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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城市环境事件评选：方法、评析及启示

海骏娇，曾　刚 *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摘  要】  政府和民众对于城市环境事件的关注越来越高，树立典型是激励良性发展的有效手段。为了提高年
度城市环境事件评选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本文提出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评选方法，包含事件收集、
事件筛选、事件评定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对2016年度中国城市环境保护十大事件进行了评选，
无锡、贵溪、三亚、珠海的案例分别代表了水、土、气、生4个专项领域环境治理和保护的先进典
型；杭州、深圳、三沙的案例分别体现了以大型赛事活动为契机开展城市综合环境整治的先进经验，
以及市场化的治理手段和生态技术对于城市综合治理的重要性；上海（崇明）、重庆、鄂尔多斯（库
布齐地区）代表了因地制宜的区域生态文明发展模式。通过案例分析，得出如下启示：提升环境治
理成效应该兼顾责任制、市场化、民主化的管理模式创新和各种技术创新；生态环境要素应该被视
为城市发展的新兴增长点；城市环境保护行为具有发展和再分配双重属性，环保行为的发展属性仍
有待于继续普及，而先行城市应该借鉴典型经验，积极探索通过环境保护实现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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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政府和民众对于城

市环境事件的关注越来越高。一方面，许多城市投入大

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力开展环境保护行动；另一方

面，一些城市开始谋求通过环境保护促进地方经济的发

展新路径。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树立典型是激励良

性发展的有效手段，评选有影响力的年度城市环境事件

对于中国城市生态建设的激浊扬清有着重要价值。

已有一些媒体和机构会不定期发布年度环境事件，

但这些报告并没有阐明具体的评选依据和方法，

人为主观判断色彩浓厚。本文以《中国生态城市

绿皮书》撰写为契机 [1]，首先，通过科学系统、

主客观相结合的年度城市环境事件评选方法，弥

补了事件评选的随意性；其次，确立最具代表性

的城市年度环境事件，并对这些事件的特色和实

践内涵进行简要分析，以期为中国城市积极开展

环境保护行动提供智力支持。

1  年度城市环境事件的评选

年度城市环境事件的评选包含事件收集、事

件筛选、事件评定三个部分，层层递进，体现了

广泛性、科学性、代表性等原则（图 1）。

1.1  事件收集方法

事件收集的目的是尽可能广泛地收集城市在目标年

度的环境行为，形成完整的基础案例库。宣传媒体是监

督社会行为、改变人们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方式。

基于全球报纸数字化的发展趋势，1995 年我国正式开启

纸质报纸发行网络电子版的时代 [2]，经过 20 多年年的发

展，形成了强大的新闻事件数据库。因此，本文建议以

全国性报纸的网络平台为数据来源，通过关键词检索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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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年度城市环境事件评选方法与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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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基础案例。这种方法有效利用了全国性报纸的权威性

和导向性，获取的案例已经经过编辑和记者的专业筛选，

更具有整体比较价值，同时这种数字检索法也高效、便

捷，符合大数据时代的信息获取方式要求。相比较而言，

调查访谈城市职能部门的传统事件收集方法主观性更强，

不利于城市间的横向比较，数据获取效率较低，也不便

于收集环境污染类的反面事件。

本文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网络电子平台为

数据来源，进行 2016 年度城市环境事件的案例收集。《人

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是中国第一

大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报纸之一。该

报每周一、三、五刊载“生态”专版，周六刊载“生态

周刊”，具有丰富的城市生态事件素材。《光明日报》是

由中央宣传部代管的中央党报，定位于思想理论领域。

该报每两周刊载一次“生态”专版，并对部分事件进行

了深刻的理论评述，读者可以获取少而精的城市环境事

件。检索的事件包含上述生态板块的所有报道，以及其

他所有版面中主题包含“环保”“环境保护”“生态”“污

染”等关键词的报道。经过两轮检索与整理，2016 年度

共收集到相关新闻报道 1 880 条，构成了年度城市环境

事件的基础数据库。

1.2  事件筛选方法

事件筛选之前需要明确城市环境事件的意义。目前，

学界对城市环境事件并无明确定义，但是对环境事件、

突发环境事件等概念进行了界定。例如，浦佳、刘建涛

等学者认为，环境事件是由人为原因造成的对环境生态

的污染与破坏，进而影响人的正常生活和生产的事件 [3]。

国务院办公厅在《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将

突发环境事件定义为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

安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污染物或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害

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可

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

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造成重大

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

应对的事件。陈明、杨岚等学者也

以此为依据，对 2016 年三起重大

突发环境事件进行了案例分析 [4]。

简而言之，环境事件是人为原因造

成重大环境影响的事件。本文认

为，年度城市环境事件应该反映人

为影响性，主要发生在城市区域，

并能够代表年内环境保护的发展趋

势和关键问题。因此，城市环境事

件是发生在城市尺度、人为原因造

成的、对城市生态环境和市民生产

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参照上

述定义及特征，对基础案例库的事

件进行初选。利用中国知网文献检

索功能，对所有初选事件进行下载量排名，并将排名前

二十位的良性事件纳入年度环境保护事件的备选库，进

入最终的事件评定阶段。城市环境破坏事件同理可得。

通过手工排查，本文从 1 880 条报道中筛选出 475
条城市环境事件。经过中国知网下载量统计，并将涉及

同一城市类似事件的报道进行合并，最终得出排名前

二十位的城市环境保护事件和城市环境破坏事件。以

城市环保事件为例，下载量排名前 20 位的城市为上海

（35）、重庆（32）、安顺（32）、天津（29）、鄂尔多斯

（22）、三亚（18）、贵溪（17）、东莞（17）、沧州（15）、

无锡（14）、丽水（12）、衢州（11）、珠海（11）、济南

（11）、杭州（10）、北京（8）、渭南（7）、厦门（7）、深

圳（7）、三沙（7），检索日期为 2017 年 5 月 10 日。

1.3  事件评定方法

年度环境事件的最终评定采用专家评价法。提供入

选的环境保护事件概述与参考排名，请专家就事件的影

响性和特色性分别打分，采用 3 分量表法（1～3 分），

分值越高，代表影响性或特色性越强。最后，汇总专家

意见，将每个事件的影响性得分和特色性得分相加，总

分前十位的事件确定为年度“城市环境保护 10 大事件”。

本文邀请 10 位城市生态研究专家和 10 位相关领域

研究生为城市事件打分。除了提供各事件的概述与参考

排名，还提供了 2016 年度国家出台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相关文件，包括《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关于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的意见》《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等，保证专家评选结果与国

家政策指导方向相符。经过评分和统计，在城市环保事

件中，影响性得分较高的城市为上海、杭州、重庆，与

参考排名呈现较大的相关性；特色性得分较高的城市为

鄂尔多斯、杭州、三沙，与参考排名差异较大，对最终

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表 1）。

表1  2016年城市环境保护10大事件及其得分

城市 事件 影响性 特色性 总分

杭州 杭州借力 G20 投资逾 500 亿元深化城市环境治理 2.75 2.8 5.55

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库布齐沙漠治理模式被联合国授予“生态治

沙”典范
2.7 2.85 5.55

上海 上海崇明区正式开启“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新阶段 2.85 2.6 5.45

无锡 无锡“河长制”施行十年全国推行 2.7 2.75 5.45

贵溪
贵溪九牛岗实现最大面积单体一次性修复重金属污染

土壤
2.65 2.8 5.45

三亚 三亚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中国大陆空气质量最优城市 2.7 2.7 5.4

珠海 珠海等 7 地上榜首批“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2.65 2.6 5.25

三沙 三沙设市四年，沙洲变绿洲 2.4 2.85 5.25

重庆
重庆实施林下经济与高山搬迁相结合的生态扶贫新 
路径

2.75 2.4 5.15

深圳 深圳大鹏新区试点生态补偿累计发放 13.5 亿元 2.6 2.5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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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度城市环境事件评析

2016 年度城市环境保护 10 大事件分别来自杭州、

鄂尔多斯、上海、无锡、贵溪、三亚、珠海、三沙、重

庆和深圳 10 个城市，根据事件特征，总体可以分为专

项典型事件、综合典型事件、区域发展典型事件三类。

下文将从事件的概况、典型性、启示性等方面进行简要

分析。

2.1  专项典型事件

专项典型事件分别来自海南三亚、江苏无锡、广东

珠海和江西贵溪 4 个城市（排名不分先后），代表了水、

土、气、生 4 个专项领域环境治理和保护的先进典型。

城市环境问题往往是复合的，这些专项城市案例有助于

各地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博采众长、灵活借鉴并推广河

长制、公众参与等创新性的治理经验。

（1）事件一：无锡“河长制”施行十年全国推行。

2016 年 12 月 11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至此，无锡市“河

长制”在实行的第十个年头正式在全国推广。2007 年以

来，无锡全市 5 635 条村级以上河道陆续实现河长制管

理全覆盖，市、县（区）、镇（街道）、村（社区）四级

河长全部落实。10 年来，无锡市重点水功能区水质达标

率大幅提升 55.2 个百分点，太湖无锡水域水质好转幅度

大于全太湖。

2007 年的“太湖水危机”促使无锡市改革治理模

式，并取得良好成效。无锡“河长制”开启了我国河流

治理的新时代。各地以此为基础，因地制宜地继续完善、

推广“河长制”，逐步恢复各类水体功能，在水资源保

护、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治理方面践行生态文明建设和

绿色发展理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

（2）事件二：贵溪九牛岗实现最大面积单体一次性

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2016 年 5 月 31 日，国务院印发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并据全国首次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公报显示，我国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 19.4%，重

金属污染问题突出。经过多年的土壤重金属治理实践，

分类治理的“贵溪模式”逐渐成形。在重度污染区，主

要种植观赏性好的本地树种，植被覆盖度达到 85% 以

上，以实现生态恢复为主要目的；在中度污染区，种植

有经济价值的纤维、观赏或经济林木等植物，以获取较

好的经济效益；在轻度污染区，在保持原有农作物耕作

基础上，持续进行土壤调理，以保证粮食作物达到食用 
标准。

土壤重金属污染具有移动性差、滞留时间长、不易

被微生物降解等特点，其修复和治理是难中之难。江西

贵溪市九牛岗土壤修复示范项目是我国单体一次性修复

重金属污染土壤面积最大的区域，这一治污模式对我国

大江大河流域土壤的重金属污染治理工作具有重要借鉴

和推广意义。

（3）事件三：三亚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中国大陆空

气质量最优城市。2016 年 5 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最

新全球城市空气质量数据库，海南三亚市 PM2.5 年均浓

度 15μg/m3，位列中国大陆城市首位（2014 年数据）。另

据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的《2016 年中国

366 个城市 PM2.5 浓度排名》报告，三亚市 2016 年 PM2.5

年均浓度为 13.8μg/m3，在 286 个地级以上城市型政区中

排名第一位。

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是国内环保领域的最大热点。三

亚的空气质量优异诚然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结

果，但维持高位、优中更优无疑是“人和”的重要证据。

三亚的案例表明，强化城市“双修”建设（生态修复和

城市修补）、减少产业污染是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的重中

之重，这也是各个城市在治理大气污染工作中需要借鉴

之处。

（4）事件四：珠海等 7 地上榜首批“国家生态园林

城市”。2016 年 1 月 29 日，广东珠海等 7 个城市被住房

和社会保障部评为首批“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生态园林

城市是目前我国城市建设管理方面含金量最高的城市荣

誉，在首批 7 个获准命名的城市中，珠海市在核心“三

绿”指标的绝对值和变化量中均遥遥领先（2015 年，珠

海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9.50 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 58.11%、建成区绿地率 54.50%）。

城市绿色空间和生态廊道建设是宜居城市的重要方

面。珠海的生态建设经验表明，在大力发展城市公园等

各类生态基础设施的同时，应该激发市民的环保建设热

情，搭建绿色学校、绿色社团、绿色社区、绿色志愿者

等平台，形成绿色生活的社会风气和诉求，从根本上激

励城市的生态环境建设行动。

2.2  综合典型事件

综合典型事件分别来自浙江杭州、广东深圳、海南

三沙 3 个城市。其中，杭州的案例体现了以大型赛事活

动为契机开展城市综合环境整治的良好经验；以深圳大

鹏新区为代表的生态补偿机制是国家正在大力提倡的、

采用市场化手段推进环保建设的重要措施；三沙设市以

来取得的生态建设成就则体现了生态技术发展的重要性。

（1）事件五：杭州借力 G20 投资逾 500 亿元深化城

市环境治理。2016 年 9 月 4 日，G20 第十一次峰会在

杭州市开幕。为迎接此次峰会，杭州实施五气共治、五

水共治、五废共治“三五”工程，涉及市政交通、城市

门户、城市景观、污染治理等 6 大类 605 个环境整治提

升项目和各类专项整治，历时 400 多天，累计投资超过

500 亿元。此外，为中和本届峰会可能产生的碳排放，

杭州于 2017 年 3 月在临安市太湖源镇完成造林 334 亩，

预计在未来 20 年内完全吸收本次峰会排放的全部温室气

体，实现峰会零排放的目标。

近年来，以举办大型赛事活动为契机开展大规模城

市环境治理是一批大中型城市的阶段性发展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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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市场、民众等多重支持下，城市环

境治理能够得到充足的资源，是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

然而，面子工程、因噎废食、投入产出严重失衡等弊端

也在此类事件中频现，治理效果昙花一现，甚至产生烂

尾工程和各种发展负担。杭州为召开 G20 会议开展的城

市环境治理成效显著，具有系统性和前瞻性，对此类城

市和事件具有反思和借鉴意义。

（2）事件六：深圳大鹏新区试点生态补偿累计发放

13.5 亿元。2016 年 5 月 13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深圳市大鹏新区作

为全国率先实施生态补偿政策的地区，共计 222 平方公

里的土地被划入生态控制线范围，占全区陆域的 73.5%。

2007—2015 年的 9 年间，累计发放补助资金 13.5 亿元，

人均年收入增加 1.2 万元。

我国生态补偿仍处于起步阶段，国家和地方分别开

展了一批生态补偿试点。深圳市大鹏新区生态补偿试点

连续推行多年，注重统筹兼顾和建立长效机制，妥善处

理了政策、资金、维稳等生态补偿工作面临的复杂问题，

通过经济手段提升区域居民的生态保护积极性，实现权

力和义务的统一，对其他城市和地区的生态补偿实施具

有反思和借鉴意义。

（3）事件七：三沙设市四年，沙洲变绿洲。2016 年

7 月 23 日，三沙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启动仪式

在三沙市人民政府举行。三沙市成立四年来，投入资金

4.69 亿元专款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其中环境保护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 3.2 亿元，岛礁绿化投入 0.54 万元，环境监

测、增殖放流、岛礁整治修复、科研、基础数据采集等

项目投入 2.66 亿元。

三沙市的许多岛礁都是珊瑚造礁形成的，生态系统

脆弱，开发建设三沙而不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并对周边

生物资源实施有效保护，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工作；同时，

三沙市生活条件艰苦，面临海水淡化、垃圾处理等生活

难题。因此，突破技术难关，开发一系列先进的生态技

术，实现三沙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

战略意义。

2.3  区域发展典型事件

区域发展典型事件分别来自上海崇明区、重庆和内

蒙古鄂尔多斯。它们代表了不同特色的区域生态文明发

展模式，激励其他城市因地制宜地将生态环境要素转化

为区域发展新的增长点，实施绿色就业，转变发展路径，

从环境治理保护走向环境驱动发展，实现经济和环境的

双赢发展。

（1）事件八：上海崇明区正式开启“世界级生态岛”

建设新阶段。2016 年 12 月 16 日，《崇明世界级生态岛

发展“十三五”规划》发布，崇明生态岛定位“国际生

态示范岛、国际休闲度假岛、国际智慧科技岛”，正式开

启对标国际的发展新阶段。作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崇明生态岛建设被编入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的绿色经济教材，向全球 42 个岛国推荐。

上海崇明区是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典型案例之一。

作为我国东部的欠发达地区，崇明区依托上海市充足的

经济和社会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基础优越。其

侧重于通过技术、管理机制体制创新等发挥社会、经济、

生态、环境、管理多领域耦合和协调，构建完善的生态

产业体系，合理地将生态环境要素转化为区域发展新的

增长点。上海崇明区是跨越型的生态文明建设典范，其

建设经验值得具有较多资金或政策支持的“特区型”区

域参考借鉴。

（2）事件九：重庆实施林下经济与高山搬迁相结合

的生态扶贫新路径。2016 年 12 月 2 日，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鼓励贫困地区实施以

生态扶贫带动精准扶贫的发展路径，实现减贫脱贫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双赢”。重庆市一方面依托退耕还林，发

展林下经济，开展森林旅游，助力贫困户脱贫致富，同

时对石漠化地区实行综合治理，实现了治山与兴林、增

绿与增收双赢；另一方面，对高山高寒地区贫困人口实

施搬迁，帮助群众脱贫的同时使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作为我国西部地区的唯一直辖市和尚拥有贫困县的

唯一直辖市，重庆市是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又一典型

案例。不同于上海崇明区，这里的贫困程度更高，经济

发展与环境治理的矛盾更大。即便如此，也要拒绝承接

发达地区落后产业、污染企业、过剩产能转移，要重视

挖掘区域生态、环境和资源稀缺性和特色性带来的市场

价值，创建适合当地生态环境建设需求的产业体系，进

而实现双赢发展。重庆是欠发达地区生态建设的代表，

其生态扶贫的建设经验对于广大欠发达地区具有普遍参

考价值。

（3）事件十：鄂尔多斯库布齐沙漠治理模式被联合

国授予“生态治沙”典范。截至 2016 年，内蒙古鄂尔多

斯市建造了 6 000 平方公里的绿洲（库布其沙漠总面积

的 1/3），实现 10 万沙区群众脱贫致富，年人均收入由

1990 年的不足 400 元增至 2015 年的 1.4 万多元①，沙漠

所在地杭锦旗从中国倒数十几位的贫困县，2016 年正式

退出贫困县行列：库布齐治沙模式先后荣获联合国“环

境与发展奖”，被联合国授予“生态治沙”典范。

库布齐沙漠是京津冀地区三大风沙源之一。通过在

库布齐地区修建穿沙公路、植树绿化沙漠、实施生态移

民、发展沙漠产业，曾经的“死亡之海”变为经济绿洲。

库布齐治沙经验生动地体现了自然环境保护具有多种直

接和间接的经济价值，这不仅对于我国荒漠化、石漠化

等生态脆弱地区的城市具有借鉴意义，其绿色就业的理

念对于存在不同程度自然环境退化的广大城市具有普遍

①　1990 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686 元；2015 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10 77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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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示性，是生态文明背景下区域发展的另一种可选

路径。

3  结语

相较于传统主观的年度城市环境事件评选方法，本

文提出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事件评选方法，通过事件收

集、事件筛选、事件评定三个步骤，提高了评选结果的

代表性与可靠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对 2016 年度中国城

市环境保护事件进行了评选和案例评述，入选城市和案

例基本能够覆盖当年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和环境建设的各

个层面。无锡、贵溪、三亚、珠海的案例分别代表了水、

土、气、生 4 个专项领域环境治理和保护的先进典型；

杭州、深圳、三沙的案例分别体现了以大型赛事活动为

契机开展城市综合环境整治的良好经验，以及市场化的

治理手段和生态技术对于城市综合治理的重要性；上海

崇明区、重庆、鄂尔多斯库布齐地区体现了因地制宜的

区域生态文明发展模式。10 个年度事件体现了城市环境

建设的不同侧面，为其他城市树立了多种样板，全面激

励我国城市的生态文明发展。

综合这些典型事件，我们可以总结如下启示：①提

升环境治理成效应该兼顾管理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河

长制、生态补偿、公众参与等管理模式创新体现了责任

制、市场化、民主化这一城市环境治理新趋势，各个城

市都应贯彻并深化这些管理理念；而生态技术创新则是

认识和治理环境污染、提高能源资源利用率和环境适应性

的根本手段。②生态环境要素应被视为城市发展的新增

长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方面，良好的生态

基底和经济实力可以共同塑造完善的高端产业体系，而

且节能环保产业作为国家确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

很大的经济潜力；另一方面，对于生态环境良好而经济

基础略微薄弱的地区，提供有机农产品和绿色工业制品

有利于开拓绿色市场，并随着民众生态意识的推广，具

有更大的市场需求，从而形成经济和环境的双赢。③环

境保护行为具有发展和再分配双重属性。以再分配为目标

的环保行为由来已久，是各个城市治理的重要方面；越来

越多的城市认识到环保行为的发展属性，但是这种认识

仍有待于继续普及。同时，先行城市应该借鉴样板案例，

积极探索通过环境保护实现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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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nalysis and Revelation for the Selection of Annual Urban 
Environmental Events

HAI Junjiao, ZENG Gang*

(The Center of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School of Urban & Region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he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ar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urban environmental events. Setting a positive role model is 
an effective way to encourage healthy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alness and rationality of the annual urban environmental 
event selec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selection methods, including three stages: event collection, event 
screening, and event evaluation. On this basis, the selection of top t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vents in Chinese cities in 2016 was conducted. The 
cases in Wuxi, Guixi, Sanya, and Zhuhai represented advanced model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protection in four special fields of water, 
soil, air and ecology, respectively. The cases of Hangzhou, Shenzhen and Sansha reflected the positive outcome of large-scale sporting events as an 
opportunity to carry out comprehensive urban environmental renova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market-oriented governance methods and ecological 
technologies for comprehensive urban governance; Events in Chongming District of Shanghai, Chongqing, Kubuqi of Ordos represent a regional 
development mode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at takes advantage of nativ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case studies, the following revelations exist: we 
must harmonize between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market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of management model innovations and variou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new growth points 
for urban development; urb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ivities exhibits the dual nature of development and redistribution, the development 
attribut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ehavior still requires more efforts to promote, while vanguard cities should draw on typical experiences and 
actively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 path of realizing economic benefits throug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words: annual urban environmental events; selection methods; newspaper database; typical c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