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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意识。充分发挥互联网传播作用，让公众获取到更加及

时和完整的生态环境信息，切实保障社会大众的知情权。

发挥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全球环境基金（GEF）、中华环保联合会、中

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等环保组织的沟通桥梁作用，使政府与

公众能够更有效地对话和协商。环保组织不仅有助于公众

诉求的表达，也可以有效集结民间环保力量，推动生态环

境保护进程。同时，鼓励环保组织利用自身具备的专业知

识和实践经验，在政策建议、环保宣传教育、环境监督等

多个环节发挥关键作用。

（四）搭建政府、市场、社会大众间的多方协商沟通

机制

建立黄河流域各省区互联互通沟通协商平台。借助即

时、方便快捷的互联网，构建长效对话机制。让政府及时

了解公众诉求并作出回应，对企业的排污行为进行监督和

管理，支持环保组织的治理工作。有利于企业传递真实信

息，降低信息偏差造成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民

众及环保组织可利用合理有效的对话机制监督政府及企业

的行为、提出诉求，还可参与政策的制定、实施、监督。

（五）构建跨行政区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系

1、转变提升协同治理理念

增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感、合作意识及大局意识，让其

明确生态环境治理具有区域性、整体性等特征，使各地方

政府切实承担起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工作职责。同

时，精准、可操作的政策理念与定位有利于提升跨区域协

同治理绩效。提升地方政府的传统治理理念，培养利益共

同体意识，使各级地方政府在思维和理念上形成协同治理

的共识。

2、注重协同治理的良性互动

协同治理的良性互动是提升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绩效

的关键点和突破口。要注意政策制定和治理过程的协调配

合，全程提升政策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在协同决策阶段，

要充分考虑各时期、各区域的差异，制定有针对性、具

体、可行的跨区域协同治理措施，以提高政策适用性。

3、加大协同治理激励力度

奖励激励是影响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绩效的重

要因素。创新和完善与跨区域治理目标相匹配的考核激励

机制，强化区域内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使之成为地方政

府合作的内在激励因素。例如，将对单个地方政府的生态

环境治理考核转变为对区域整体的考核，激励区域内各地

方政府为满足考核要求和达到考核目标而主动进行合作。

最终，在竞争和合作的有序协调中，形成跨域治理共同

体，实现区域整体生态环境治理绩效的提升。

注释

①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

纲要〉》，https://www.mee.gov.cn/zcwj/zyygwj/202110/

t20211009_9557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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