实环境问题的科学性，ＥＮＧＯ采用不同方式：一是前端绿色和平通过现场调查取证或间接

行动宣传方式，证实环境问题的科学性。一方面通过强大的专业化团队开展深度调查研究以获得一

线权威的环境数据并形成系统性的调查分析报告。“我以前做一个自然保护区破坏案例，调查自然保

护区的法律规定、卫星图像，写报告都有人专门负责，十几个人的团队相互配合从各个方面补充论证

材料。（访谈资料：２０１８０８２４ＤＰ）”另一方面通过发布会、国际媒体等方式公开发声与倡导，主动回

应公众疑问，并与科研院所联合发布报告，进一步论证报告的科学性与合法性。二是立足本地的中

端绿色潇湘，将宏观科学调查报告与在地环境问题嫁接，通过在地调查检测，形成区域性的污染调

查报告，提交相关政府部门，通过开发培训课程与工作法等推广专业化解读与产品化实践。“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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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清水为邻项目，巡河宝小程序等方法和工具供大家使用，通过 ‘护源行动’将调查的建议函和

调研报告邮寄到政府。（访谈资料：２０１９０３３０ＬＳＮ）”三是负责产品推广的一线环保行动者自然大学

则主要通过一线行动倡议等方式，将专业化产品进行大众化普及。“空气污染议题撕开口子后，就

到全国各地倡导公众为祖国检测空气、拍照片等活动，通过连接资源将潇湘开发的巡河产品向公众

普及推广。（访谈资料：２０１８０８２４ＤＰ、２０１８１１１７ＺＤＧ）”
为了实现宏观的科学议题转换为通俗化的大众行动实践，不同生态位环境社会组织发挥资源动

员的 “接力”优势，采取多层次资源动员与合作主张宣传环境议题的策略。首先，具有专业化与时

空延展性优势的前端环境社会组织，通过动员国内外科学团队进行实地调查并形成专业化的报告，
同时运用国内外媒体资源进行发布；其次，具有在地化与合法性优势的中端环境社会组织，动员当

地正式与非正式资源系统，通过组织国内专家学者对在地环境问题进行专业化解读，并对产品化环

保行动进行科学论证，合法有序提交污染调查报告，与当地政府建立信任与例行沟通机制；第三，
具有一线行动倡导优势的末端环境社会组织，通过动员当地公众对环境风险进行自力救济。以上即

为不同ＥＮＧＯ推动宏观的科学环境议题主张走向中观的专业化以及微观的通俗化行动实践的发展

路径。然而，具有科学权威支持和证实的环境主张又是如何得以通俗而形象地传达给公众的呢？

２．议题普及：具有环境专业知识背景的科学普及者。ＥＮＧＯ通过与专家、记者等合作，对环

境问题的科学研究进行解读与发声，以扩大环境议题的公众关注。一是前端的绿色和平与国内外知

名高校、科研院所、知名智库、政府部门等合作，通过研讨会、合作项目等方式对国家环境政策实

施情况、污染信息公开、产品设计开发等进行分析研究，撰写科学研究报告，引 起 政 府 和 公 众 关

注。“我们与国内外知名大学建立合作研究团队，对案例进行系统性分析与发布调研报告，并根据观

察到的内容、问题成因、解决办法，提出具体的政策或应对策略。（访谈资料：２０１８０８２４ＤＰ）”二是在

地中端绿色潇湘致力于 “整合在地环保力量”，联合全国或地方科研机构、高校学者、环境专家等

论证发布报告以扩大影响力。“我们与湖南绿色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报告，邀请国内知名大学老师

进行合作研究，中山大学的Ｚ老师是湖南人，也是我们的顾问，共同探索组织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访谈资料：２０１８０８２２ＳＣ）”三是自然大学自身作 为 科 学 知 识 的 一 线 践 行 者 与 公 众 引 导 者，连 接 上

游科学知识与本土化经验实践，对一线环境问题进行快速反映；同时充分利用自身社会组织网络，
动员组织网络中的大Ｖ影响力，扩大公众环境知识宣教效果。“我们只讲看到了水有多黑，ＰＨ是

多少，把观察到的问题通过媒体曝出来，之后便有大量的媒体关注我们。（访谈资料：２０１８０８２４ＤＰ）”
基于组织发展的特定政策环境空间，ＥＮＧＯ寻求与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公众等合作以获 得

行动的合法性。环境社会组织拥有的 “科学普及者”的社会资本不同，前端ＥＮＧＯ通过与高层次、
国际性科研机构等合作，实现环境问题的科学化分析与全球关注；而具有在地优势的中端ＥＮＧＯ
则通过与国内和当地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建立合作关系，针对基于地方性案例的学术研

究进行发声，以获得当地政府与公众的信任与支持；而将自身作为环境科学知识宣传实践者与地方

经验总结者的末端ＥＮＧＯ，则通过资源动员，组织开展讲座与行动实践，进行科学知识宣传普及；
同时自下而上探索本土经验对环境问题的有效回应。不同生态位ＥＮＧＯ及其动员的多方资源成为

环境问题的 “科学普及者”，通过 “宏观专业性”——— “中观在地化”——— “微观经验性”三个阶

段，将共享的 “科学权威”进行在地化与经验化解读与实践。那么，经过专业化和通俗化解读的环

境问题如何引起媒体注意呢？

３．议题传播：立体式全媒体的多层次注意，建构议题传播的 “全景图”。媒体呈现与关注对于

环境主张转化为问题并上升为政策关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媒体报道，一个早先的问题进入

公共话语领域或成为行政过程一部分的可能性很低［１５］（Ｐ８３）。面对严峻的环境问题，不同生态位ＥＮ－
ＧＯ在媒体使用中呈现多元化分工与功能互补的特点。一是前端绿色和平作为全球性的环境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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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通过国际媒体或全国性媒体发布权威的环境污染调查报告并引发广泛关注。绿色和平发布的报

告被 《纽约时报》、《卫报》、《财新周刊》等众多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同时引发国内媒体 《南方周

末》等深度报道。二是中端绿色潇湘作为在地专业化的环境社会组织，利用地方媒体、组 织 公 众

号、非正式关系网络、微博等方式对地方污染调查报告进行发布与宣传，推动地方政府的及时回应

与公众的关注。“开始我们想让地方媒体报道，但媒体不愿意，我们就在自己的公众号推送，当晚

转发超过十万。环保厅处长在微博上回应，也有省外的一些媒体开始关注并报道此事。（访谈资料：

２０１９０３３０ＬＳＮ）”三是 “以行走的环保实践”为特征的自然大学，通过个人公众号、网络社群、微博、
公益电影等形式对受到环境污染风险威胁的当地公众进行宣传与倡导，动员与培训公众对环境风险的

认知并监督环境问题等。“我们最大的特色之一是很会运用媒体，在案例推动背后有线上协作社群支

持，现场发现问题，分享或直播到社群，大家从各个角度提供建议协助……不断通过自媒体曝光案

例，其实就会发现在开始改变。（访谈资料：２０１８１１１７ＺＤＧ）”
不同生态位ＥＮＧＯ基于议题内容采用多元化的媒体策略，从单向传播拓展到立体式网络化传

播，实现环境信息受众的全覆盖。首先，前端ＥＮＧＯ基于专业网络资源链接国内外权威媒 体，通

过正式化且科学化地进行自上而下的环境议题传播，形成环境风险的 “广而告之”关注；其次，中

端ＥＮＧＯ结合宏观环境议题与本地环境污染问题焦 点，运用地方媒体和自媒体进行 “在地化”传

播，形成地方性环境问题的特定 “舆论压力”，强化地方政府的重视与公众注意；最后，末端ＥＮ－
ＧＯ将地方环境问题与利害相关公众的环境风险结合起来，借助新媒体形成的 “云端”社群协作平

台进行实时性、交互性的大众化网络传播，推动公众环境注意转化为 “遍地开花”的环保参与 行

动。多元生态位ＥＮＧＯ通过 “国内外权威媒体———在地化媒体———个体化自媒体”，对环境议题进

行 “上下联动的全程媒体，形式不拘的全息媒体以及突破地域边界主体的全员媒体”立体式传播，
从宏观科学的 “广而告之”到 “在地化舆论压力”，再到 “大众化传播实践”的路径，构建环境议

题传播的 “全景图”。那么，环境社会组织与不同层次的媒体合作如何形象化呈现环境议题？

４．议题传播的艺术化：多元化符号和形象 词 汇表达，建构议题 “大众化”演绎过程。环境主

张的符号和形象词汇修饰与解读是科学化走向大众化的重要途径。符号能够迅速捕捉住人们以一种

模糊分散的方式感觉到的现实，具有重要的聚焦作用［２０］（Ｐ９２）。不同生态位ＥＮＧＯ采取多样化方式，
有针对性地向一般大众、政府、利益相关者等主体形象化地呈现环境风险议题。首先，“非暴力直

接行动 （Ｎｏｎ－Ｖｉｏｌ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ｃｔｉｏｎ）”是绿色和平的行动准则。媒体通常将绿色和平的行动形容为

极富创意又精心策划的 “环保秀”和 “行为艺术”，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发起网络签名等活动增加曝

光度，提高 公 众 对 污 染 问 题 的 关 注 度 和 参 与 度。如 盛 世 长 城 为 绿 色 和 平 打 造 环 保 主 题 Ｃａｍ－
ｐａｉｇｎ——— “饮水儿童”，用行为艺术警示人们关注中国日益严重的水污染危机①。其次，绿色潇湘

坚持 “本地人解决本地环境问题”宗旨，组织公众举牌呼吁、拉横幅、签名以及行动产品化等表达

诉求，以得到地方政府重视与公众参与。“我们去大坝上面举牌说截污没有完成，倡导以后水退下

去了；也曾联合湖南省水利厅文明办等共同发起 ‘节水护水在行动’万人网络倡议签名活动。（访

谈资料：２０１９０３３０ＬＳＮ）”三是自然大学通过设立公众环保课堂，定期开展环保主题讲座和观 影等

活动，通过行动引导公众认识自身面临的环境风险并参与环保行动。“我们到污染风险当地组织公

众观 看 ‘水 与 村 庄’系 列 片，帮 助 公 众 了 解 水 与 生 活 以 及 环 境 保 护 的 关 系。（资 料 来 源：

２０１８１１１７ＺＤＧ）”
科学性知识走向通俗化常识的距离也是多元 媒 体通 过形 象 化方 式表 达并 建立与 公众关系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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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多元生态位环境社会组织运用阶段化策略与公众建立 “亲和性”，以推动环保行动的公众参与。
前端ＥＮＧＯ所运用的国内外专业权威媒体，通常对发生在异域时空背景中的环境事件通过夸张的

“行为艺术”使人们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有利于突破时空维度，超越个人感觉和情绪，进而形成

群体环保意识和行动共识［３４］。为了进一步将 “他域”印象与 “在地化”环境问题建立关联，本土

化环境社会组织运用当地媒体或自媒体发起污染调查活动，向当地政府提交调查报告与汇报污染监

督进程，对公众签名等活动进行实时传播，为宏观环境议题的宣称印象赋予在地化的实践载体。为

了打通环境议题风险印象到公众化行动的最后一公里，末端环境社会组织运用新媒体平台以及行动

式陪伴，与环境风险利害相关群体形成 “共识圈”，倡导动员环境风险情景中的公众通过举报与曝

光等方式维护自身权益。多元化媒体符号的形象化表达实际上是通过 “全息”实现 “全员”媒体的

过程。媒体传播发声形成的共识有利于创造一个大共同体，通过符号和象征分享经验。联合或联结

行动是创建共同体的条件，为此，基于形象化符号的多层次表达构建环境关心与公众行动的三大共

同体，即突破时空维度的全球环境正义公众、在地化环境关心公众以及环境风险利害相关公众，从

而为科学知识到大众化常识的演绎主体提供一种类型分析途径。那么，不同生态位ＥＮＧＯ又是如

何动员多元主体采取环境行动呢？

５．议题的行动转化：采取行动可获经济收益。公众参与是环境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关键。
既有研究表明，低成本视角下的利己主义是环境行为的主要动 因 之一［３５］，而环境社会组织的环保

实践作为一种组织化行动有利于突破个体 化理性选 择 困 境。基于环境问题的公共性以及利益相关

性，不同ＥＮＧＯ如何引导具有高度利益分化的公众从 “关注环境风险”到 “参与环保行动”转变？

对环保行动的回报考察成为环境议题建构的关键转折点。首先，作为国际组织代表的绿色和平关注

全球环境问题，以环境正义原则倡导公众环保意识觉醒。绿色和平呼吁保护水资源，即是保护人类

命运共同体。二是在地化环保行动的绿色潇湘则坚持 “本地人解决本地问题”的行动原则，以社区

为本的环境利益为目的组织倡导 “环保湘军”建立 “使命共同体”。“典型湖南人形象是穿着草鞋，
一介布衣，心忧天下，爱管闲事，喜欢打抱不平、混论坛、看报纸，乐于公共参与，我们称为 ‘环

保湘军’。我们做家乡环保是为了让家人有干净的空气与水，所以现在很多社会组织都是本地人。我

们把市民带去水源地走访，与他们喝水切 身 相 关，他 们 非 常 乐 意 参 加。 （访 谈 资 料：２０１８０８２２ＳＣ、

２０１９０３３０ＬＳＮ）”三是处于生态位末端的自然大学以污染受害者的环境风险补偿为 “痛点”，动员污

染受害者以维护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进行环保自力救济行动。“我去污染企业，就像职业的调研记

者一样，花一个星期和企业周边的利益相关群体打成一片，不断进入到当地人的生活情景，找到他

们的痛点，把他们凝聚起来，同时去推动环保部门回应我们的诉求。（访谈资料：２０１８１１１７ＺＤＧ）”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环境问题的长期性、公共性与不确定性特点推动环境保护从传统的 “环境

靠政府”转向多元主体参与的复合治理体系。面对环境污染风险，公众作为 “理性人”，根据环境

污染受害程度进行理性选择，出现参与失灵困境。以组织化参与环保实践有利于突破个体化理性选

择困境，行动回报成为推动高度利益分化公众环保行动的途径。以形象化符号传播方式建构以公众

为主的三大环保行动共同体，并从不同层次解读 “环境正义”的实践内涵：前端ＥＮＧＯ基于全球

环境正义，呼吁突破时空约束的公众建立 “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环境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平

衡；为了将抽象模糊的全球环境正义与家庭、集体和社区的环境利益建立关联，在地化的中端ＥＮ－
ＧＯ基于本土环境问题建立以社 区 为 本 的 “使 命 共 同 体”，实 现 环 境 利 益 区 域 性 与 群 体 性 的 统 一；
末端ＥＮＧＯ陪伴环境污染受害者共同行动，以粗放的举报与曝光等方式引导受害者进行 “游击战”
式等自力救济以维护自身权益，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结合。多元化生态位ＥＮＧＯ与公众共同

体在环保行动中，对 “环境正义”使命形成 “全球化环境正义———社区为本的环境正义———个体性

环境利益补偿”的多层次解读，从而为公众参与失灵现状提供一种合理化解释。环境污染受害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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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补偿诉求的抗争，实质上作为宏观环境公益价值的一种微观基础，从而基于环境公益与私益的

统一，构建公众与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行动体系。那么，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风险以及公众对

环境问题的参与行动诉求，政府如何进行回应？

６．议题的合法性保障：制度化的支持者。“把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变成大多数公众的争论”，将

问题感知和政治行动的要求建立联系作为 “政策之窗”开启的触发条件。然而，大部分环境议题一

旦抛出便进入漫长的宏观认知阶段而缺乏公众行动。环境污染风险如何从个体局部困境演变为公众

关注，并最终引起政府重视以及上升到政策议程，从面上回应环境问题？不同生态位ＥＮＧＯ在环

境问题建构过程中，凸显功能互补的制度化支持演进路径。一是前端绿色和平基于环境正义使命聚

集科学团队形成的调查报告，依托国内外媒体进行传播，通过 “非暴力直接行动”的环保行动表演

艺术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为环境议题直接进入环 境 问题 的 制度 化 议 程 创造契 机。２０１３年，绿

色和平成功推动壬基酚等有害化学品纳入 《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 “十二五”规划》重点防控化学品

名单。二是中端绿色潇湘作为在地专业性社会组织，通过打通政府与公众微博互通机制，合法有序

提交调查报告，以动员孩子 “给市长写信”等特色项目与政府建立例行沟通机制，获得行动的合法

性与可持续性。“守望者发布污染问题的微博，省里的两位官员朋友就会去转发，＠当地环保局跟

进，让地方环保局觉得上面有人在支持……动员参与 ‘上游一公里’的小朋友给市长写信，建立公

众诉求与政府回应之间的例行沟通机制。（访谈资料：２０１９０３３０ＬＳＮ）”三是处于末端的自然大学以

“一线行动为主线”的制度外参与实践，虽然组织分散、规模小，但具有高度的灵活 性 和 自 由 性。
“我们偏向于个人的做事方式有一个优势，一个地方折腾不成功可以换地方……北京把事情挑出来

之后地 方 组 织 就 有 干 预 的 理 由 了，为 一 些 污 染 案 例 或 者 本 地 的 污 染 问 题 撕 开 口 子。 （访 谈 资 料：

２０１８０８２４ＤＰ、２０１８１１１７ＺＤＧ）”
基于生态位的 “优势互补”，环境社会组织采取制度内外两大行动策略形成内外呼应，上下联

动倡导环境问题的制度化进程。一是通过制度体系外的舆论造势与行动倡导策略推动环境问题的宏

观关注与利害相关者行动，即前端ＥＮＧＯ运用国内外权威媒体优势，形成舆论压力，倒逼相关部

门重视，并与社会组织建立例行沟通机制，通过专业化倡导合作，推动环境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快

车道；而处于末端的ＥＮＧＯ则以 “一线在地行动”优势，倡导环境风险利害相关公众采用流动作

战方式，创造制度外自由行动空间，同时避免身份合法性的困境，形成 “凝聚的一团散沙”联盟行

动模式。二是为了形成制度内外行动呼应，作为在地环境保护主力军的中端合法性环境社会组织，
通过污染监督调查取样、提交污染调查报告、动员公众 “给市长写信”等行动产品与政府建立良性

的沟通模式，从而有序、合法倡导环境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多元生态位ＥＮＧＯ通过制度内外行动

呼应策略，形成一套合法化政策倡导的 “接力”联动逻辑：即 “超越制度约制的舆论压力造势———
制度内的信任与有序沟通———游离制度外的流动作战快速反应”。由此可见，多元化生态位ＥＮＧＯ
推动环境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过程，实质上是社会组织行动合法空间约制下的策略实践，通过边缘

化博弈实践不断为 “政策之窗”创造政治行动关注与问题感知的行动空间。为此，ＥＮＧＯ的博弈

实践呈现出从 “挑战型舆论影响”到 “温和型沟通合作”以及 “边缘型流动作战”的内外呼应与联

动，推动环境问题获得制度化的回应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的合法化支持。
环境社会组织通过 “议题形成与宣称———媒体关注与形象化传播———在地大众行动与制度化保

障”六个阶段 “接力式”建构环境问题，实 现 宏 观 科 学 化 的 环 境 议 题 到 在 地 化 的 公 众 环 保 行 动 实

践，从而形成 “自上而下环保意识觉醒与自下而上有序环保行动”联动构建环境问题的逻辑。ＥＮ－
ＧＯ建构环境问题的过程实质上凸显为一幅基于纵向多阶段环境议题向行动转化的系统性行动策略

与横向多层次环境 问 题 建 构 条 件 策 略 体 系 形 成 的 接 力 式 联 动 的 “全 景 图”，从 而 开 启 环 境 问 题 的

“政策之窗”（如表２所示）。纵观多元生态位ＥＮＧＯ阶段性建构环境问题的策略逻辑，其体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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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的科学调研报告＋激进式新闻发布———中端的在地调查报告＋合法有序提交相关部门———末

端的发现问题＋自媒体曝光”。从横向的建构条件分析发现，建构过程经历 “议题形成与宣称———
议题传播与行动转化———议题制度化支持”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多元生态位环境社会组织基于专业

化与合法性约制形成建构的策略体系：即多层次资源动员合作宣称环境议题，立体式全媒体建构议

题传播的 “全景图”，媒体符号形象化表达建构议题 “大众化”演绎过程，环境正义多层次解读与

实践形成环保行动共同体，以及制度内外呼应建构环境问题制度化支持路径等。由此可见，环境问

题建构的过程即是环境议题从宏观走向微观，从科学专业化、规范化走向大众化和通俗化，从环境

问题意识走向环保行动的转化过程。

表２　多元生态位ＥＮＧＯ建构环境问题的过程与策略分析

建构过程维度 ＥＮＧＯ生态位各层次行动措施 建构条件策略

建构阶段 建构六大条件 前端：绿色和平 中端：绿色潇湘 后端：自然大学

Ｓｔｅｐ１：议 题 形

成与宣称阶段

①科学权威支持

和证实

科学调查报告与发

布

在地专业化解读与

实践，污染调查报

告发布

大众化实践与产品

通俗化应用

多层次资源动员与

合作主张宣称议题

②科学普及者 国内外环境资源整

合

在地资源整合与建

立信任

专业知识行动实践

与本土经验总结

Ｓｔｅｐ２：议 题 传

播与行动转折阶

段

③媒体注意 国内外权威媒体＋
大众媒体

地方媒体＋自媒体 自媒体＋网络社群 立体式全媒体建构

议题传播的 “全景

图”

④符号和形象词

汇修饰

“非暴力直接行动”

行为艺术

行动产品化与项目

化遍地开花，地方

实践网络构建

一线行动实践，自

媒体曝光

媒体符号形象化表

达建构议题 “大众

化”演绎过程

⑤采取行动可获

得经济收益

环境正义的 “环境

命运共同体”

社区为本的 “使命

共同体”

受害者利益补偿的

自力救济与抗争

环境正义多层次实

践

Ｓｔｅｐ３：议 题 制

度化支持阶段

⑥制度化支持者 社会舆论加速议题

制度化的快车道

制度内有序沟通与

支持模式程序合法

化

“游 击 战 式”的 制

度外 “小世界”行

动

制度内外呼应建构

环境问题制度化轨

道

建构行动策略 调研报告＋激进式

新闻发布

调查报告＋合法有

序提交相关部门

发现问题＋自媒体

曝光

———

建构结果 议题形成与宣称形

成舆论影响

议题 “在地化”实

践创新

议题 “通俗化”公

众实践

环境问题 “政策之

窗”开启

（二）ＥＮＧＯ “接力式建构”环境问题行动策略的原因分析

从ＥＮＧＯ “接力式”建构环境问题的行动策略发现，基于特定政策环境背景下ＥＮＧＯ的行动

空间与生存发展方式受到差异性约制。本部分从政策环境、资源动员、媒体传播方式等方面对ＥＮ－
ＧＯ建构策略进行原因分析，为明确不同类型ＥＮＧＯ功能定位以及分类拓展社会组织行动空间的政

策支持提供实践指导。

１．以 “合法性”为基础建构组织行动的 “橄榄型”空间。有学者认为， “利益冲突议 题”与

“社会动员”成为环境社会组织行动自我审查的 “双重小世界”边界［１１］（Ｐ２２－４５），表明政府与环境社

会组织 间 是 一 种 协 商 式 共 生 关 系，政 府 既 对 ＥＮＧＯ 进 行 严 格 管 控，又 与 之 达 成 有 意 识 地 合

作［３６］（Ｐ２７－５９）。十八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进入治理时代，明确指出社会组织、公众成为参与 “美丽

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出台但一直未修订的社会组织管理相关条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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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组织发展凸显一系列约束性：一是 “双重管理”制度 （即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登记

管理机关申请登记”）导致大量末端环境社会组织因为无法找到业务主管单位而难以获得合法性身

份，处于灰色活动地带或退而选择工商注册，后端ＥＮＧＯ以粗放式 “一线行动实践”以获得制度

外自由行动的 “小世界”空间。二是基 于 “属 地 管 理”以 及 业 务 范 围 的 “非 竞 争 性”①，引 导 在 地

合法注册的ＥＮＧＯ开展 “专业调查报告”以及有序监督，然而作为中端专业化环保行动的 “主力

军”却难以突破地域限制，进而寻求与前端和末端组织建立合作关系网络以拓展行动空间。三是境

外环境社会组织的限制性发展导致前端与中端ＥＮＧＯ发展不足。２０１７年开始施行的 《境外非政府

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规定， “境外非政府组织未登记设立代表机构、开展临时活动未经备案的，
不得在中国境内开展或者变相开展活动，不得委托、资助或者变相委托、资助中国境内任何单位和

个人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导致自１９９０年代前后大批进入中国的境外环境社会组织由于缺乏注册

资质陆续退出，部分国际ＥＮＧＯ只能通过临时备案方式在 “特定区域、特定议题”开展活动，如

处于前端的绿色和平以 “备案制”方式围绕特定议题在特定区域空间以 “行动带来改变”为使命开

展激进的环保活动。
由此表明，在特定 的 环 境 政 策 背 景 下，基 于 合 法 性 水 平 中 端 的ＥＮＧＯ明 显 大 于 前 端 与 后 端

ＥＮＧＯ，形塑有序参与环保行动的 “橄榄型”治理空间，并在此基础上自然形成功能定位以及各司

其职的环境正义的 “使命共同体”，前端ＥＮＧＯ运用专业团队与资源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论证与宣

称，借由地方环保主力军对环境议题进行在 地化 解 读与 产品 开发，并通过一线流动作战的ＥＮＧＯ
行动倡导实践，从而拓展环境议题内容以及突破行动空间边界，合力实现环境问题建构。

２．资源导向下以 “生存型组织”拓展 “专业化组织”的公众性空间。以资源为导向的ＥＮＧＯ
发展路径呈现阶段性特点：发展早期依靠境外基金会资助，出现 “去政治化”的同质发展，如大多

组织集中从事环境教育、物种保护等领域［３７］［３８］。发展中期基于行业 “优胜劣汰”选择，逐渐分离

为两条路径：一是资源丰富、专业性强的大规模组织，偏向从事污染治理、自然教育等常规 “低风

险”活动［３９］（Ｐ１６－４１）；二是资金不足、规模小的组织主要依靠志愿者的时间和精力展开行动，倾向于

采取具有对抗性的活动以引起社会关注［４０］。发展后期以国内基金资助为主，侧重推动规模大、专

业化强的环境社会组织持续做大做强，而处于成长期的规模较小的组织被排除在资源分配系统之

外，面临因缺乏资助而退出的风险。随着２０１７年境外基金陆续退出，国内两大环保基金会 （阿里

巴巴以及阿拉善ＳＥＥ）占据垄断性资助地位，导致环境社会组织发展面临三大困境：资金渠道的

单一化风险；对大 型 的 专 业 性 组 织 支 持 导 致ＥＮＧＯ工 作 领 域 的 同 质 性 以 及 资 源 聚 集 的 “马 太 效

应”；三是凸显组织专业性水平与公众参与的悖论，导致公众性低水平参与组织专业化治理行动。
目前ＥＮＧＯ资源动员环境呈现一幅专业化优势发展型资助的生态图。一方面，专业化的环保

话语与实践行动顺应国内外基金资助的方向与偏好，大规模、专业化的国内外ＥＮＧＯ占据国内外

丰富的基金会资源，其通过专业化报告发 布 对 环 境 问 题 进 行 科 学 宣 称；而 专 业 化 水 平 较 高 的 在 地

ＥＮＧＯ将宏观环境问题进行本地化环境污染 风险 的 解读，开 发 污 染 监 督 产 品 供 一 线ＥＮＧＯ使 用，
但同时陷入专业化水平提升与公众化动员不足的悖论；另一方面，基于早期境外基金会孵化培育的

小规模、未注册的环境社会组织，以通俗化与粗放的行动倡导实践与公众建立连接，作为大型专业

化ＥＮＧＯ与公众的桥梁。面对资源分配排斥的困境，新兴的小规模环境社会组织转向动员公众参

与和筹款以获得 “求生存”的机会。由此表明，基于专业化优势发展型资助原则，大量处于夹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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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非竞争性”是指在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有关不予登记的情形

中规定：“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的”，表明在同一行政

区域内除由环保部门主管的一家环境社会组织外，其他的环境社会团体与民非单位注册可能存在 “非环保部门”现象。



生存的后端ＥＮＧＯ作为共同推动多元生态位的环 保 实 践，成 为 搭 建 专 业 性 与 公 众 性 策 略 的 桥 梁，
实现 “上下接力式”的环境治理模式；此外，身份合法性是获得项目支持的前提，众筹时代的到来

有利于一线ＥＮＧＯ突破制度与空间限制，为获得 “求生存”的资源创造契机。

３．环境议题的融合性媒体传播与多元话语实践。环境议题通过在 媒 体上 不断 出现而 获得 合法

性，ＥＮＧＯ通过制造能够引起社会舆论关注 某 个环境议题 事 件向 政 府 施 加压力，促使政府关注公

众的规范、利益和行为等，从而将 环 境 议 题 推 向 政 策 议 程［４１］（Ｐ１８９）［４２］（Ｐ４７２－４７４）。首 先，环 境 传 播 主 体

从单一主导走向多元话语实践。传统媒体时期，政府通过权力和资源优势，借由权威与主流媒体在

环境传播的话语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控制信息选择权、发布权及主要流向。由于资源受限以及合

法性压力，早期ＥＮＧＯ负责人通过兼具环保人士与媒体工作者的双重身份为环境传播创造有限的

话语空间，如以新闻工作者身份呈现环保公益活动信息，同时为弱势群体维护自身环境生存权益提

供表达渠道［４３］［４４］（Ｐ２７３－２７７）。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以政府为主导的专业引导媒体与综合性媒体纳入环境专

栏传播，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拥有实时交互优势的新媒体为公众创造了话语空间，自媒体成

为公众发布与宣传多元环境议题的重要途径［４５］［４６］。其次，从议题表达来看，传统媒体以常规性议

题为主，而新媒体创设大量开放性的新议题。传统媒体以生态保护与节能减排议题为主，新媒体则

以各类污染议题为主。随着传统 “新闻舆论场”以及现代 “民间舆论场”的互动合作，环境议题以

融合传播方式出现，通过新媒体创设新议题，传统媒体跟进报道，将网络意见推向高潮，发挥各自

优点。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环境信息获取与发布获得较大的开放性和自由度，打破了精英话语和专

业话语垄断，公众话语成为新媒体语境格局的重要补充，为从多元话语建构环境问题创造了条件。
研究表明，ＥＮＧＯ运用多阶段媒体融合传播路径，为专业化环境问题转向通俗化解读提供了

契机。新媒体的使用在打破传统话语垄断的同时，拓展了话语实践主体与空间。前端ＥＮＧＯ采取

权威而专业的国内外媒体为环境问题进行激进的 “行为艺术”宣称，形成面向自上而下环境问题的

专家与专业话语系统；中端ＥＮＧＯ作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使用的桥梁，运用在地官方媒体维

持政府的主导话语权，同时结合专业话语与在地环境问题，运用新媒体进行 “本土化”的话语实践

解读，形成遍地开花的行动产品与项目；末端ＥＮＧＯ得益于新媒体成本低、传播广、时效强等优

势，运用自媒体和网络社群形成联盟支持话语平台，通过在地行动倡导与通俗化解读，突破专业与

权威话语垄断，从而为 “自上而下”多层次话语实践建构环境问题提供公众参与的现实依据。基于

媒体转型发展，通过多元 生 态 位 的ＥＮＧＯ的 话 语 实 践，形 成 从 国 内 外、权 威 专 业 话 语 到 本 土 化、
地方性话语解读环境问题的行动网络。

为此，不同生态位的ＥＮＧＯ通过组织化接力倡导实践，为建立公众环境意识到环境行为关联

讨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前端、中端与后端ＥＮＧＯ的接力行动实践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一

是基于宏观政策对ＥＮＧＯ合法性的约束。不同生态位ＥＮＧＯ通过 “备案制”、 “合 法 注 册”以 及

“小世界”自由行动策略，持续构建上下联动的 “橄榄型”行动空间，中端的合法行动空间以前端

组织的环境议题宣称为基础，同时作为末端ＥＮＧＯ行动实践信息收集反馈的中转站以及专业化有

序回应的重要桥梁。二是基于资助环境从国际走向国内的转型变迁，ＥＮＧＯ根据专业化水平以及

与公众关系距离进行自我定位，以 “生存型”的行动实践倡导、“专业化”的污染调查报告发布以

及在地环境问题监督等工作定位建立多层次的资源动员网络，最终形成可持续与多元化的组织发展

资源动员网络生态。三是环境议题融合性传播与多元话语实践宣称。不同生态位ＥＮＧＯ基于新媒

体发展与运用，打破传统的 “权威与专业话语体系”，推动以公众为主的地方性多元主体共建本土

化话语实践，搭建公众行动实践与专家专业话语体系之间的桥梁，推动公众环境问题意识向行动转

变，从而形成 “自上而下意识觉醒以及自下而上行动倡导”的环境问题立体式建构逻辑。
研究发现，组织的合法性、专业性，媒体资源动员能力与公众参与度等因素影响环境社会组织

—２８—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建构环境问题。不同生态位ＥＮＧＯ对环境问题的建构过程反映了结构与行动视角下的行动者间的

合作与博弈实践过程 （如表３所示）。基于事件流阶段、组织专业性以及功能定位标准划分 前 端、
中端、后端三大生态位的ＥＮＧＯ类型。通过环境问题建构过程中的行动策略分析发现，前端ＥＮ－
ＧＯ以专业性与资源动员能力优势形成 “议题宣称与媒体舆论影响”，中端ＥＮＧＯ以合法性为主导

成为 “议题在地化实践”主力军，末端ＥＮＧＯ因与公众联系具有天然优势，成为 “议题通俗化与

行动普及”的倡导者，通过多阶段行动实践，最终形塑环境议题 “宣称与媒体舆论影响———在地化

实践———通俗化行动普及”多阶段环境问题建构的过程逻辑。

表３　ＥＮＧＯ建构环境问题行动策略的影响因素分析

事件流阶段 前端：绿色和平 中端：绿色潇湘 末端：自然大学

生态位特征 高 中 低

①合法性 ＋ ＋＋ —

②专业性 ＋＋ ＋ —

③媒体资源动员能力 ＋＋ ＋ —

④公众参与度 — ＋ ＋＋
建构结果 议题宣称与媒体舆论影响 议题在地化实践 议题通俗化行动普及

　　注：该表只从定性做判断，无量化含义；“＋＋”表示在该 维 度 上 具 备 较 高 水 平 表 征，“＋”表 示 在 该 维 度 上 具 备

中等水平表征，“—”表示在该维度上具备较低水平表征。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推动公众环保意识向环境行动转化，成为实现美丽中国环境治理蓝图的必

然路径，其前提条件是专业的环境议题以及政府主导话语走向地方性与公众性的环境行动实践。本

研究立足于组织 “生态位”合作网络与社会建构过程视角，提出 “多元生态位———接力式建构———
环境问题政策化”的问题建构过程逻辑。在特定政策背景下，基于事件流阶段、专业化水平以及功

能定位将环境社会组织划分为前端、中端与后端三大生态位，通过多层次环境问题建构条件策略以

及多阶段环境议题向行动转化的系统性行动策略整合，形成 “接力式”联动建构环境问题的 “全景

图”，从而开启环境问题的 “政策之窗”。为此，多元ＥＮＧＯ建构环境问题 “接力式”模式体现为

以下三大行动逻辑。
第一，多元生态位ＥＮＧＯ “接力式”建 构 环 境 问 题 的 全 景 图。前、中、后 三 大 生 态 位ＥＮＧＯ

自上而下协同合作，推动环境问题建构的全过程：“议题形成与宣称———议题在地化实践———议题

通俗化的公众实践”。经验研究表明，在特定社会结构背景下的ＥＮＧＯ参与环境治理实践呈现 “生

态定位”的功能差异，即以专业性为主导的前端ＥＮＧＯ，以一线行动倡导公众参与为优势的后端

ＥＮＧＯ以及以合法有序的在地化行动为主导的中端ＥＮＧＯ。多元生态位ＥＮＧＯ “接力式”环境问

题建构凸显三大特点：一是多层次性。ＥＮＧＯ多层次行动策略对问题建构条件的整合性解读。二

是多阶段性。ＥＮＧＯ通过多阶段策略行动，实现环境议题向环境行动转化的过程实践。三是协同

性。环境问题科学化与专业化从宣称到公 众 关 注 与 在 地 化 的 行 动 实 践 过 程，实 质 上 是 不 同 生 态 位

ＥＮＧＯ多层次解读与实践建构条件以及多阶 段 建构环 境 问 题 的合 作 与 博 弈结果，从而形成 “接力

式”环境问题建构的全景图。
第二，以多元生态位ＥＮＧＯ建构 “上下”联动的环保行动网络空间。通过多阶段 “专业化到

通俗化”的解读，连接宏观科学环境议题关注与微观公众的本土化实践经验。面对环境污染风险，
环境社会组织作为治理行动网络的重要主体，基于合法性、专业性以及资源动员能力等约束，在竞

争实践中逐渐形 成 具 有 差 异 化 优 势 的 生 态 位 划 分。多 元 生 态 位ＥＮＧＯ协 同 拓 展 环 境 议 题 建 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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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联动的行动空间：前端ＥＮＧＯ基于专业性优势利用内外媒体进行科学议题宣称，末端ＥＮ－
ＧＯ具有获得公众支持的制度外自由行动空间的天然优势，作为桥梁中端的ＥＮＧＯ以合法性优势进

行在地化的实践创新以建构合法有序的地方性行动空间。有学者认为，环境社会组织作为连接政府

与公众的纽带，为何以ＥＮＧＯ运用媒体符号形象宣称的环境风险议题却未能引起公众关注？其关

键可能在于，以政府主导的规范性环保话语与通俗化公众环境行为之间存在断裂。为此，以生态位

为基础对ＥＮＧＯ进行功能定位分析，建立连接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纽带，形成宏观科学议题到微观

本土化经验实践的有序行动，构建基于政府政策倡导———社会组织专业化实践———公众环保行动的

“上下”联动的环保行动网络空间。
第三，橄榄型结构的ＥＮＧＯ发挥专业化与在地化优势，形成自上而下环境意识觉醒以及自下

而上有序行动回应，联动开启环境问题的 “政策之窗”。研究发现，“橄榄型”环境社会组织具有两

层涵义：一是ＥＮＧＯ的专业发展与规模数量结构凸显 “中端为主，前后端为辅”的特点。二是揭

示ＥＮＧＯ在特定政策环境背景下的行动空间的约制。合法注册的中端ＥＮＧＯ成为环境治理的 “主

力军”，前端ＥＮＧＯ对科学环境问题的宣称是中端ＥＮＧＯ进行 “在地化”环境议题解读与创新实

践的前提，末端行动倡导者ＥＮＧＯ基于公众支持优势为中端ＥＮＧＯ的有序行动拓展行动空间支持

与制度外资源，从而基于前端与末端ＥＮＧＯ的行动实践，突破了中端ＥＮＧＯ的地域性与议题领域

限制。末端ＥＮＧＯ陪伴式的行动倡导成为打通公众环境意识到环境行为距离的 “最后一公里”，通

过公众个体为追求自我利益补偿或以社区为本的环境正义等不同层次的实践，推动环境问题进入政

策议程，从而通过自上而下的环境意识的倡导与觉醒以及自下而上多元主体的合法、理性有序的行

动实践，联动开启环境问题的 “政策之窗”。
在复合型治理背景下，从环境社会组织的生态位视角对环境问题建构过程与策略的创新分析，

有利于通过建构 “政府—环境社会组织—公众”合作行动网络，从中观与宏观维度解读环境意识到

环境行动的距离，从而回应公众参与环境治理 “失灵”的困境。以 “生态位”为基础的环境社会组

织类型与功能定位分析表明，环境问题的 “接力式”建构模式具有多层次性、系统性、协同性以及

动态过程性等特征。
作为探索性的研究，本文还存在以下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一是以目的性抽样选择典型案例分

析，缺乏一定的科学性与严谨性。本文根据研究经验总结与理论视角构建ＥＮＧＯ的三大生态位理

想类型，并以此作为方法论基础进行目的性抽象选择三个典型案例。实际上，通过案例分析发现，
在纵向动态发展过程中同一生态位环境社会组织在环境问题建构中可能具有多生态位特征。与此同

时从横向上看，同一建构条件中不同生态位环境社会组织的行动策略也呈现整合性特征，而非单一

建构特征类型。二是本文侧重探究不同生态位环境社会组织对环境问题建构的过程性分析，未侧重

讨论环境问题建构成效。对不同的建构条件指标以及影响因素分析采用的是基于田野调查研究经验

的质性判断与解读，而非精确测量，未来将基于本研究结论的核心变量，即合法性、专业性、资源

动员能力、公众参与度等的测量，采用大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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