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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本文通过对“绿色和平”和 “自然之友”两个环保 NGO 组织的考量，探

讨了环保 NGO 在中国的传播策略。本文以两个组织进行的环保活动作为研究

案例，分别从大众、政府、传媒、企业四个维度对其传播活动进行分析，从而

看到了国际环保 NGO 和本土环保 NGO 各自的传播策略优势和不足。在此基础

上，认识到两个组织在组织运行、传播态度、形象展现以及文化根基四个方面

存在一定差异。 后，针对这样的特点为环保 NGO 在中国的传播策略提出了

相关的建议。 

 通过分析，本文认为：国际环保 NGO 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下，有着独特的

社会位置。他们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运作，专业程度较高，

但在行事上比较激进；而中国的环保 NGO 才刚刚起步，各方面都处于规范之中，

在某种程度上更加依赖个人的力量。在项目运作的过程中显得比较业余，行事风

格上趋于保守，但对中国的国情把握得比较准确。因此本文提出，环保 NGO 要

学会和各方“利益关系人”打好交道，注意他们的需求，有针对性的处理好本土

实际和国外经验的关系， 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经验。 

鉴于目前国内众多环保 NGO 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环保 NGO 组织概念、特

征、现状、存在问题以及与其他社会部门关系等方面描述性的研究，本文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利益相关人”传播模式，以组织传播的视角来看待环保 NGO 组织，

也算是一种新的学术尝试。 

除此之外，在现实意义层面上，我们也可以通过比较本土环保 NGO 和国际

环保 NGO 之间在传播策略上的差距和异同，为我国环保 NGO 的发展献计献策，

助其更快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环保 NGO；组织传播；绿色和平；自然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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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NGO case study of Greenpeace and Friends of 

Nature, the paper explores environmental NGO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in China. 

Through activity research in four dimensions, namely the mass, the government, the 

media and the enterprises, the paper make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NGOs and the local NGOs in China. The paper finds out that they differ from each 

other in the aspects of organization operation, communication attitudes, image 

displays and culture ballasts. In the end, the paper gives suggestions to the 

environmental NGOs’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NGOs have special social roles under the 

western cultural background. With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y have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such as systematic operating and highly professional. However, Chinese 

environmental NGOs have just took-off and many aspects are under regulation. To 

some extent, they depend on individual’s power more. And also, they are not as 

professional and radical as the western ones. However, they have a good 

comprehension about China’s actual conditions. Therefore, the paper suggests 

Chinese environmental NGOs should draw less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NGOs and 

applies them into the Chinese actual condition to form a special Chinese 

environmental NGO way.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NGOs’ research is mainly descriptive focusing on the 

definition, traits, 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However, the paper put forward a 

communication model named “affected intere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It can be a new try in some way.  

In addition, the paper also has realistic significance. The paper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for Chinese environmental NGO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with international NGO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NGOs;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 Greenpeace ; 

Friends of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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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绪  论 

自古以来，环境和人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人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

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景象被物质文明的进步打破，人

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不断加强，可是人与环境的关系也不断恶化，出现了很多威

胁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淡水资源危机、能源

短缺、森林资源锐减、土地荒漠化、物种加速灭绝、垃圾成灾、有毒化学品污染

等等。恩格斯曾经警告过后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

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
。对于环境问题，我们人类不能

漠然处之，人类要想保持持续发展，必须给予环境问题特别的关注。 

在中国，环境恶化的趋势也十分严峻。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显

示：“从 1986-2005 年，中国连续出现了 20 个全国性暖冬”[2]。《2008 中国环境

状况公报》中称：“中国的耕地 2007 年比 2006 年减少 0.03%，园地减少 0.04%，

林地减少 0.002%，牧草地减少 0.03%；耕地净减 61 万亩”，“ 中国约有 4000～

5000 种高等植物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占我国高等植物总数的 15%～20%，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而 2008 年年初的一场雪灾，使得中国南方数省的铁路、

公路交通和供电中断，死 129 人，失踪 4 人[4]；2010 年 3 月的西南地区的大旱，

更是给中国的环境问题敲响了警钟。 

面对这样的威胁，社会各界都做出了积极的反应。2007 年 10 月，中国共产

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提出要“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

“促进生态修复”，“建设生态文明”；要“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

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

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以“实

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5]
。在 2010 年的《政府报告》

中，温家宝总理强调“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和持久战”，“ 一要以工业、交通、

建筑为重点，大力推进节能，提高能源效率；二要加强环境保护；三要积极发展

循环经济和节能环保产业；四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6]。一些企业以社会责任为

己任，积极开展了节能减排活动，并采取新材料、新技术、新能源在环境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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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方面有所作为。与此同时，媒体对环境问题也倾注了大量的关注，中央电视

台的一些新闻和谈话节目，如“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新闻周刊”、“今

日关注”等都有相当数量的揭示环境、生态问题的报道或评论，而网络舆论也从

不同侧面展开了对环保问题的认识。 

在众多的社会力量中，NGO 组织作为政府和市场外的第三方组织也在环保

问题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环保 NGO 在影响政府环境政策、监督政府更好的履

行环保职责、从事环保宣传教育、推动公众参与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地作用，是

其它组织机构环保工作的有益补充。2007 年 1 月至 6 月，中华环保联合会四次

赴湖南调研洞庭湖周边小造纸企业关停情况，对推动当地落实温家宝总理的相关

批示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岳阳市环保志愿者协会开展的“建设生命园林”活

动连续多年发动中小学生参与植树造林，到目前已经栽种 1000 亩，共 14 万株；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和中华环保联合会的环境法律服务中心

共拥有百名以上的志愿环境维权律师，从建立起到现在帮助维权人员达几百万。

在“5•12”汶川地震后，民间环保组织纷纷奔赴灾区，积极投入救援。并在 2008

年 5 月 15 日，发布关于在汶川地震后救灾中应该关注环境污染问题的建议。总

之，环保 NGO 在社会参与，经济建设，公众宣传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日益加强，

成为环保力量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1 研究背景与动机 

2008 年是中国 NGO 组织的元年，在 5.12 大地震以后，中国公民和 NGO 组

织直接参与抗震救灾工作和灾后重建工作，成为 NGO 组织大放异彩，中国公民

社会集中展示的一年。在众多 NGO 组织中，环保 NGO 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据《2008 环境蓝皮书——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的调查显示：“中国

环保民间组织的总体数量比 2005 年增加了 771 家。截止到 2008 年 10 月，全国

共有环保民间组织 3539 家（包括港、澳、台地区）。其中，政府发起成立的环保

民间组织 1309 家，学校环保社团 1382 家，草根环保民间组织 508 家，国际环保

组织驻中国机构 90 家。草根环保民间组织增加较为明显，增加了 508 家，约一

倍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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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 NGO 的迅速发展，成为政府和市场外环境保护领域的另一只有力的手，

由于它具有的民间性、非盈利性、组织性、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等属性[8]，

使其在以下一些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1）倡导环境保护，提高全社会环境

意识；（2）开展社会监督，为国家环境事业建言献策；（3）开展环境救济和援助；

（4）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项活动；（5）关注对环境案件的披露；（6）扶贫解

困，推动发展绿色经济；（7）推动了环境管理体制的创新；（8）促进虚拟空间的

环境活动；（9）促进企业采用对环境温和的生产方式；（10）增进与国际环保非

政府组织的合作与交流[9]。
 

环保 NGO 的迅速发展，让政府和公众逐渐对 NGO 这一新鲜事物有了更为

客观和清晰地认识，人们了解到很多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管不了也管不好的问题。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很多环保 NGO 获得了更多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支持，提

高了其在社会上生存发展的能力，很多 NGO 组织摆脱了草根的组织形象，开始

向专业化、规范化方向迈进，在专业技术、管理技能、项目运作等各方面有了长

足的进步。这种飞速的成长让环保 NGO 组织在摆脱了 初的生存压力后，开始

面对一系列更高层次的问题，比如和政府关系的问题，人力资源建设的问题，和

企业媒体合作的问题，与广大民众沟通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困扰着环保 NGO

组织朝着正规化、可持续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在环保组织飞速发展和面对挑战的同时，国内外的环保 NGO 的交流不断在

增多，本土环保组织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探寻着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主任、创办者廖晓义在总结十年的环保经验认为，没有

文化的环保是无生命的环保[10]。这也说明了一个环保组织的成功必须建立在对本

土文化认知的基础之上，我们既需要采取“拿来主义”,以他山之石攻玉，也需

要发展内部的经验，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找到属于中国的自己的环保 NGO 发展

之路。 

目前国内多环保 NGO 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环保 NGO 组织概念、特征、现

状、存在问题以及与其他社会部门关系等方面描述性的研究，而从组织的角度以

传播的取向进行的研究则寥寥无几。但是作为一个组织，环保 NGO 要想得到持

续的发展就必须借鉴企业以及其它部门的一些管理模式，运用市场化的操作手法

来进行环保活动的推广运营，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中有所突破，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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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等着政府、企业或者其他机构的支持的现状，以自身的力量来满足发展的需要，

从而也会获得来自社会各界更多的支持和认可。 

众所周知，环保 NGO 很大的一部分职能需要把环保的理念宣传出去，提高

全民的环境意识，同时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和其他相关部门进行沟通传播，获取各

界的支持。在这样的一个传播过程中，环保 NGO 组织如何整合各种传播工具，

使其传播效果达到 佳，成为一个相当值得探讨和研究的课题。因此本研究打算

以传播的视角来对环保 NGO 进行研究，通过对国际和本土两个知名环保 NGO

传播策略的对比探讨来寻找出环保 NGO 在中国传播策略的一般规律，从而为其

它环保 NGO 提供有益的借鉴。 

2 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 

基于前面所述的研究动机，本研究主要探讨的焦点在于环保 NGO 组织进行

环保信息传播策略的一般规律。由于国内 NGO 的研究刚刚起步，从传播的角度

对 NGO 进行的研究也寥寥无几，所以本研究的主要有以下几个目的： 

（1）当前组织面临的社会环境日趋复杂，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如何在有限

制的条件下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取得良好的效果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研

究打算从传播的角度对 NGO 组织进行考量，在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下对环保 NGO

的传播策略进行分析。 

（2）以国际 NGO 组织“绿色和平”和本土草根 NGO 组织“自然之友”为个

案，分析两者传播策略的异同，从而为其它组织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3）通过对环保 NGO 和其它部门的关系研究，得出一些对环保 NGO 有益

的传播策略的建议。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汇集与本研究有关的研究论文、专著及相关文件、记录等文字材料，分析其

内容，作为本研究的基础。加以整理、归纳、分析，以构建 NGO 传播的理论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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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案研究法  

本研究选择了“绿色和平”，“自然之友”两个环保组织作为个案，分析研究

了它们的出版物、宣传手册、研究报告、报刊杂志，电视节目等的相关报道，并通

过媒体的专人访谈、互联网搜寻它们的相关资料和活动信息，作为本研究的参考。 

3 研究流程 

环保传播的相关文献探讨 环保 NGO 的相关文献探讨 

整理相关的著作期刊和调查报告 

分析研究个案资料

归纳研究结论、研究建议 

个案联系收集资料 

确立研究的目的和研究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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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1.1 环保 NGO 在中国的发展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功能日益分化。在公民社会崛起

的今天，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 NGO）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其中的环保 NGO 以其表现在众多非政府组织中分外抢眼，也引

起了学界业界各方的关注，他们也对此进行了一些相关的研究。 

1.1.1 NGO 组织概述 

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通常译为“非政府组织”， 这个概

念主要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的。在我国，对 NGO 的关

注则是从 1995 年北京召开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时开始的。 

关于 NGO 的称呼，各界到目前在世界上为止还未形成统一，如：非政府组

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第

三部门 (The Third Sector)、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志愿组织 (Voluntary 

Organization) 、公益组织 (Public Service Organization) 、慈善组织 (Charitable 

Organization)等等。本文认为这些称呼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强调的重点不

同，所以在分析中将其等同使用。通常来讲，非政府组织强调的是非政府的一面，

即和政府的区别；非营利组织则强调其与市场组织的区别；第三部门同时强调与

政府和企业的区别；公民社会则是从社会的非组织的角度描述。[11] 

不同的学者也对 NGO 的定义也各不相同。被认为是国际上研究 NGO 权威

人士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Lester M. Salamon 教授从 NGO 组织具有的

特性来进行定义，他认为具有组织性、私有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

自愿（志愿）性等特性的组织就可以成为 NGO[12]。清华大学 NGO 研究中心的王

名认为非政府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属于非政府体系的

社会组织，它们具有一定的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13]。而学者康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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