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大气污染的概念及成因

大气污染又称为空气污染，按照国际标准化组

织（ISO）的定义：“大气污染通常指由于人类活动或

自然过程引起某些物质进入大气中，呈现出足够的

浓度，达到足够的时间，并因此危害了人体的舒适、

健康和福利或环境的现象”。根据不同来源，我们

将大气污染源分为两类，一类是天然污染源，一类

是人为污染源。其中天然污染源也被称为自然污

染源，主要是指因自然灾害的发生而向大气中排放

有害物质从而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例如自然界的

火山活动、山林火灾，海水波涛飞扬、土壤受风扬

散、地震等暂时性的灾难引起的污染。此类灾害形

成的污染物主要有尘埃、硫、硫化氢、硫氧化物、氮

氧化物及恶臭气体等。人为污染源主要指人类生

产活动所产生的广义的排泄物而受到的污染。通

常情况下，人为污染源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燃料

燃烧。天然气、石油和煤燃烧排放的污染物是一种

排放量大、分布广、排放高度低、危害性不容忽视的

大气污染源。②农业活动排放。在农业生产过程

中，使用的化肥及农药会以粉尘等颗粒物形式散到

大气中，从而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此外还有秸秆

焚烧等。③交通运输。指的是在使用火车、汽车、

轮船、飞机等工具的过程中所排放的污染源[1]。④

工业生产。这里包括生产所需燃料燃烧排放的污

染物，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污染物，以及生产过

程中排放的各类矿物和金属粉尘。

大气污染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活动排放

的废气超出了大气环境接纳污染物的最高限度，无

法被净化的废气在大气环境中不断叠加、复合致使

了大气污染日趋严重 [2]。天然污染源我们不可控

制，而人为的污染源人人都是制造者，因此控制大

气污染，人人都有责任。但现实情况是，人们都在

逃避责任、推卸责任和互相指责。大部分人认为大

气污染主要是由工业生产造成的，国家和企业应承

担重大责任，个人应承担的责任往往被忽视。

2 个体在大气治理中的责任分析

2.1 个体为什么负有责任

2.1.1 理论基础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提出的治理概念：

“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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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

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治

理主体的多元性特征反映了治理的主体不仅仅只

包括政府，各种组织、协会、团体，还包括社会个体，

这就意味着，个体可以在公共事务中成为治理主

体，拥有参与的权利，同时也承担着相应的责任和

义务。

从另一方面来说，所有的主流道德体系都认

为，无论生活在地球何处的人，都有不伤害他人的

义务。功利主义、权利理论和正义理论都认为人有

不伤害他人的义务。如我们所见，对于如何在对他

人造成了伤害的人之间分配责任，不同的伦理理论

可能会给出不同的结论，但是所有理论都不会否认:

无论身在何地，所有人都有责任避免对他人造成伤

害[3]。因此认为自己对大气污染现状没有责任和义

务的个人，他们的观念就存在伦理缺陷。

当然人类在生产生活中一点不排放污染废气

是不可能的，因此给每个人一定的污染排放份额是

必要的，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个人应该承担的大气污

染责任是相对于超出自己的那份公平份额来说

的。但是，大气污染排放份额可能是全球最受争议

的公平分配问题，比如每个人究竟可以排放多少污

染气体？还有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单位产品？绝对

值？因此给每个人规定具体的大气污染排放量相

当复杂。但是我们很容易指出个人的哪些有害气

体排放行为是存在伦理问题的，因此可以对那些超

过其公平排放份额的高排放者给予强烈的伦理谴

责[3]。

2.1.2 现实基础

大气治理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在于把防治大气

污染的责任放在国家层面上，而忽视了个体的伦理

责任。然而正是因为地球上数十亿人的有害气体

排放量超出了他们应享有的公平排放份额，才导致

了越来越严重的大气污染现状。保罗·哈里斯

（Paul G.Harris）指出高度关注个人对大气污染应负

的责任才是唯一焦点。哈里斯认为，大部分研究气

候变化伦理的论文都存在缺陷，因为它们都完全忽

视了发展中国家中高排放个体的责任[4]。大家都普

遍认为发达国家是大气污染的罪魁祸首，认为现在

的大气污染状况是发达国家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过

程中造成的，他们把高污染工厂建在发展中国家，

用从中获取的利益过度消费。这虽然是个不争的

事实，但发展中国家的个人不应以此为借口来逃避

自身应负的责任，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大气污染是

全球推崇资本主义信奉的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自

由市场所致。

我们应该认识到，如今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

国家发展迅速，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富人们有能力

像发达国家的人们那样消费，从最近几年我国的炒

房热潮引起的房价疯涨、国人疯狂购买奢侈品等现

象就足以看出，普通老百姓也有跟风过度消费的情

况，然而这些商品的能源消耗远远超过了其基本需

求，同时产生的大气污染物远远超过了他们应享有

的公平安全排放份额，他们应该为其造成的污染后

果承担责任。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发达

国家的个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个人，都在逃避道德

审查[4]。

由此看来，个人对大气污染应负不可推卸的责

任，因此只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每个人都有

减少有害气体排放的义务（比如有能力使用清洁能

源就不使用煤等高污染能源）。除非每个人都认识

到了自己对大气污染应负责任，并将其大气污染排

放量降低到公平安全份额之内，否则大气治理就不

太可能有显著成效。

2.2 个体责任被忽视的原因

大众对待大气治理的态度，是一种被社会心理

学家称为责任分散效应的心理现象在起作用。责

任分散效应，也称为旁观者效应，是指对某一件事

来说，如果是单个个体被要求单独完成任务，责任

感就会很强，会作出积极的反应。但如果是要求一

个群体共同完成任务，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责任感

就会很弱，面对困难或遇到责任往往会退缩。我国

有句很古老的俗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

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句话就是责任分散效应

的表现。在大气治理上，表现为人人都有一种“我

不出手，自有他人出手”的推诿心理，个体责任因为

小且不明确而被忽视。

从另一方面来说，大气属于一种公共物品，这

种属性本身决定了人们不会像对待私人物品那样

的爱惜和加以保护，相反，每一个人都为了追求自

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无节制的消耗公共物品，最终势

必导致大气污染越来越严重。而个人又很容易从

中逃避责任，因为往往个人会把责任推给比自己污

染多的他人。另一方面，个人不会为损坏的公共物

品买单，大气被人类破坏而出现的污染问题毫无疑

问是人类的责任，但因为其公共属性每个人又可以

很容易从中逃避责任。因此就没有一个人愿意付

出代价和承担责任。再者，大部分人都会认为就算

自己把个人大气污染排放量降低到零，这样的行为

除对自己生活产生极大影响外，对大气质量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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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不起作用。所以即便是道德觉悟高的行为者

也会选择袖手旁观，其造成的后果必然是大气污染

问题越来越严重[5]。

有些人认为大气治理得靠国家发展技术来解

决，个人在大气治理上无能为力。不可否认，技术

可以扩大大气对污染物的承载量，就像脱硫技术减

轻了燃烧煤炭对大气的污染一样。但是，一方面技

术只有掌握在承担个体责任的人手中，才能发挥作

用；另一方面，技术的作用是有限的，并且技术的研

发、试验以及推广需要很长的周期与时间，技术的

进步远远赶不上人类污染大气的步伐，因而，技术

最终是“治标而不治本”。

大气治理中个体责任被忽视导致的后果是可

怕的，就像吉登斯悖论中所指出的，气候变化问题

尽管是一个结果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对于大多数人

来说，由于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见、不直接，因

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计划中很少被纳入短期考虑

的范围。悖论在于，一旦气候变化的后果变得严

重、可见和具体，我们就不再有行动的余地了。因

为一切都太晚了[6]。

3 个体负有什么责任以及如何负责

3.1 个人只需为那些超过个人公平份额的有害气体

排放负责

虽然将个人在有害气体排放上的责任进行具

体量化具有相当大的复杂性，但按照相对公平原

则，高收入者应比低收入者多负责任，其原因在于：

第一，大部分高收入者高额利润的获得，是以牺牲

环境为代价的，比如工厂直接将有害气体排放到大

气中，从而避免了高额的净化成本。第二，通常情

况下人越富裕消费的就越多，产生的污染物就越

多。比如购买高耗能的房子和汽车，出行会经常开

车而不选择公共交通等。第三，高收入者比低收入

者有更强的保护环境的能力。比如高收入者有能

力选择价格偏贵的清洁能源，节能电器等，而如果

一个连基本生活都很难保障的个人即使有保护环

境的道德品质，也没有能力购买环保商品。虽然每

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的大小、多少不同，但是对于

自己负有责任这点,应该是没有异议的。因此，每个

人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将有害气体排放量降

到最低，如果超过了个人公平份额，那么个人就应

该为其行为负责。

3.2 个体如何负责

面对日益严峻的大气污染现状，我们不应该继

续抱以逃避责任、互相推卸责任以及互相指责的态

度，而应好好审视自己，认识到自身应承担的责任，

从行动上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

（1）减少浪费行为。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减

少浪费从而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比如减少对食物

和生活用品的浪费，拒绝过度包装，冬季使用集体

供暖管道，节约用电，因为在北方大多数火力发电

厂是烧煤的。减少对奢侈品的消费，在并不迫切需

要的情况下个人不应该购买消耗大量化石能源的

房子和汽车。

（2）选择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比如使用清洁

能源和节能电器，出行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使用环境友好型油漆和清洁用品，逢年过节不燃

放烟花爆竹，尽量不网上购物，因为网上购物不

仅在包装上造成浪费和污染，而且运输商品用到

的船只、飞机和卡车燃烧的能源对大气也会造成

很大污染。

（3）勇于阻止他人的污染行为。彼得·辛格指

出，如果我们有能力阻止某些不好的事情发生而不

必因此牺牲具有同等道德价值的东西，那么从道德

上讲，我们就应当去做[7]。面对其他人的污染行为

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应勇敢的去阻止并使其意识

到自己的环保责任。

减少个人大气污染物排放、保护大气环境的方

式还有很多，积极承担环保责任对于个人和大气都

是有利的。“你的健康、你的钱袋与环境之间存在着

一种相互增进的关系。如果你所做的对其中一项

有利，那么对其他二者而言也几乎总是有益的”[8]。

比如出行选择乘坐公共交通、步行或骑自行车，这

样不仅锻炼了身体，节省了金钱，同时减少了有害

气体的排放，一举三得。因此，我们应积极承担治

理大气污染的个体责任，使人类和地球都得以持续

发展。

4 结语

所有人都对日益严峻的大气污染现状负有责

任，因此，所有高排放的个体都有责任和义务将自

己的污染气体排放量减少至其公平排放份额之内，

否则大气污染问题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虽然

关于个人的公平安全排放额很难量化，但只要我们

有对大气污染的责任意识，从而尽可能的减少污染

气体的排放量，那么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受益者，包

括我们的子孙后代。
（下转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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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智能家居系统进行全面改进，从用户需求“求

异”出发，在云平台、智能主机和APP各方面实现最

大的定制化设计。本系统的用户配置和APP界面

如图6所示。在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的智能家居系统

的实践过程中，因为定制内容丰富，使得配置过程

相对复杂。如何让工程商轻松地把新设备的驱动

等输入到系统的云服务，如何简化智能主机上线配

置，如何让用户自定义UI布局轻松有趣、语音匹配

更优等等，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4 结语

本文基于“云+轻量主机+端”的智能家居模式，

以用户配置为核心的智能家居系统架构，并且介绍

了关键模块的实现方法。该系统的云、主机和APP

基于一系列的协议规范，贴近需求、通过配置使不

同协议的智能设备间互联互通，解决市场问题，实

现家庭业务个性化定制，提升住宅智能的舒适度，

向下一代智能家居产品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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