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礼胜 李玉転 ： 治理与新公共管理之 比较

制 , 注重组织内结构的改造 ； 治理几乎没有任何的意识 管理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就把两者等 同 , 抛弃 了 治理的最

形态色彩 , 新公共管理具有强烈 的新 自 由 主义倾 向 ； 治 终 目 标 , 也不要因为两者存在根本上的分歧就把他们截

理强 调公民 参与 , 实现善治 ； 新公共管理侧 重市场机 然对立起来 , 忽略 了新公共管理的工具用途 , 而要正 确

制 , 直指效率 。 细加分析发现 , 参与 主体 、 公私部门界 认识和理解治理的真谛 , 合理利用新公共管理的有益成

线 、 互动机制 、
责任机制基本属 于技术或机制层面的问 分 , 实现善治的 目标 。

题 , 而人性的假设 、 关于政府的认知 、 着 眼点 的选择 、

组织的构建 、 意识形态以及 目标取向更多地属于制度或 本文作者 ： 董礼胜是 中 国社会科 学 院研究生院政府

价值层面的 内容 。 由此得 出 , 治理与新公共管理的共通 政策与公共管理 系主任 、 教授
、
博士 生导 师 ； 李

只是停留在技术或机制层面 , 而两者的差异 已深人到 制 玉耘是 中 国社会科学 院研 究 生 院政治 学 系

度或价值层面 , 换言之 , 它们看似是相 同的 , 实质上却 级博 士研究生

存在很大的分歧 。 因此 , 我们既 不能 因为治理与新公共 责任编辑 ： 周 勤 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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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加 强生态环境风险治理

赵 萍 徐艳玲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博士生赵萍和 山 东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副院 长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徐艳玲在来稿 中

指 出 ：

加强生态环境风险治理 。

一

是削弱资本对 自 然生态 的统制力 , 建立 自 然 生态消耗及补偿制度 。 减轻资本作为具

有追求最大剩余价值内在 冲动的对 自 然生态的消耗和束缚 , 通过健全制度保障 自 然生态补偿及生态平衡 。 二是大力

开展全民生态环境风险教育 。
要让人们意识到社会 已经进人世界风险社会 , 生态环境风险 已经成为我们 必须面对的

全球性问题 , 而且要认识到科技是一把
“

双刃剑
”

, 特别是滥用科技引 发的负面效应 , 要强化环境保护意识 , 正确处

理人与环境的关系 , 确保人与 自 然的和谐相处 。 三是建立生态环境风险管理机制 。 通过建立生态环境风险预警系统 、

生态环境风险分析系统 、 生态环境风险控制系统 、 生态环境风险补偿系统 , 及时向社会发 出 预警信号 , 提供科学分

析 , 合理分配生态风险环境管理责任 , 构建多元参与治理机制 , 有效地处理生态环境风险 。 四是强化 国际交流 与合

作 , 采取灵活 多样的治理方式 , 共享生态环境风险治理成果 , 走全球生态环境风险治理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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