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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抗争的扩散效应：以邻避运动为例

曾繁旭
（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　要］基于对一组邻避运动案例的实证研究，分析中国环境抗争的扩散效应。中国环境 抗 争 的 扩 散 效 应 出 现 在 不

同邻避运动之间，它们在运动剧目、运动 框 架、组 织 形 式 等 方 面 表 现 出 了 高 度 的 相 似 性。在 中 国 语 境 下 的 运 动 扩 散

中，传统媒体作为运动模式的讲述者、互动平台的搭建者以及话语提供者的角色，自觉介入运动扩散的过程当中，而

不仅仅是报道运动信息。这与西方一直强调的中立客观的媒体属性存在巨大差异，从而丰 富 了 现 有 的 中 国 环 境 抗 争、

环境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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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环境抗争事件的数量正每年激增，成为当

下中国一个 重 要 的 社 会 现 象。在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６
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中国环境法学会副

会长杨朝飞介绍了中国近年来环境抗争群体性事件

发生的情况。中国自１９９６年以来，环境抗 争 群 体

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约２９％的增速。２００５年以来，
环保部直接接报处置的事件共９２７起，重特大事件

７２起；“十一 五”期 间，环 境 信 访３０多 万 件，行

政复议２６１４件；而 相 比 之 下，行 政 诉 讼 只 有９８０
件，刑事诉讼只有３０件。①

值得关注的是，不同环境抗争事件之间出现了

互动和运动方式跨地区扩散的现象。以邻避运动为

例，从２００７年 “厦 门 反 对ＰＸ项 目”运 动 中 的 民

众 “集体散步”，到２００８年 “上海市民反对磁悬浮

列车”中的 “集体购物”，再到２００９年 “广州番禺

反对垃圾焚烧”运动 中 的 民 众 “集 体 上 访”，我 们

似乎可以发现不同邻避运动在运动策略方面体现出

了高度的相似性。同时，厦门ＰＸ运动在缺乏核心

组织架构的情况下依靠手机短信平台进行动员，与

后续广州番禺、花都等地反对垃圾焚烧运动中依靠

论坛、ＱＱ群、微博等人际网络的 “虚拟组织”动

员模式［１］，也体现出相互呼应、学习借鉴之可能。
这些邻避运动的诸多相似性，成为我们研究中国语

境下环境抗争的扩散效应的出发点。
本研究以一 组 邻 避 运 动［２］案 例 为 观 察 对 象②，

探讨此起彼伏的环境抗争跨地区扩散的现象，以及

媒体在 其 中 扮 演 的 角 色。基 于 实 证 研 究，我 们 发

现，不同的邻避运动之间存在一种较为松散灵活、
且与媒体平台密切相关的扩散效应。

一、运动扩散与媒体角色

关于 扩 散 的 研 究，最 早 开 始 于 技 术 创 新 领

域［３］。此后，社会 运 动 领 域 的 相 关 学 者 逐 渐 将 扩

散研究与资源动员、政治过程［４］、新 社 会 运 动［５］

等理论相结合，探讨社会运动领域的扩散现象。
《国 际 社 会 科 学 百 科 全 书》（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将运动扩散定

义为：接受者 （如个体、组织、团体等）通过社会

关系结构以及文化体系，搭建与外部传播渠道相连

以及与彼此相连的网络，从而实现对某些特定事物

的接受。具 体 来 说，运 动 扩 散 包 含 以 下 要 素：第

一，充当传送者的人、团体或组织；第二，充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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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者的人、团体或组织；第三，被扩散的事物，例

如物品、信息、技术等；第四，扩散的渠道，其中

包括连接传者与受者的人或媒介等［６］。
关于 社 会 运 动 中，何 种 事 物 会 被 扩 散 开 来，

Ｍｅｙｅｒ　＆ Ｗｈｉｔｔｉｅｒ认 为，社 会 运 动 之 间，主 要 通

过借鉴意识形态框架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运动策

略和组 织 形 式 来 实 现 扩 散［７］。Ｗａｌｓｈ－Ｒｕｓｓｏ也 将

社会运动扩散的对象分为三类，一是社会运动中个

体参与动力的扩散，二是运动形式的扩散，即运动

策略、意识形态以及情感认同，三是组织形式的扩

散，即社会 团 体 选 择 的 组 织 结 构［８］。ＭｃＡｄａｍ　＆
Ｒｕｃｈｔ关于运动扩散的经典论述，也更为强调社会

运动扩散中的技术和策略层面［６］。
综上讨论，本研究将聚集于社会运动在运动方

式上的扩散，包括运动的意识形态框架、行动剧目

与组织形式等方面。这些内容的扩散，往往会导致

不同运动之间的高度相似。
媒 体 在 运 动 扩 散 中 的 角 色 受 到 了 研 究 者 的 重

视。在经典扩散研究中，大众媒体被视为是促成运

动扩散 最 为 关 键 的 外 部 来 源［２］。Ｏｂｅｒｓｃｈａｌｌ对 于

学生运动的研究发现，学生们在运动中采用的静坐

策略通过大众媒体得以扩散，并得到更多后续运动

的模仿［９］。Ｋｏｏｐｍａｎｓ认为，大众媒体在运动动员

和运动扩散中，甚至替代了社会运动参与者和组织

者的很多工 作［１０］。而 新 媒 体 特 别 是 社 交 媒 体 的 出

现，则极大便利了行动者之间跨地域网络的建立，
为运动扩散提供了新的契机［１１］。

二、案例与方法说明

本研究以一系列 “邻避运动”为案例，分析中

国环境抗争的扩散效应。其中包括厦门反对ＰＸ运

动、广州番禺反对会江垃圾焚烧运动、北京民众反

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上海民众反对磁悬浮

列车、广州花都民众反对狮岭汾水林场建垃圾焚烧

发电厂等主要案例。其中，厦门ＰＸ事件、广州番

禺事件是最有代表性的案例。
“关于ＰＸ项目建设的争议，从２００６年中开始

在厦门爆发，持续了接近两年。业主通过厦门小鱼

论坛、业主ＱＱ群、连岳 博 客 以 及 《南 方 都 市 报》
等传统媒体表达了他们的意见。与此同时，他们发

送信息给厦门市民提醒项目的潜在危险。根据维基

百科相关词 条，２００７年 的６月１日，估 计 有 数 千

厦门市民走上街头表达抗议。这一行动吸引了其他

城市的记者报道这一争议。结果，这一计划投入巨

资的工程被迫停建，随后迁往福建漳州”［１２］。

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规划 于２００９年

９月起开始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此后，番禺业主以

征集签名、集体上访等多种形式，抗议垃圾焚烧发

电厂建设。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番禺垃圾焚烧项目因居

民反对而暂停。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２日，广州番禺区政

府公布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五个备选地址，征求市民

意见。２０１１年９月８日 下 午，番 禺 垃 圾 焚 烧 项 目

再度搁置，市城管委巡视员孙金龙表示，最终决定

番禺垃圾焚烧厂建设时间表的是广州市民③。

在这一系列案例之中，厦门ＰＸ事件作为一个

经典的运动案例，受到后续运动的借鉴；而其他若

干案例之间也存在互动、借鉴，体现出高度的相似

性。
本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对不同

案例中的若干主要行动者进行深度访谈，了解他们

在多大程度 上 借 鉴 其 他 运 动 的 动 员 策 略 与 组 织 形

式。在此基础上，试图还原运动扩散的动态逻辑。

此外，本研究对传统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简单的内

容统计，以便观察传统媒体在扩散中的角色。

三、运动扩散：经典运动案例如何被借鉴

细致观察我们的案例，不难发现若干邻避运动

在行动剧目、运动框架与组织形式等方面都表现出

彼此相近。厦门ＰＸ运动拉开了中国邻避运动的大

幕，此后邻避运动进入了一个高潮期④。后续的邻

避运动在多个 层 面 上 对 厦 门ＰＸ运 动 进 行 了 借 鉴。
这些邻避运动案例的相似性如表１所示。

表１邻避运动案例的相似性

运动方式

的基因

厦门反对

ＰＸ项目

北京六里

屯反对垃

圾焚烧

上海民众

反对磁悬

浮列车

广州番禺

反对垃圾

焚烧

广州花都

反对垃圾

焚烧

行动剧目 集体散步 集体上书 集体购物 集体上访
集体游车

集体上访

运动框架
环境正义

公众参与

环境正义

公众参与

环境正义

公众参与

环境正义

公众参与

环境正义

公众参与

组织形式 去组织化 去组织化 去组织化 去组织化 去组织化

首先，在行动剧目方面，后续的邻避运动从厦

门案例传承了基因，同时也对其进行了创新。按照

蒂利的 定 义，行 动 剧 目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⑤ 指 的 是 “一

种地方性的、为人熟知的、群体性的诉求伸张活动

的表现形式”［１３］，它是行动者的策略组合。

厦门抗议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１日 达 到 巅 峰，民 众

以 “集体散步”（其实质为一种 “温和、松散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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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游行”，但为了 强 调 “去 政 治 化”的 内 涵，称 其

为 “散步”）的方式表 达 抗 议，约 有 数 千 人 同 时 走

上街头。这成为了 “厦门ＰＸ事件”最为重要的行

动剧目。仅仅在四天之后，近千名北京六里屯的民

众齐聚于国家环保总局门前，表达对于 “建设垃圾

焚烧厂”的反对之声。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２日、１３日，
上海民众 聚 集 于 人 民 广 场 与 南 京 路 等 地 段，反 对

“沪杭磁悬浮上海段的建设路线”，此时，业主们将

厦门市民 的 “集 体 散 步”口 号 改 为 “集 体 购 物”。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３日，广 州 番 禺 民 众 从 四 面 八 方 聚

集于广州市城管局门口并随后 “散步”到市政府门

前，民众将自己的行 为 定 义 为 “集 体 上 访”，即 通

过法定方式 向 有 关 部 门 陈 述 民 意。⑥ 随 着 番 禺 区 委

书记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０日宣布不在原来位置建设

垃圾焚烧 炉，番 禺 民 众 的 抗 议 宣 告 获 得 暂 时 的 胜

利。三天之后，１２月２３日，来自广州花都区的百

余民众 就 完 全 借 用 了 番 禺 民 众 的 “集 体 上 访”剧

目，于当年 最 后 一 个 城 管 委 接 访 日 递 交 多 份 民 意

书。⑦ 除此之 外，花 都 区 狮 岭 镇 碧 桂 园 假 日 半 岛 小

区的近百名业主还组织了一支包括６０余辆私家车

的车队进行 “集体游车”，于１２月１３日１７时左右

到达花都区政府门前，打出横幅并散发传单，告知

围观市民垃圾焚烧厂的危害，呼吁共同反对汾水垃

圾焚烧发电厂建设。究其实质，各个邻避运动最为

核心的行动剧目，虽名称有别，却异曲同工，表现

了极为相近的基因。
其次，在运动框架的设定上，行动者往往通过

建构议题的 “意义”，去动员参与者并整合参与者

的行动诉 求，使 之 产 生 新 的 身 份 认 同［１４］。从 厦 门

反对ＰＸ运动，到北京六里屯、广州番禺、广州花

都等地反对垃圾焚烧运动，再到国内其他地区的各

种邻避运动，都分享着甚为相近的运动框架———环

境正义与公众参与，即诉求于保护绿色家园，并强

调政府决策过程中应通过程序安排而将民意纳入考

虑。
厦门民众 “反对ＰＸ”的 抗 议 口 号，如 “反 对

ＰＸ，保卫厦门”、“爱护厦门，人人有责”、“保卫

厦门，拒绝劈叉”、 “抵制ＰＸ项目，保市民健康，
保厦门环境”⑧ 等，体现出 “环境正义与公众参与”
的运动框架。后续的诸多邻避运动大多延续了厦门

ＰＸ运动的 “环境正义与公众参与”的框架。比如

广州番禺业主在游行中将 “反对垃圾焚烧”、“保护

绿色广州”标语印在口罩、Ｔ恤衫以及汽车车贴之

上，并高喊 “民意不可违”、“政府出来对话”的口

号；广州花都的业主也打出 “反对垃圾烧到清远”、
“保卫家园”的运动口号；北京六里屯民众的口号

则是 “反对在六里屯兴建任何垃圾处理设施，让我

们携手共创美好的家园”以及 “坚决反对在上风上

水的北京海淀六里屯建垃圾焚烧厂”。
再其次，厦门ＰＸ事件开创了 “虚拟组织”的

组织形式，同样为后续的邻避运动所借鉴。简而言

之，由于社会组织资源的匮乏以及公民行动面临较

高的风险，中国行动者探索出了一种基于新技术平

台的公民行动组织模式———虚拟组织。在传统的社

会运动中，精英分子往往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架构

动员潜在 行 动 参 与 者，但 “虚 拟 组 织”的 动 员 过

程，则是一个相对民主开放的过程，行动者们通过

短信、论坛、ＱＱ群、微博等新技术平台展开协商

与论辩，形成主动性意见并引导行动。这是一种较

为松散但有利于群众性创意的组织动员方式。［１］

上海反对磁悬浮列车行动中，“厦门经验”四

个字成为行动者们挂在嘴边的词语之一，在散步过

程中，不时有居民分发打印出来订成一本的厦门经

验［１１］。广州反 对 垃 圾 焚 烧 运 动 则 将 这 一 “虚 拟 组

织”的动员方式发挥到了极致。得知即将在广州番

禺会江村附近兴建垃圾焚烧厂的业主们，为了让政

府倾听他们的呼 声，积 极 运 用 社 区 论 坛、ＱＱ、微

博、ＭＳＮ等新媒体工具展开公民行动的组织和动

员，策划了大量的抗争行动；并主动和传统媒体互

动，争取外部舆论支持。业主们把自己制作的 “散
步”交 通 路 线 示 意 图 发 布 在 新 浪 微 博、Ｔｗｉｔｔｅｒ、
开心网、天涯 社 区、 “江 外 江”论 坛 等 网 络 空 间，
呼吁大家自发参加。１１月２３日的这次千余人的游

行，也赢得了 “项目暂停建设”的政策回应，获得

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关注。

　 （厦门ＰＸ）是一 个 成 功 的 榜 样。我 们 也 会 比 较 厦

门ＰＸ事件和我们这 个 事 件，到 底 有 哪 些 优 势 和 值 得

学习的地方。也会比较我们有什么劣势。……厦 门 的

人非常齐心，一个城市的人有多少，如果一个 城 市 的

人都 反 对 的 话，这 个 政 府 是 不 可 能 霸 王 硬 上 弓 的。

（对广州番禺行动 的 活 跃 分 子 樱 桃 白 的 访 谈，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

我是因为番禺焚化炉的事件认识的巴索。最 早 在

网上有所交流，后来我到广州做调研，和中山 大 学 政

治系一起邀请 番 禺 居 民 代 表 参 加 垃 圾 问 题 的 研 讨 会，

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他。后来我们就一起交流关于垃 圾

处理的话题，同时我们也常常交流城市文化 保 育、公

民社会发展等 话 题。我 一 开 始 属 于 比 较 外 围 的 参 与，

后来渐渐为巴索他们出谋划策……最近两三年主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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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筹建和运行宜居广州这个 ＮＧＯ。（对北京自然之友

总干事张伯驹的访谈，２０１３年４月）

四、传统媒体在运动扩散中的角色

在中国的语境下，由于行动者直接在线下进行

组织化的互动，可能面临较高的政治风险，因此传

统媒体在环 境 抗 争 的 扩 散 中 扮 演 了 非 常 重 要 的 角

色。在其中，传统媒体平台主要发挥了两个方面的

作用：
第一，传统媒体平台的大规模报道，扩散了运

动的影响力，为后续运动案例提供了运动模式的细

致描述。
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社会运动扩散中，媒

体在 传 递 运 动 信 息 和 经 验 方 面 发 挥 着 重 要 的 作

用［１５］。被报道的 运 动 能 为 其 他 地 区 的 相 似 行 动 的

行动者们提供第一手的学习资料，并可能引发其他

行动者的模仿［１６］。
在本文的邻避运动案例当中，传统媒体先是对

厦门ＰＸ事件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 “厦门人”更

是被 《南方周末》、 《南方人物周刊》评 选 为２００７
年度人物，他们 “抗争的勇气”、“适时的克制和妥

协的智慧”，以及 “由此产生的民主议事和决策制

度”得到了媒 体 的 褒 奖。⑨ 在 访 谈 中 发 现，番 禺 反

垃圾焚烧运动一些组织者，完全是通过媒体报道参

考了厦门ＰＸ事件的经验，而与ＰＸ事件的核心参

与者连岳等并没有直接的人际沟通。
凑巧的是，在２００９年，广 州 番 禺 行 动 者 同 样

被 《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选为年度人物，
因为这群 “理性的社区居民”“用自己组织的方式

扩大声势；紧贴官员和政府反应变化议题，甚而采

用温和合理的抗议方式，紧贴社区需求，同时带出

更普遍的权益诉求，并最终取得胜利”瑏瑠。
我们选取厦门ＰＸ事件、广州番禺民众反对垃

圾焚烧事件这两个发生较早、被后续运动借鉴较多

的邻避运动，分析其发生一年内媒体的报道数量。
通过百度新闻搜索平台，检索报道相关议题的传统

媒体和网站，并在此基础上剔除因转载而内容相互

雷同的报道。我们发现，厦门ＰＸ事件在一年当中

的报道数量达到７２７篇，广州番禺事件的年度报道

数量达到４５０篇。
在这些媒体报道中，不少报道都重点讲述了运

动的诉求与行动模式的问题。比如，《中国新闻周

刊》对于厦门ＰＸ事件的报道 《短信的力量———厦

门ＰＸ风波 启 示》，就 介 绍 了 该 运 动 中，行 动 者 采

用手机短信这一新媒体平台发出 “百万短信”这一

去组织化的动员模式。而随后的番禺民众反对垃圾

焚烧事件中，传统媒体的相关报道，也较多聚焦于

行动者如何使用包括论坛、ＱＱ群、微博在内的一

系列新媒体平台进行运动动员。
第二，传统媒体促进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同

时也是向行动者们传递其他地区经验的话语主体。
《南方都市报》的 “岭 南 大 讲 堂”活 动 曾 经 邀

请环保联盟台北分会总干事、永康社区环境改造计

划主持人林正修讲座，主题为：垃圾处理：台湾十

年的经验。这个讲座表现出媒体人通过各种平台推

进当地的邻避运动向台湾借鉴经验，为行动者的交

流提供了机会。其中，＠我来自花都在番禺的 “江
外江业主论坛”上 发 帖 称， “这 个 讲 座 很 有 意 义，
教训、经验都非 常 吻 合 大 陆 的 情 况”瑏瑡。在 场 不 少

番禺业主去听，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地运动者

的互动。
在广州反对垃圾焚烧运动早期，广州媒体被限

制直接报道行动者的故事，《南方人物周刊》、《南

方都市报》等媒体选择从技术层面展开讨论，介绍

台湾等地的垃圾处理技术，以及反对垃圾焚烧的历

史经验。比如 《台湾向垃圾焚化炉说不》就介绍了

台湾在垃 圾 处 理 方 面 的 历 史 经 验 和 话 语瑏瑢。此 后，
这篇报道在番禺丽江花园的 “江外江论坛”等当地

业主交流平台上传播，使得台湾等地的垃圾焚烧经

验被扩散开来。
在２０１１年，广州反对垃圾焚烧 运 动 进 入 了 后

期， 《南方都市报》成为了 “垃 圾 分 类 试 验 小 区”
的监督者与推动者，在广州万科金色家园率先开展

“广州市垃圾分类南都试点”，试点学习台北 “垃圾

费随袋征收”经验，培 养 试 点 区 居 民 养 成 用 专 袋、
分类投放垃圾的生活习惯，并通过 “少用袋奖、多

用袋罚”的经济政策促使居民从源头减量瑏瑣。通过

这样的方式，媒体与行动者从原来的报道与被报道

关系，发展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合作关系。
在中国语境下的环境运动扩散中，传统媒体作

为运动模式的讲述者、互动平台的搭建者以及话语

提供者的角色，与西方一直强调的中立客观媒体属

性存在巨大差异。媒体自觉介入运动扩散的过程当

中，而非只是起到报道运动信息的作用［１７］。

五、中国式的环境抗争扩散

通过对于一系列邻避运动案例的探讨，我们发

现，虽然中国的环境抗争面对着信息流动障碍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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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外部压力，但运动扩散的现象正在出现，不同

区域的行动者之间在行动方式与话语上展开互相学

习与借鉴。
当然，在中国语境下，完全模仿另一个地区或

者国家的环境抗争，可能是高风险的。一方面，完

全照搬之前的运动模式，容易显得与之前运动的参

与者联系密切，有过分组织化的嫌疑，更易招致关

注与管 制；另 一 方 面，对 之 前 的 行 动 模 式 不 加 改

造，也难以再次引起媒体与民众的关注；此外，政

府很可能由于在之前运动案例中积累了经验，从而

对简单模仿的运动进行管制。
正是因此，行动者非常明确地有意避免简单地

照搬异地经验，而是根据具体议题和本地实际，对

其他地区的运动模式进行本地化改造，体现出借鉴

过程中的差异化特征。厦门ＰＸ运动所采用的 “集

体散步”形式，被后续的邻避运动进行了本地化改

造。北京六里屯 反 对 垃 圾 焚 烧 运 动 中 的 “集 体 上

书”、上海民众反对磁悬浮事件中的 “集体购物”、
广州番禺民众反对垃圾焚烧运动中的 “集体上访”
等，或多或 少 都 是 借 鉴 厦 门ＰＸ事 件 集 体 散 步 模

式，结合本地区的具体语境进行了本地化改造。其

中，由于上 海 居 民 采 取 了 较 为 温 和 的 集 体 购 物 方

式，避免了跟地方政府在该议题上的直接对抗。而

在政治生态相对更为宽松的广州，番禺、花都等地

反对垃圾焚烧行动者们采用 “集体上访”、“集体游

车”等更为公众化的方式，并邀请番禺区委书记谭

应华到丽江花园商讨垃圾分类瑏瑤，通过与地方政府

的直接正面接触促成地方政府的态度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在环境运动扩散中的媒体角色

也与现有理论有所不同。传统的运动扩散理论，更

多将媒体定 位 为 运 动 间 经 验 传 播 者 的 角 色［１５］。而

在中国语境下，传统媒体不仅通过仔细描绘各地行

动者的抗 争 策 略 与 技 术，从 而 传 递 运 动 经 验 与 模

式，也充分利用自身已有的社会资源，通过举办线

下活动等方式，促进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此外，它

们还赋予厦门、广州等地行动者以 “年度人物”的

社会荣誉，使得一地的环境运动具有更为广泛的社

会感召力。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社会

组织资源还 很 匮 乏［１８］，民 众 在 运 动 的 组 织 和 动 员

等方面缺乏外部的支持与呼应，往往需要依赖媒体

代为组织和发声。这也导致中国媒体在环境运动扩

散中承担着更为重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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