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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一、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 150 分钟。满分 100

分。

二、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时，方可开始答题。

三、请在题本和答题卡指定位置填写姓名，填涂准考证号。

四、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在答题卡指定位置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

不得分。

五、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草稿

纸翻过来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 ※ ※ ※ ※ ※ ※ ※

请考生开始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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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材料

材料一

PX 的中文名称叫对二甲苯，一种芳烃类化合物，是石油化工产业链中的中间产品，是纺织服

装，塑料制品等日用消费品生产的原料之一。客观上讲，PX 有一定毒性，但毒性要比苯（化学原

料）小很多，与食盐和酒精相当。

M市 PX 项目由市政府与市石化公司采取合资方式共同建设，项目选址初步定于 M市石化乙烯

厂内，2012 年 10 月正式获得国家发改委同意，并被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该项目总投资 35

亿元，M市石化公司布点建设两套 60 万吨/年芳烃装置，每年预计生产约 300 亿元的销售收入，平

均增加税收 6.74 亿元，财政收入 2.04 亿元。

鉴于之前厦门、大连、N市、彭州、昆明等地群众抗议 PX 项目事件，M市政府事先已预料到本

地 PX 项目也会具有争议，于是从 2014 年 2 月 27 日起通过媒体向公众宣传、科普 PX 相关知识。但

在 3 月 30 日，还是发生了当地民众的抗议行动。

材料二

2014 年 3 月 17 日，M市政府组织媒体召开会议，就项目的投资规模、选址等向媒体做了通报。

3月 18 日起，“PX”开始出现在当地媒体上。《M日报》接连发表《PX 到底有没有危害》《解开

PX 的神秘面纱》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均普及 PX 项目知识为主，而未提及该市 PX 项目上马的

相关信息。

但据多名参与反抗的市民称，媒体密集的宣传让他们感觉 PX 项目“上马在即”，令他们产生

“紧迫感”。支持 PX 项目的人对政府的宣传同样不满：政府应该多和市民沟通互动，针对各种疑

问，专家学者耐心解释，而不是把他们认为正确的信息一股脑“塞”给市民。石油专业的陈明希望

看到项目选址等公示信息，可是没有。

此次会议中，当地网站负责人接到了市政府“严控 PX 有害言论”的要求。于此同时，《积极

做好石化重点项目宣传工作》的文件中提到，市委宣传部门等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对发表过激

言论的网民进行身份核查，进行教育训诫和稳控。”

从 3月 19 日开始，M市电视台和 M市石化公司电视台每日播出市委石油产业专题学习会的视

频。视频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工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金教授面对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对 PX 项目解疑释感。金教授称，PX 项目只是一个普通石化项目，之所以之前很多群众不接受，

是“因为不了解。”他建议政府要“和群众交朋友”：邀请群众参观生产厂车间，设立公众参观日

的群众代表监督会。但直至 3月 30 抗议 PX 时间开始前，M市群众和政府还没有“交上朋友”。当

地以为媒体人透露，他早在 4年前就听说本地想要上马 PX 项目。期间，也有民间组织去环保局索

要相关信息，相关人员以“保密”的名义拒绝透露信息。

材料三

2014 年 3 月中下旬，M市卫校学生李林和她的同学们被要求签署一份《支持 PX 项目建设承诺

书》。承诺书要求签名者维护发展 PX 项目的决策；不听谣、不信谣、不传谣，不发表妨碍 PX 项目

建设的言论，绝不组织、不参与任何反对和阻挠 PX 项目建设的活动。承诺书引起同学们的议论纷

纷，他们上网搜索后，知道了厦门、大连等地的 PX 事件。4月 1日晚，李林在网上发言：坚决不

签名，评论中支持者众多。

原来，3月中下旬起，M市要求当地石化系统的工作人员、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和部分学生签

署《支持 PX 项目承诺书》。M市政府一位公务员说，正是考虑此前国内多地 PX 项目上马前发生过

“造谣、传谣事件”，市政府才考虑制作承诺书，并期望民众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对项目的关切。但

一些单位和学校在要求签署承诺书时带有“隐性的强制”，比如强调如果不签，会“对高考不利”、

“对升迁不利”等。一位科级干部说：“我不了解 PX，被强迫签字后，就更不相信宣传材料了。”

3月 27 日晚上 7点半，M市政府有关部门召集当地活跃且有影响力的网友开 PX 推广会。会议

由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T及宣传部网管科科长主持。知情人士透露，会议召开前，M市 PX 项目工作

组要求本地家教网站邀请 50 名左右的活跃、知名网友参会，并希望以“内定”的方式“低调”邀

约网友。但一家网站将推广会的消息公开发布后，本打算控制在 50 人左右的会议，最终参会者达

到近 250 人，远远超出主办方预想。



2

会上 T主任就 PX 项目做了解读后想离场，但与会者均不同意，要求他留下回答网友提问。T

主任同意留下，但限定只回答 3个问题。3个问题的回答都没有令在场网友满意，随后，有网友和

工作人员发生了争吵。

会后，参会的网友互相交换了电话号码、加了微信。

4月 3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M市副市长 L强调：在社会没有达成充分共识前绝不会启动该

项目。

材料四

S市是一座地域空间小、人口密度高、污染负荷重的城市。由于城区范围的急剧扩张，大量污

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填埋场等市政设施需要建设，但亟需的市政设施项目却往往由于

公众的反对而难以推动。

平湖垃圾焚烧厂（以下简称“平湖厂”）在 2000 年规划之初就遭到附近居民的反对。当时的

区政府主管副局长带着 50 名居民代表前往澳门参观垃圾发电厂，澳门垃圾发电厂无臭环保，最终

居民同意了发电厂的进驻。平湖厂在一期建成之初，1000 米范围内没有居民住宅。但随着城市化

进程不断推进，周边社区向平湖厂快速发展，导致工厂与居民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其中辅城坳

社区和上木古社区离平湖厂的距离分别仅为 130 米和 300 米。两个烟囱经常在夜间不定时地直接排

放浓烟，刺鼻的臭气弥漫在辅城坳和周边社区上空，“烟尘所产生的微粒铺天盖地，洒在居民的窗

台上、饭桌上甚至人的身体上。”社区人大代表 Z女士说。平湖厂对附近居民的影响越来越严重，

厂群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从单一的职能部门内部来看，项目没有问题，但是综合来看就会有问

题。”一位负责人说。

据平湖厂周边居民反映，平湖厂建厂时区政府有关部门承诺按澳门标准进行建设，然而后来执

行的排放标准是国家标准，其中的大部分指标都落后于澳门标准。而且，相关主管部门在垃圾焚烧

发电厂建成之初承诺，每季度会向周边社区下发环保测试评估报告，可是在 2009 年初群体性事件

发生之前，辅城坳社区居民并未收到相关报告。

相较于对垃圾焚烧污染的顾虑，公众更期望监管的完善。据了解，S市市政设施的监管主要集

中于环保监管，环保监管也不能完全满足公众需要，因为对于公众比较关注的臭气、二噁英等污染

因子，技术上仍难以实现实时在线监测。监测结果虽然基本实现达标，但难以准确、真实、有效地

反映企业长期运营中的排污行为；环保部门只能关注企业环保设施是否正常运转、废气是否达标排

放，而对企业清洁生产、环保设施的维护养护和升级改造等方面缺少约束力、强制力和引导力。

S市城管委副主任记不住自己当了多少次垃圾焚烧的义务宣传员。这两年，他发现群众的态度

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以前，老百姓不清楚垃圾焚烧是否有污染，还可以坐下来沟通、科普。现

在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却是，‘别说那么多，我也不管有没有污染，你建在别处我不管，我就是不

想让你建在我家门口’。”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L认为，“要想让垃圾焚烧项目顺利推进，就要平衡好利益相关方的关

系。要注重前期沟通，让百姓有合理预期。通过环评的项目不能说搬就搬，说停就停，政府进退失

据，就会让社会更加不信任垃圾焚烧项目。”

“无论多先进，垃圾焚烧厂还是扰民设施，要承认这种环境影响。我们不能总寄希望于公众自

愿牺牲既得利益，还是要利用补偿机制让居民感受到利益平衡。”中科院生态环境所研究员 Z说。

某市城管委固废管理中心主任 K认为，这不是个人素质问题，而是社会看法的体现。“你说没

污染，很多居民是同意的，但是他种的茶叶就会被采购商压价，他的房价就会比别人低。这些反对

垃圾焚烧项目的居民不是没素质，而是他有实际利益的牺牲。”

材料五

新加坡国土面积仅有大约 700 平方公里，主岛新加坡岛是居民集中的岛屿。新加坡的炼化设施

大多集中在距主岛不足两公里的裕廊岛以及以附近一些岛屿为基础而加以扩大和改造的地块上。裕

廊岛目前有 90 多家顶级化工厂入驻。政府在通盘布局考虑之下，对化工项目进行全流程的监管。

例如，项目用地前期评估由多部门联手参与，并引入公众咨询机制；项目上马须通过一套严格流程，

尤其着重其安全评估；发生生产事故后积极妥善应对，尽可能披露足够多信息满足公众知情要求，

缓解对于安全的担忧，赢得公众信任。

韩国是 PX 出口大国。韩国大型化工项目开工前，企业需向政府和居民证明项目建设符合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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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对于居民的反对，政府会采取疏导、补偿等措施，并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一旦发现企业在建

设中违规操作，政府会勒令暂停项目建设，企业自身在尽力保证 PX 生产安全和消除负面影响方面

也付出了巨大努力。以三星道达尔化工企业为例，这家公司采用的安全管理标准以及废水废气排放

要求都要远远高于政府标准。蔚山园区所有企业的废水废气处理都通过电子摄像头实时接受市政环

境人员的监测。为消除民众顾虑，企业还会在官方网站上公开主要的安全生产信息和数据，供民众

随时查询。韩国化工企业也将部分盈利拿出来回报当地社区。SK 集团于 1997 年投资上千亿韩元建

造蔚山生态公园，成为当地居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

日本在垃圾处理方面还有很多细节要求。除了与居民建立互信外，排放气体要严格按照《大气

污染防治法》排放。第三方机构 1个月检查 1次，二噁英 1年检查 4次，废水 2个月检查 1次。运

行过程中，居民代表全程参与监督，相关检查数据全部公开。除了《大气污染防治法》，还制订了

专门的《水质污浊防治法》《废弃物处理办法》等法律。

材料六

1980 年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一篇报道中，第一次用“邻避”这个词来描述美国人对

化工垃圾的排斥和防抗，后来媒体和学界以此概括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必须的劳动设施遭到选址

社区排斥甚至引起群众抗议的现象（对应的英文短语是“NIMBY”，音译为“邻避”，也就是

“Not in my backyard”，“别在我的后院”的缩写）。与之相关的设施即为邻避设施，抗议

活动则为邻避活动。在 1980 年代的美国，由垃圾填埋场、机场、监狱、收容所、戒毒服务中心等

设施选址引发的冲突逐渐增多。尽管民众都认为这些设施对城市发展不可或缺，却希望远离自己，

落址他处。仅在 1980-1987 年间，美国就在 81 家申请建垃圾填埋场、核电厂等设施，最终只有 6

家完工。同一时期、在一些欧洲国家，由核废料储存选址问题引发的抗议，发展成为影响广泛的环

境保护运动。1990 年代以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也不时出现以反对

环境污染为主题的邻避活动。随着城市建设突飞猛进，邻避运动在中国内地也成为一个突出现象，

备受关注。有学者称，邻避运动构成当前中国“社会运动的日常形式”。

材料七

纵观我国近年在各地发生的邻避运动，“一闹就停”已成为地方政府应对邻避运动的惯有模式。

N市 PX 项目是有国家化工产业振兴规划所确立的国家生产力布局重点战略项目。项目选址在 N

市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总投资约 558.7 亿元，但因为当地民众的抗议而停止。这意味着单单停

止 PX 项目使 N市当地的投资损失高达 600 亿元，而其将带动的产业链条也将因此被斩断，审批机

构的公信力也受到严重损害。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T认为，从解决这些时间的指导思想和最终目的

看，并非是出于利益公平博弈和裁断，也不是单纯考虑维护环境利益，而只是简单地为了维稳需要，

息事宁人。显然，此种处理方式和处理思路并不是解决中国邻避问题的有效出路。中国社科院研究

员 Y 也表示，有些人虽然认识到环境破坏和邻避运动的因果关系，但仍把邻避运动视为应该避免发

生的“群体事件”。那这种想法不但消解动了邻避运的意义——维护环境利益孤立了邻避运动，同

时也劝阻了民间环保组织与邻避运动的参与合作。也有学者认为，各地类似事件已经非常清晰地说

明，如果还是沿用简单陈旧的管理思路看待和处理邻避运动，那么未来还将出现的不过又是一个个

曾经相识的项目，轻率而起，潦草而停。

“邻避效应”的存在，既考验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又考验公众的公共精神。所谓公共精神，

是指公民具有超越个人狭隘眼界和个人直接功利目的，关怀公共事务、事业和利益的思想境界和行

为态度。以公共责任意识为实质内容的公共精神有着丰富的社会内涵；首先它体现公民尊重国家法

度和政府行政，并与政府合作的精神态度，其中包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与合理监督政府行政的

精神态度；其次，它体现为公民自觉关怀与维护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环境、公共资源、公共

财务等公共利益的态度与情怀；其三，它体现为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理解、尊重、包容他人并与他人

平等相处、合作共事的精神气度和行为取向。

公共精神需要公民在参与公共生活实践中得到培养和提升。鼓励和推动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实

践，包括鼓励和推动公民参加从国家层面到公民社会层面再到城乡社区层面的公共事务管理，其中

尤其是参加公民社会的自治和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其关键则在于为公民平等地参与各个层面和方面

的公共事务管理提供条件、机会、平台和社会信任网络。

2009 年，广州市番禹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曾经引发邻避运动。但广州市番禹区市民、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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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权领袖、投入关注此事的广州媒体人、学者，并没有满足于原址被否决的自利目标，不在满足

于“别建在我家后院”的邻避诉求，而是长期保持与官方互动。当初参与组织策划抗议行动的维权

领袖不再是“敏感人物”，而是广州市政府的座上宾。原来淹没在众多 ID 当中的普通网民成了民

意代表、社会活动家、他们多次受邀参与市长、副市长的座谈会，就垃圾焚烧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反

复论证，协商，参与了整个决策过程的论证、评议乃至行动。

这批成熟起来的公民，从环境抗争运动中体验到了参与公共决策的成就感，而对官方来说，则

在这个开放议事渠道、增加民意代表的社会治理模式当中，减轻了决策压力，将民众的抗议处理从

“政治化”转变为“例行化”处理，进而纳入制度化轨道。治理过程中，如果没有维权公民理性而

富有建设性的抗争，政府可能仍然停留在封闭形式决策的路径依赖上：但反过来说，没有广州市政

府相对开放的现代社会治理姿态，再高明的行业高手，恐怕也难以参与到决策环节当中去。

材料八

在发达国家的现代进化过程中，政府和公众对邻避设施的态度变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

阶段是 1970—1986 年，政府部门开始对这些设施提出回避的要求。第二个阶段是 1987 年以后，这

样的反抗达到高峰，对邻避性设施，公众的意见基本上是反对的，第三个阶段即 1992 年以后，邻

避运动开始发生了转型，就停止提供这些设施。因为它们一旦短缺的话，公共生活本身就会受到影

响。所以，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从政府、提供这些设施的企业到一些社会支援团体，都开始考

虑怎么改进矛盾的情况。进入 21 世纪，人们开始讲邻避性设施的提供和社区的再造、城市的改造

整合在一起，以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从邻避情节转变为迎臂效应（对应的英文短语是“YIMBY”，

音译为“迎臂”，也就是“Yes in my backyard”“可以在我家后院”的缩写），人们对其不

排斥甚至于欢迎。举例来说，某城市要建立一个污水处理厂，城市非常小，没有更多可以供选的余

地。但最后方案出来，很多社区都希望污水处理的项目能在自己社区附近。为什么呢？因为它和社

区的重新营造结合在一起，通过这个项目，地面做了一个人工的湖泊，对湖泊的周边进行相应的改

造。所以有些社区，特别是老旧社区，非常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在这里落地。

问题一：阅读给定材料一-三，请概括 M市政府在推动 PX 项目的过程中存在哪些不足（20 分）

要求：内容全面、准确，字数在 300 字以内。

问题二：阅读给定材料四-五，假如某市要建立一个垃圾处理发电厂，请就如何能够得到附近

居民的认同提出建议。（20 分）

要求：内容全面、具有可行性，字数在 300 字以内。

问题三：很多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都出现了“一闹就停”的现象，请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

原因和负面影响（20 分）

要求：分析透彻、表述准确，条理清楚，字数在 300 字以内。

问题四：阅读给定材料，结合你的理解，请以“从‘邻避’到‘迎臂’需要公共精神”为题目，

写一篇议论文（40 分）

要求：观点明确，思路清晰，逻辑严谨，表述流畅，字数不少于 12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