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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者商议: 在普遍认同和积极的规划
环境中处理可持续发展模糊性的方法

格特·德鲁 杰夫·波特*

杨 建 秦 波**译

【摘  要】本文提出与 “空间规划”相关的许多关键概念,其本质上都是模糊的,比如 “可持续

性”。文章介绍了一种应对这种模糊性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识别出关键相关

者的想法、愿望和动机,促成对既有问题的积极理解,有利于制定更为务实的空间政策。本文介绍

了英国和荷兰的两个例子,说明如何利用这种方法探索可持续住房政策的可行之路。两个案例都展

示了有必要探索突破传统住房空间政策边界的政策领域,方能找到更可持续的路径。相关者商议模

型有效揭示了可持续概念的模糊属性,从而帮助规划部门更加务实地构建公共政策。
【关 键 词】相关者商议;模糊性;可持续性;环境与空间规划

一、 可持续概念的模糊属性

空间规划中的概念和观念往往不像我们想象

得那般清楚,如 “可持续性”。也许因为 “可持

续性”这个概念在21世纪的语言和政治中被普

遍使用,产生一种错误的确定感使我们相信通过

制定和实施 “可持续的”空间政策,可以很容易

地实现经济发展或社会环境进步。引入空间规划

的战略环境评估[1]和可持续性评估[2]可能会加剧

这种错误的确定感。然而,尽管这些概念显得很

容易理解,特别是可持续性,简单将它们纳入空

间规划却往往会导致令人失望的结果。
因此,我们在文章开始即提出规划中的许多

重要概念、观念和理论,并不像我们所想象得那

般清晰,比如 “可持续性”“宜居”和 “紧凑型

城市”。相反,这些概念可以被认为在本质上是

“模糊”“流动的”或 “虚幻的”。“可持续性”也

许是最明显的例子。虽然几乎每个人都认为 “可
持续性”是规划中更重要的目标之一,但实际效

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

有认识到它从政策到实践的 “转译”中可能涉及

多个复杂的相关者。例如,相关者可能会不经意

地以相互冲突的方式行事,因为每个相关者在面

对 “可持续发展”的特定政策时都会基于个人理

解或信仰而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规划

的效果可能正与预期相反。
本文尝试探索理解这些规划中概念模糊属性

的方法,以及相关者如何在这种本质上模糊的治

理环境中采取行动。文章明确提出了一个决策路

径以处理与这些概念相关的模糊性,并厘清其实

践意义。这种模糊性很大一部分可能源于对诸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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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及多维属性的

忽视。
通过对可持续性概念的先验性界定或许可以

缩小分析范围[3,17]。但它其实应该被看作是一个

通过相关者们所认为的含义而推导出的概念,从

而成为 “跨越既定领域”的概念[3,20]。因此,分

析 “可持续性”应该关注那些想要对可持续性采

取行动或做出反应的相关者们的意图和信念体

系。一般来讲,并不是所有的相关者都特别支持

“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如果他们需要去改变既有

生活方式的话[4]。因此,在实施中需要一个创造

性的过程。既然没有对可持续性普遍接受的一致

性理解,我们必须把它看作一个具有模糊属性的

规划问题,其应与那些对具体规划议题有直接利

益的、有影响力的相关者们的动机、价值和偏好

有关。

二、 模糊规划模型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Kosko告诉我们 “模
糊”意味着多元化,“三个或更多的选择,甚至

是无限多的选择”[5],针对某个议题并不只是一

个具体、统一的方法。因此,当概念有多重理解

时就会产生模糊性。以建构主义者的逻辑看,重

要的是要认识到现实是我们每个人各自的主观建

构,这种建构与外部世界持续互动 (所谓客观的

互动)以及与其他个体的主观建构的互动 (主观

的互动)[6]。除非所有人都接受一个明确的定义,
否则便会有多种解释,这将增加空间干预结果的

不确定性。从规划角度来看,这增加了规划问题

的不确定性、规划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及人们行为

和行动的不确定性。
我们特别关注与相关者有关的规划模糊性,

并提出一个基于相关者影响分析的模型 (称之为

相关者商议),以作为设计和实施空间规划政策

的手段,从而更有效地反映关键相关者的动机。
这些关键相关者可能数量不多但对议题和行动方

向具有共同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相关者商议

不应与公众咨询混淆[7]。我们后面将会看到,需

要咨询的关键相关者大致包括:政府机构或部

门、对环境敏感的各类组织、主要开发商或与政

策实施密切相关的第三方。
提出相关者商议决策模型的目标是解决规划

概念主观性中的模糊属性,微调相关者之间的共

识,并揭示决定相关者行为的潜在机制。因此,
模型提供了有关相关者想法和行为的信息。这些

信息为决策者在政策制定中提供了更明确的预

期,通常也认为因此会形成共同期望的行动和结

果。该模型可以帮助决策者制定经过充分考虑

的、切合实际的政策,减少因倾向性假设导致的

不确定性。
相关者所采取的行动不是独立的。除其他因

素之外,这些行动还取决于每个相关者可用的资

源以及他们所处的制度环境。这是动态的,因为

物质环境不断变化,相关者之间的互动会影响各

自的态度,而制度环境也会不断发展。相关者之

间的互动关系本质上的动态性意味着相关者的贡

献可能会是朝向一个经常变动的目标,所以需要

不断再确认。这是相关者以特定方式行动的背景

———他们当下的贡献。当然,他们对于所想要采

取行动的方式也有一定的想法———即所期望的贡

献。本文提出的相关者商议模式有助于分析相关

者当前的和期望的贡献以及它们之间可能出现的

冲突。
通过文献研究、专家会议、观察以及进一步

分析可以得到关于相关者潜在贡献的信息,以及

实现这些贡献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技术研究

或许有用,比如对其他地区类似情况的比较研

究。访问相关者了解他们对其他相关者角色的看

法同样有用。这有助于理解实现目标所需的相关

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虽然采访相关者对他人

的感知有时候会缺乏客观性,但也可能产生值得

关注的想法。总之,我们可以用两个步骤来研究

潜在贡献。第一步是找出存在的解决方案,第二

步是针对不同相关者探索这些解决方案所带来的

好与坏。这类似于对许多理性规划技术基础的替

代方法进行探索,比如在战略环境评估指令[1]所

提倡的。这是我们的基本模型,由相关者的当前

贡献、期望贡献和潜在贡献组成。
这种方法旨在帮助规划机构制定一个考虑周

全的、 “务实”的政策,以减少不确定性。基于

“务实”政策的理念,我们需要阐述相关者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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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关键点。我们必须认真考量受监管政策部

门的监管环境,以及监管环境与行为人态度之间

的关系。我们可以从直接监管、间接监管和自我

监管角度来描述部门与其他方的互动过程。直接

监管通常由具有法定权力的规划机构实施,可以

在国家、区域或地方层面实施。地方依法设立的

机构可以作为例子。间接监管的目的是通过激励

手段来改变行为,通常会采取一些财政激励的形

式。例如停车收费的地区性政策,还有国内保温

隔热安装补贴等。自我监管通常包括相关者之间

以特定方式行事的协议。建筑公司联盟形成的区

域可持续建筑设计指导意见就是个例子。

图1 相关者商议模型

图1中的箭头表示在分析中每一步要考虑的

监管选项。规划部门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并希望能找到最有效的管制体系。目的、指标和

目标构成规划的基础。这些将发挥重要作用,因

为它们将通过监管手段转化为正式政策。因此,
相关者商议的分析可以把重点放在决策机构本身

的愿景上。所有关键相关者的规划都应包含在分

析中。随后,分析的结果将有助于向当局表明可

以实现的可能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的监管类

型。图1中的模型最终指的是特定规划背景下的

“组织”“规划”和 “相关者”。这些明确的标准

应该有助于澄清摆在桌面上的利益的制度背景。
但是应注意,这不是一个寻求处理确定性的理性

技术过程。相关者的利益必须平衡,并共同促进

对整个问题的理解。然而,所谓利益需要通过更

广泛的体制框架来理解。因此必须分析以相关者

为代表并反映在他们正式规划中的组织制度背

景,以便清楚地理解当前的问题。
相关者商议模型 (见图1)说明在规划议题

中要分析关键角色的当前贡献、期望贡献和潜在

贡献,从而在一个给定的组织方、规划方和相关

者共同参与的治理环境中,得到直接监管、间接

监管和自我监管的框架。

三、 英国案例研究

(一)介绍

这个案例涉及使用相关者商议模型来探索英

格兰东北地区住房政策可持续性的关键问题。通

过探索一系列相关者的看法,在区域一级和泰恩

河上纽卡斯尔市地方一级分析空间政策的成果,
重点关注他们在重大发展计划中的体验,也就是

他们认为计划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可持续

发展。
在研究的时候,英国规划咨询的原则早已确

立,但主要在高度集中的系统内构思[8]。政策指

导现在集中在 “可持续发展”[9]。规划评估过程

中一个新兴的特点是需要进行正式的可持续性评

估。当时这被认为是好的做法,还不是一个强制

性的要求,因为其在战略环境评估指令[1]实施之

前[10]。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使用相关者商议方法

的机会,以评估区域和地方关于住房位置和设计

的空间政策的方法,这是在区域可持续性辩论[11]

中的关键议题之一。因此,相关者商议将提供评

估区域和地方规划在实现可持续成果绩效方面的

手段,并提供机会将这些信息与正式的可持续性

评估过程关联起来。区域和地方两级的规划人员

都被要求通过基于设定目的和目标的正式评估系

统,以及支持其的复杂指标体系,来解决空间规

划的可持续性问题。公众协商是这一过程中的必

要步骤[2]。这项研究并不是直接去与正式的计划

评估过程挂钩,而是致力探索新的参与手段。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不是从抽象的角度来研究政策,而是

把重点放在具体发展方案中相关者的体验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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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了各种选择后,纽卡斯尔大公园[12] (New-
castleGreatPark,NGP)的开发建议被选为研

究案例。纽卡斯尔大公园是一个在城市边缘设置

2500个新房屋和一个科技园的开发计划,地块

通往公路和空中交通都很方便。这块土地本来是

纽卡斯尔绿环的一部分,所以在规划中特别是土

地利用和交通方面的争议颇大,既有强烈的支持

意见,也有强烈的反对意见。开发这个地块的想

法已经有了十多年,本研究开展时开发进展已经

到了开发商和规划部门正在协商设计最终建议的

阶段。因此对可持续发展的辩论而言,这是一个

具有区域重要意义的开发计划。
这些被选中的相关者代表纽卡斯尔公园地块

广泛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利益。表1显示了相关

者的名单。可持续性核对清单表[13]被用来定义与

相关者讨论的范围。清单提供了评估开发建议书

“可持续性”的工具,为规划人员和开发人员所使

用。它将可持续性分为八类,并通过一系列标准来

指导评估开发建议,包括土地利用、交通、能源、
自然资源、建筑、生态、社区和商业。尽管有技术

理性的起源 (比如包括用户将评分系统应用于评估

对象),但清单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工具来探索相关

者对纽卡斯尔大公园开发的当前期望和潜在贡献。
因此,相关者的贡献将被包含在这个范围内。

检查表[13]中的八个类别被用来构建讨论的

结构,尽管只有那些反映每个相关者知识和兴趣

的讨论才被采纳。因此,有些拥有专业知识的人

可能只向一两个类别提供信息,而其他人则提供

了全部八个类别的信息。通过分析每个相关者对

当前行为和他人行为的看法,并参考大公园发展

过程中发生的实际情况,探讨其对可持续性的当

前贡献。期望贡献包括关于每个相关者希望自己

如何行动的问题,还有曾经希望其他相关者为实

现改进 “可持续性”做出怎样贡献的问题。潜在

贡献则考察相关者对如何弥补当前和期望情况之

间差距的看法,并试图探索新的政策和方法以提

升 “可持续性”。
(三)相关者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相关者能够提供大量关于NGP发展规划应用

的信息,以及区域和地方政策如何支持或不支持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相关者还能够提供各种投

机性的想法,这些想法将他们对目前和期望情况

之间差距的看法与东北地区的可持续性目标[11]联

系起来。因此,每个访谈总结都被仔细分析,以

确定所对应的可持续性议题①,并将结果汇总到

数据库中。在社区、商业、土地使用和交通方面

提出了20~30个可持续发展的议题,而在能源、
建筑、生态和自然资源类别中,提出了与纽卡斯

尔大公园有关的5~10个议题。数据库 “潜在监

管”栏中的每个条目都试图将当前贡献与期望贡

献之间的差距与一个或多个区域可持续性目标[11]

联系起来。数据库中的其他栏目表明了监管想法

的性质 (法定、自我管理、能力建设②)以及可

能涉及实施的政府层面 (国家、区域、地方)。

表1 参与纽卡斯尔案例研究的相关者

商业利益

开发者联盟 (包括房屋建设者、规划顾问、景观设计师和运输顾问)
房屋建筑商联合会
区域经济发展局
北方商业论坛
东北商会
(也代表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

环境利益

英国农村保护委员会
诺森伯兰郡野生动物信托基金
乡村署
英国自然署
环境署
北部更新计划 (推广区域可再生能源)

①
②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都是通过更广泛地引用组织、计划和参与者来限定的 (见表1)。
给予能力建设的机会被认为比财政监管更重要,而财政监管在英国区域和地方的住房政策背景下相当有限。可持续发展能

力建设倡议可定义为加强政府结构以满足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所有措施,以及与民间社会合作创造这些能力的措施[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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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运输利益
东北政府办公室 (国家政府地区办事处)
泰恩自行车 (自行车组织)

社区利益
纽卡斯尔健康城市项目
国家住房联合会 (以社会住房公司为代表)

  与土地利用类别有关的分析结果表明,居住

区区位是一个区域问题,而不是地方问题。这反

映出需要统筹地方当局之间的住房用地规划,以

避免在绿地上过度开发。与此相关的是希望建立

讨论地方和区域空间战略的公共交流计划。促进

公众和政治辩论的新手段包括土地利用的计算机

建模,以便人们可以看到现有土地使用模式和未

来的战略选择。单身人士和小家庭需要更多的住

房,还需要有便利通往市中心的中高端住房以减

少长途通勤。正如德伦特省的案例研究 (见下

文),人们普遍认为目前最需要重新关注的是正

在建造房屋的类型和大小,而不是当前房屋建筑

列出的那些目标①。
分析结果表明,在行动者的贡献之间并不存

在大的冲突,同样反复重复的议题和诉求也很

少。本研究的成果之一是为地方机构提供了一个

关于可持续性议题的清单,帮助其对地方和区域

空间政策可能的评估②。研究中的访谈不仅揭示

了相关者具有丰富的关于可持续议题的相关知

识,而且也展示了实现共同目的的愿望,后者是

之前未曾想到的。例如,房屋建造商表现了建设

被认为是最可持续房屋的强烈意愿,所以也由此

更可能获利。参与访谈的规划师们的学习过程则

有助于理解不同相关者对不同可持续议题的看法,
从而构建实现相关者期望的政策。然而,学习主

要限于规划者,因为数据分析的结果并没有反馈

给相关者。这也许是强调,相关者商议应该被视

为一个持续的过程,应定期向相关者收集和通报

评估与更新的信息。只有通过这种方式,随着相

互学习的过程,各种认识框架[14]才有可能汇聚。

事实上,参与这项工作的规划官员和研究人员的

一个关键学习点是揭示这个政策舞台的复杂性。
(四)讨论

研究成果集中在提出可持续性相关议题的清

单,旨在帮助对区域和地区层面新兴政策的评

估。这些议题基于相关者的认识,直接体现了当

代规划政策在实践中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的不

足。这种方法的不足或许和NGP案例特殊性有

关。研究一个以实施政策为特征的案例可能会恰

好印证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同时它在地理代表

性方面也存在弱点[15]。为解决这些问题,可能

需要选择更多具有地理代表性的利益相关方,或

者进行不同地理范围当地或区域规划的比较研

究,对迄今为止所确定的议题进行进一步探索。
英国可持续发展评估体系的固有困难之一是

四个国家可持续性指导原则之间可能存在不相容

的冲突③。比如,有些人认为将经济增长纳入政

策框架是无效的妥协④。通过参照社会、环境和

资源标准对 “保持高度和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

水平”进行仔细的评估[9],随后所引入的五项指

导原则⑤可能意味着从 “弱”[16]转向对可持续性

稍微强一些的方法。尽管如此,区域可持续发展

框架[17]仍然需要为社会进步、环境保护和资源

利用确定经济增长的目标,而空间政策将根据其

实现所有这些目标的能力来加以判断。这不可避

免地会引起政策制定方面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在

政策评估过程中。尽管理论假设认为技术理性的

“客观评估”会直接产生更好的决策,但这种情

况还需要政治决策[18]。
因此,代表本研究成果的问题清单可能有助于

①

②
③
④
⑤

这些问题后来在2005年东北住房委员会制定一项新的住房战略时得到了改进,并在东北区域空间战略发展的区域参与者

中得到了详细的体现。在撰写本文时,东北区域空间战略[11]刚刚进行了公开审查。
这个方法是由纽卡斯尔市议会提出的。
承认每个人需求的社会进步;有效保护环境;谨慎使用自然资源;维持高而稳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9]。
具体可参阅皇家环境污染委员会的评论[23,98]。
五项指导原则[24]16包括:不突破环境承载力;确保一个强大、健康和公正的社会;实现可持续经济;促进良好治理;负

责任地使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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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技术上的可持续性评估进程,但这将继续陷入

困扰英国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矛盾中。所以可以

得出这样的结论:参与相关者商议过程的规划官员

和研究人员的学习过程,本身就是这项研究的一个

关键成果,这可能有助于在时机成熟时更好地制定

出区域和地区一级的规划方案并指导实践。

四、 荷兰案例研究

(一)介绍

荷兰东北部德伦特省的住房政策主要受到格

罗宁根市和阿森市与周边地区之间关系的影响。
整个格罗宁根—阿森地区可容纳50多万人,其

中许多人在两个主要城市就业,但居住在周围的

定居点。高收入群体向农村外移,使格罗宁根人

口更稠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区人口的减少,
对城市财政收入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周边乡镇

增长和发展不成比例。这种郊区化进程又造成了

环境敏感地区比如自然公园和水系统的恶化。换

句话说,由于缺乏区域政策协调,一系列的社会、
环境和经济问题已经开始形成。在此背景下,这

一地区的相关者之间开始有了合作的需要。
(二)研究方法

德伦特省希望厘清其在推动住房政策可持续

性方面的角色,接受并支持从政府管理向治理的

环境转变。我们运用相关者商议方法以确定如何

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研究方法首先从确定区

域住房政策中每个关键相关者的当前贡献和期望

贡献开始。这本身是一个三阶段的过程。第一,
从直接、间接、自我监管的角度,结合当前政策

的历史背景,进行内容研究以构建住房选址和设

计的现行监管框架。第二,从当局自身对政策环

境的看法进行调查,以确定当局对各方角色的期

望以及对各方相关者权力平衡的看法。第三,设

计了一个调查问卷,分析每个相关者对住房的位

置和设计的当前贡献和期望贡献,并进行访谈以

探讨二者之间的差异。
在分析了当前贡献与期望贡献之后,通过研

究来确定相关者的潜在贡献。首先通过德伦特省

和其他地区的类似情况进行比较研究来实现这一

目标。这使研究人员能够确定可能存在的替代解

决方案。然后通过对相关者的访谈来补充比较研

究,以确定他们对这些潜在贡献如何可能有助于

实现互利目标的看法。这就更好地对这些解决方

案给予每个相关者的影响进行了利弊分析。研究

结果是提出一套政策工具或各方的潜在贡献,可

以作为修订监管制度的基础。
最后的研究活动试图深入了解各方对提出的

政策构想可能做出何种回应。在理想的世界里,
最好的结果是各方就拟议政策的有效性达成完全

一致。但实际上,政策思路的大纲需要反复调整

才能取得最佳平衡。因此,研究开展了咨询工作

以确定每个相关者如何应对拟议的监管建议。这

些信息被用来调整拟议的监管建议,更全面地认

识决策者和决策执行者之间的关系。
(三)相关者的当前贡献和期望贡献

分析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那些可能

影响德伦特省住房选址和设计政策的相关者的潜

在动机。参与研究的相关者包括国家、区域和地

方的政府决策者、住房开发商、社会住房公司、
规划顾问以及各种环境和社会利益集团。按照相

关者商议模型,对他们各自的组织和规划进行了

仔细的分析。
国家的住房目标是把人口集中在大城市,并

不鼓励农村的住房发展,这是所有地区都理应发

挥作用的政策框架。因此,鼓励在废弃棕地上重

建住房的政策是为了协助遏制城市蔓延和人口外

移。格罗宁根市和阿森市的政策是为了扭转城市

地区入住率下降的趋势,而这些地区的住房质量

无法达到预期水平。在过去,Drenthe主要是通

过部署从正式法律程序中获得的规划工具来实现

这些目标。这些工具包括土地使用区划,以及控

制每个城市允许建造的房屋数量。这些工具使该

省能够以 “建造多少房屋”和 “在哪里建造”来

影响房屋供应,而对房屋的实际需求和 “需要建

造什么”的问题并没有太多关注。这将满足个体

住房需求和负责开发质量的责任交给了在地方一

级运作的其他相关者。
对这些相关者当前贡献和期望贡献的分析揭

示了一些市政的做法不能为该地区更多的 “可持

续”住房做出贡献。地方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可能

既是公共利益的倡导者又是自身利益的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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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19]。例如,在荷兰,市政府通常会购买绿地

提供基础设施,然后将土地出售给开发商、住房

公司或个别住户。与土地所有权相联系的经济利

益是新开发地块背后的驱动力,这些经济上的考

量往往优先于对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的考量。尽

管德伦特省的农村市镇通过转换农地获得了相当

可观的经济利益,但城市市镇发现他们对战后社

区进行重建和棕地的再开发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

济损失。此外,由于涉及风险,私人开发商没有

表现出投资棕地项目的热情。
因此,省级政策必须寻求更直接的影响市政

当局的建设活动。然而,德伦特现有的区域规划

在其中的影响力可能有限,因为它没有就新住宅

的年限、可支付性或资质方面,比如住宅大小、
到绿地的距离等,对开发商提出明确要求。正因

为如此,老年公寓———一个对住房需求旺盛的群

体———可能会占据城市市政住房的很大一部分。
因此,农村市政当局几乎没有动力去满足老年人

的住房需求。相反,利用他们手中的配额来为中、
高收入群体建造传统的家庭住房,这在经济上更

有吸引力。更多的人可以住在更大的房子里,而

不是住在更小的公寓中,其中一套公寓按照分配

系统的条件来计算的话等同于一栋别墅。所有这

些机制的结果使农村发展进一步扩散,而城市地

区持续衰退。
过去,省规划系统并没有试图影响棕地的再

利用,因为人们认为这样的成本将超过潜在的收

益。高密度住宅通常是使这些项目在经济上可行

的必要条件。然而,高密度在很多情况下都不能

支持地方的身份认同感和质量,尤其是在农村地

区。相关者往往把高密度的设计与公共空间的缺

乏联系起来,布局设计欠佳,与现有的城市景观

不协调,缺乏对生态措施的关注。这表明需要一

个集体支持的金融方案来进行该地区的棕地再利

用。目前仍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确保公共空间

安全的政策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也没有得到市

政府的正确使用。可能需要制定一个共同认可的

质量监管条例作为区域范围的政策框架,以阻止

开发商在当前的实践中寻找最佳绿地地块,以及

以获得最高利润为目的进行设计等做法。

(四)相关者的潜在贡献

机会还是有的,潜在的贡献可能会帮助实现

德伦特省相关者普遍持有的可持续性目标。金钱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影响对可持续住房做出潜在

贡献的动力和权力[20]。显然,如果一个共同的

策略方法能够在相关者之间达成一致,那么就会

有很大的收获。对于德伦特省来说,这可能意味

着从直接监管转向在共识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形

成支持共同利益的方式。
分配住房数量不足以促进可持续住房政策。

省政府不仅应该控制供给,还应该关注 “为谁建

造”和 “要建设什么”。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要

通过对直接监管进行修改,包括对所需住房类型

的更清晰的规定,避免将单套一居室等同一个别

墅进行统计的做法。给质量、身份认同和生态建

设的指导方针也会带来一些好处,通过区域财政

手段也可以进行间接管理以鼓励可持续发展。在

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发展政策,
而不是为环境保护提供被动的支持。公私伙伴关

系 (PPP)可能为实现这种目标提供了一条途径。
这很可能是一个有前途的机制,可以来实现自我

调节的目标,因为它积极寻求不同相关者的支持。

五、 对两个案例成果及

相关者商议运用的思考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英国案例中,相关者对

可持续性问题的现有认知与期望认知之间的差异,
为规划者了解现行政策在实践中是如何实施的提供

了一种有效的手段。这说明要更好地了解可持续性

问题,需要从地方和区域两个层级综合考虑。行动

者商议模型可以分析这种差异,因为行动者实际贡

献与期望贡献之间的差距,总与受管制程度有关。
然而,这不是一个涉及因果逻辑的纯技术理性过

程。相反,这一过程应被视为一种实质性的交流活

动,旨在将关键相关者的愿望结合起来。然而,与

其他重视多利益主体交流环境的模型相比,本模型

主要研究规划领域的交流活动,其中关键相关者数

量有限,对议题和所要采取的行动有共同且积极的

理解。在这个领域中有机会制定更务实的监控政

策。英国案例中开始出现与过程相关的指标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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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评估住房空间布局方案的程度),而不是

实质性问题[21]。在英国案例中,人们认识到对某一

特定发展项目的仔细分析或许会限制实证数据的普

遍性[15],当然数据仍可被视为前一代住房政策有效

性的一个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案例代表

了一个在规划周期结束时监控政策效果的简单方

法,即使用一种沟通方法———相关者商议,去关注

期望的、实际的和潜在的贡献———而不是一系列具

体的统计测量。
在荷兰进行的案例研究中,这个模型运用比

英国多了几个阶段。从省规划部门的角度来看,
研究成功地提出了一些框架性的构想,说明如何

构建区域住房政策来产生更可持续的结果,以及

这种政策重组如何影响并得到主要相关者的支

持。其结果比英国的情况更为全面,因为在监管

方式纲要的制定过程中,方法是反思性的,以保

持与相关者的持续接触。这个案件不仅对德伦特

省的住房规划有意义。传统上,在整个西欧空间

规划往往侧重于住房供应。住房需求的责任,特

别是负担得起的住房供应,通常与地方、区域和

国家政府部门的空间规划部门无关。在这种情况

下,建立跨部门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分析方法①尤

为重要。作为荷兰案例研究成果的一揽子监管工

具因此可能更具普遍适用性。通过使用相关者商

议来探讨政府和受政府政策影响的关键公共和私

营部门相关者们的广泛问题,可以更加深思熟虑

地构建治理过程,从而更有效地平衡住房供与需。
这两个案例表明,在将可持续性概念的模糊

属性进行分解时,相关者商议模式可以通过探索

重构概念,有助于学习如何分析政策,从而更有

效地构建政策。该模型说明可持续性是可以被充

分理解的,并可以导向可预见的、清晰的行动和

目标。在规划实践中真实情况却往往相反,这令

人失望。该模型兼具理性和沟通式规划系统的特

点,但是内生于多主体主观相关的推理中。它可

以在解决有限的、重要的相关者的议题中发挥关

键作用,推动所有相关者都对这一议题要采取的

行动和预期的结果达成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实

质性的相互调整仍然是必要的。相关者商议是达

成目的的必要手段,只有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可

持续性概念的落地。

参考文献

[1]EuropeanCommission.Directive2001/42/ECon

theassessmentoftheeffectsofcertainplansandpro-

grammesontheenvironment[M].Brussels(BE),Offi-

cialJournaloftheEC,2001 7 21.
[2]ODPM.SustainabilityAppraisalofRegionalSpatial

StrategiesandLocalDevelopmentFrameworks[S].London
(UK),OfficeoftheDeputyPrimeMinister,2004 7.

[3]LAFFERTY W M,MEADOWCROFTJ.Pat-

ternsofgovernmentalengagement[J].ImplementingSus-

tainableDevelopment,2000 (12):337 422.
[4]DAVIDSONG ,DAVIDSONP.Economicsfor

aCivilizedSociety[M].UK:PalgraveMacmillan,1996.
[5]KOSKOB.Fuzzythinking:Thenewscienceof

fuzzylogic[J].QuarterlyReviewofBiology,1993,58
(3):384.

[6]SCOTTJ. Sociologicaltheory:Contemporary
debates[J],Cheltenham(UK),EdwardElgar,1995.

[7]ARNSTEINSR. Aladderofcitizenparticipa-

tion [J].Journalof AmericanInstituteofPlanners,

1969,35 (4),216 224.
[8]TEWDWRIJONES M. Theplanning polity:

Planning,governmentandthepolicyprocess[J].Town

PlanningReview,2002,76 (7):1374 1375.
[9]DETR.ABetterQualityofLife-AStrategyfor

SustainableDevelopmentintheUK [S],Departmentof

Environment,TransportandtheRegions,TheStationery
Office,Norwich(UK),1999 05.

[10]HM Government. PlanningandCompulsory
PurchaseAct2004[Z],London:HMSO,2004 5 25

[11]NorthEastAssembly.Sustain-QualityofLife

intheNorthEast-TowardsaRegionalFramework[S],

Newcastle(UK),Jan2002.
[12]BryantGroupandLeech Homes,Newcastle

GreatPark:Movingintherightdirection[S],Newcastle
(UK),2000.

[13]BRE.Asustainabilitychecklistfordevelop-

ments:acommonframeworkfordevelopersandlocalau-

thorities[S],Watford(UK),April2002.

① 例如Jacobs和Scott建议,可持续发展应包括人类福利的所有方面,如就业、健康、教育、住房和犯罪[26]。



相关者商议: 在普遍认同和积极的规划环境中处理可持续发展模糊性的方法 79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19.6,71 79

[14]HEALEYP.Collaborativeplanning:Shaping
placesinfragmentedsocieties[J].JournalofRuralStud-
ies,1998,14 (2):269 271.

[15]MASONJ. QualitativeResearch(secondedi-
tion)[M],London:Sage,2002.

[16]OWENSPL.Blueprint3:MeasuringSustain-
ableDevelopment:PearceD [S].London:Earthscan,

1993.
[17]DETR,GuidanceonpreparingRegionalSus-

tainableDevelopmentFrameworks[Z].London:Depart-
ment of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the Regions,

Feb2000.
[18]OWENSST,etal,Newagendasforappraisal:

Reflectionsontheory[J],practiceandresearch,Environment
andPlanningA,2004 (36):1934 1959.

[19]KAISEREJ,GODSCHALKDR.Twentieth
centurylanduseplanning:Astalwartfamilytree[J].
JournaloftheAmericanPlanningAssociation,1995,61
(3):365 385.

[20]FORESTERJ.Planninginthefaceofpower
[J].JournaloftheAmericanPlanningAssociation,1982,

48 (1):67 80.
[21]MILLERD.Indicatorsinthecontextoffuzzy

planning[N]//deROO G,PORTER G.FuzzyPlan-
ning:Theroleofactorsinafuzzygovernanceenviron-
ment,Aldershot:Ashgate,2006.

[22]EVANSB,JOASM,SundbackS,etal.Gov-
erningsustainablecities[J].LocalEnvironment,2004,9
(5):481 485.

[23]ROYAL.CommissiononEnvironmentalPol-
lution.RCEP23rdReport:EnvironmentalPlanning[S],

HMSO,Norwich(UK),March2002.
[24]HM Government.Securingthefuture:delive-

ringtheUKsustainabledevelopmentstrategy [EB/OL].
(2005516).http://www.sustainable-development.gov.uk/

publications/uk-strategy/uk-strategy-2005.htm.
[25]HAJERM.ThePoliticsofEnvironmentalDis-

course:EcologicalModernizationandthePolicyProcess
[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5.

[26]JACOBSM,STOTTM.Sustainabledevelop-
mentandthelocaleconomy[J].LocalEconomy,1992,7
(3):261 272.

Actor Consulting:A Means to Tackle the Fuzzy
Side to Sustainability within a Commonly Agreed

and Positive Planning Environment

GertdeRoo,GeoffPorter

【Abstract】Thispaperarguesthatmanyofthekeynotionsassociatedwithspatialplanning,

suchassustainabilityareessentiallyfuzzyintheirnature.Thepaperintroducesamethodofdata
collectionandanalysisthatseekstoclarifysuchsituations,whichmightleadtotheidentificationof
morerealisticspatialpolicythatreflectsthethoughts,aspirationsandmotivesofcrucialactors,be-
inglimitedinnumber,andhavingacommonandpositiveunderstandingregardingtheissueathand.
ThepaperreferstotwoexamplesfromrespectivelyUKandNetherlandsofhowsuchamethodcan
beusedtoexplorerealisticwaysforwardforasustainablehousingpolicy.Inbothcasesitwasfound
necessarytoexploreaspectsofpolicythatgobeyondtheconventionalboundariesofspatialpolicyfor
housinginordertolearnhowtopursuemoresustainableapproaches.Theactorconsultingmodel
waseffectiveinunpackingthefuzzynotionofsustainabilityinawaythatassistedtheplanningau-
thoritytolearnhowpolicymightbemorerealisticallyframed.

【Keywords】ActorConsulting,theFuzzySide,Sustainability,EnvironmentalandSpatial
Plan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