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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公众参与是城市治理中的重要一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
设，能够激发公众参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增强公众执行力，整合社会
资源，确保城市治理决策能够充分平衡不同利益相关方关心的内容，同
时提升居民的归属感、“市民”意识和素质，有效促进城市发展。互联
网不仅为政府改善社会治理提供新手段，为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提供新渠
道，为进一步密切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提供新桥梁，也有利于加速推进政
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模式创新，有效提升社会管理水平。“互联网 +”模
式下的公众参与助力实现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无疑将成为新型城镇化
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形式。了解国内外公众参与案例及创新模式，对中国
的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城市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在城市治理和发展中必不可少。1969 年，美国学者谢里·阿
恩斯坦发表了“公众参与阶梯理论”，认为根据公众参与的程度可以将
公众参与划分为不同的层级，并指出公众参与的本质是公众对决策过程
即决策本身的知晓、评论及影响程度。国外开展公共参与实践，积累了
诸多有益的经验，案例以政府、企业和第三方机构的作用为重点，提供
了不同的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成功案例。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公众参与意识的提高，我国城市治理中公众参
与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目前在大城市及沿海地区有着较多的尝试与实践，
这些公众参与案例大多是自上而下的模式，即由政府发起，鼓励公众及
企业的参与。

在加拿大城镇规划和管理中，公众参与是一项必须的程序。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加拿大东部的新斯科舍省就出现了公众参与的雏形。
经过几十年发展，已成为加政府和公众都比较赞同的城市管理方式。以
多伦多为例，该市议会于 2007 年颁布并实施了“城市气候变化、空气
清洁与可持续能源行动计划”，收到良好效果。为进一步扩大本计划中
社区公众参与的范围，确保听到更多不同意见，多伦多社会发展局、财
务和行政部门与重点社区的青年团体与社区居民进行了磋商，并举办了
六次研讨会广泛征求公众对应对气候变化战略框架文件的意见。政府通
过上述方式增强了公众对应对气候变化内涵的了解，引起公众对温室气
体减排问题的关注，并明确了居民“邻里环保行动”中值得注意和改善
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促进了社区团体与企业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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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合作，成为加拿大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范例。
浙江省嘉兴市通过创新环境管理机制与参与主体，开始了从政府环

境管理向治理，以及从政府单方面管制向多元、合作、开放的转变。近
年来，嘉兴市政府着手搭建公众参与平台，先后成立了嘉兴市环保联合
会、市民环保检查团、专家服务团、生态文明宣讲团、环境权益维护中
心，让政府部门、媒体、企业、公众、专家在同一个平台就各自关心的
城镇治理问题进行协商。2010 年，嘉兴市民环保检查团和环保专家服
务团联合调研后，认为嘉兴的环境资源承载力比较低、地形狭窄，建议
市政府否决一个投资达 100 亿元的橡胶项目并获得了成功。

美国西雅图有着“全美最佳居住地”、“全美生活质量最高城市”、
“最佳生活工作城市”等诸多美称。除了温和湿润的温带性海洋气候以
外，广泛而自发的城市治理公众参与也是西雅图获此殊荣的秘密武器。
西雅图市中心协会（Downtown Seattle Association，简称 DSA）是
由企业、社会团体、西雅图市民自发组织的非营利性社区倡导机构。为
了推动西雅图交通运输环境的改善，鼓励市民低碳出行，西雅图市中心
协会从机构内部募集资金，联合市县级政府机构推出了“西雅图通勤”
项目，为西雅图市民提供免费的公交搭乘服务。此外，该机构征集 500
名不同利益相关方建议，提出了推动西雅图城市发展的“五年战略规划”，
就区域工作机会增加、可持续市中心、公共安全及人群服务、市区改造、
家庭儿童友好城市核心、替代隧道建设、社区循环、多样化信息渠道八
个方面立项，促进西雅图城市向着更加人性、便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江苏省常州市自 2008 年开始推进“阳光规划”政策，以期提高公
众参与力度，加强规划公信力。常州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聘请市民规划
师，参与规划编研、规划管理、规划执法等方面工作，并成立市民规划
师组织。这些市民规划师包括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学校老师、街道办事
员、媒体记者、退休老员工等。在近期完成的《南市河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规划》中，市民规划师提出“进一步突出南市河历史文化街区的特色”
和“补充对现有街巷风貌、肌理、建筑遗存统筹保护，最小化干预，确
保历史街区要素的原真性”等建议得到市规划局采纳。从 2008 年 -2014
年，市民规划师参与各类规划编研项目讨论近 50 次，如《常州市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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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近期实施规划》、《常州市区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规划》、《常州
市主城区社区慢行系统建设规划》等，提出意见和建议数百条。

日本的公众参与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反公害运动，目前已经
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体制与结构，它有着明显的“市民先行”特点，并得
到了日本《城市规划法》的肯定和保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以横滨为
例，为界定市民、社会、政府三方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中的责任分担，
横滨市成立了由企业组成的“资源循环事业协同组合”，其职责包括发
行环境月刊，宣传循环型社会基本理念，定期开设相关讲座、学习会；
接受政府外包，承担政府及下属机构资源分选业务；为政策咨询机构输
送相关人才，担任“横滨生活垃圾减量化行动委员会”委员，对减量化、
资源化以及生活垃圾处置相关事宜进行调查和讨论。这是工商企业通过
公共参与途径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的经典案例。

安徽省芜湖市的“市民心声”网站是安徽省最早建立起的常态化的
在线回复、在线访谈、民意征集机制。该网站将在线回复、在线访谈、
民意征集的过程、结果、评价均放到网上，形成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无障
碍沟通互动平台。同时，为了确保政府的回应性和有效性，当地政府还
把“市民心声”网站上各部门的表现纳入督察、考核体系，将市民反馈
与各部门绩效考核挂钩，提高了政府信息的公开程度，也为市民提供了
更多参与城市规划与治理的可能。

如上述案例所示，今后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互联网必将成为公众
参与的一个重要平台；政府门户网站的完善、政务微博的兴起，有效突
破政府部门间信息分割、群众参与渠道有限的问题，正在为公众参与行
政过程提供更多便捷，提升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借助互联网独特的传播
特性，公众的表达意识空前高涨，尤其在重大事件、重要舆情方面，讨
论很容易集中。近年来，在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公共事务的处
理中，特别是涉及社会民生的公共领域，都有公民参与的身影。比如，
对于医疗、教育、住房、交通、公共安全、环境保护、收入分配等公共
事务，网民都在网上广泛表达了意见，并且借助一些具体事件，参与政
府治理，如厦门 PX 事件、广州番禺垃圾焚烧风波、宁波 PX 石化项目
等事件，网民意见都对政府的公共治理形成强大压力，最终影响了事件
走向；同时，微博、博客等新媒体渠道，也培养和加强了公众的主动参
与意识。网民主动设置议程、引导公共话题走向已成为可能。

在城市治理的过程中，居民、企业家、社区组织的参与对形成城市
多元共治的局面至关重要，广泛而真实有效的公众参与可以协调利益冲
突，沟通政府与居民，获得居民的支持和理解，从决策角度来说也更加
科学合理。对比上述国外案例，我国的许多城市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
特别是公众参与的体制和机制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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