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1

英国空气污染治理背后的利益较量
Competition for interests behind air pollution 
treatment in United Kingdom
■文 / 陈华文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伦敦工厂里一排排烟囱排放

出浓黑的煤烟，曾经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这座

世界著名的大都市当时整天天空灰蒙蒙，被戏称为

“雾都”。煤烟带来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给伦敦市

民的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如何看待煤烟、又该如何治

理空气污染，英国社会的各利益阶层为此展开过漫长

的博弈。

工业革命是煤炭“烧”出来的
当今世界，有30亿人生活在城市中，相当于世界

人口的一半，他们中有很多人忍受着不适于呼吸的空

气。很人抱怨空气质量糟糕，只要生活在大城市，不管

你愿不愿意，都要面对空气受到污染的现实。

越是工业生产起步早的地方，空气污染的时间也

就更早。众所周知，工业革命发源于英国，很多人以为

这都是瓦特发明蒸汽机的功劳。其实蒸汽机并非瓦特

的发明创造，他只是对这种现代机械进行了改良。工

业革命中，蒸汽机当然是功臣，而真正引爆工业革命

的，是煤炭的大规模开采与使用。煤炭开启了现代文

明的新时代，同时也将地球引入环境污染的时代。毫

不夸张地说，英国之所以崛起成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强

大的制造与贸易帝国，都是化石燃料烧出来的。

英国煤炭资源异常丰富，20世纪初期，英国一直

都是欧洲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年产量2.29亿吨。如果

仅仅是因为大量的煤炭生产，或者是蒸汽机的普遍使

用，都不足以使英国成为19世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

家，但是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改变了一切。工业革命时

期，随着工厂用蒸汽机取代畜力和水力，英国各行各

业对煤炭的需求迅猛上升，并且持续增加。

煤炭作为一种化石燃料，在工业文明时代扮演着

举足轻重的角色。“一战”前夕，英国的煤炭消费量达

到了1.83亿吨，100多万人在煤矿工作，参与煤炭运

输、分送以及把煤炭装填进锅炉、熔炉、壁炉、厨房灶

台的人也有百万之多。人们依靠煤炭为工业提供燃

料，为铁路和船只提供动力、保暖和做饭。煤炭也被

用于制造煤气，而煤气是当时室内和大街上照明的

首选。当时有人撰文指出：“英国的工业成就有赖于煤

炭，而非努力工作和可靠的政府。”

煤炭在燃烧中，不仅释放了可利用的能量，还释

放了大量的烟尘和酸性水汽。尤其是煤烟中，会产生

毒灰、二氧化硫、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然而工业革命期

间，英国人竟然认为煤烟是无害的。当时，煤烟弥漫在

英国很多城市，对此民众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污染

并不是来自煤炭等自然资源的使用，而是产生于自然

生活的过程。他们把疾病的传播归咎于瘴气，而瘴气

是一种不可见的气体，被认为是腐烂的动植物散发出

来的。如此一来，哪里发现的腐烂生物最多，就认为哪

里的环境污染最严重，沼泽、丛林、墓地、污水坑、下水

道被认为是污染之源。

更为荒诞的是，有人不仅以为煤烟是无害的，而

且认为煤烟可以防止污染。在伦敦，由于煤烟日日夜

夜不停地排放，整个伦敦在冬季经常遮天蔽日。煤烟

的无限制排放，给市民的健康带来严重威胁，肺病、呼

吸道系统疾病、佝偻病伴随而来，不少人精力衰退，整

日咳喘。科学家和医生经过实验，清晰地认识到了煤

烟就是健康的主要杀手。

空气污染治理背后的利益较量
到了19世纪末期，英国的公共卫生专家、城市改

革者、记者重新定义了煤烟，不再认为它是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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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的一部分，而是把煤烟视为一个城市问题。美

国学者索尔谢姆曾指出：“人类具有了超越以前难以

超越的环境限制能力，但又没有能力预判或控制新技

术产生的后果。”对环境恶化的担忧，当时一些激进的

艺术家和作家表现得尤为明显。一些人开始怀念工业

革命之前的英国乡村，期望英国彻底放弃工业之路，

回归淳朴的乡土社会形态中。

如比罗斯金、莫里斯等人当时指出：“在一种被误

导的对物资利益的追求中，英国正在牺牲它与自然、

过去的联系。整个国家都在屈从于城市和工业的需

要，乡村正在失去本来的自然特征。”还有学者对煤烟

污染的反思更为强烈：煤烟是一种危险因素，容易导

致社会和政治的动荡。对犯罪、不道德行为、暴民活动

来说，因烟而变得肮脏的空气为其提供了理想的掩

盖。当时的欧洲，不仅英国的煤烟排放严重，法国也好

不到哪里。印象派绘画大师莫奈在《睡莲》《日出》等

系列油画作品中，色调中总是烟雾弥漫。他的创作并

非另辟蹊径，而是忠实地再现当时糟糕的空气而已。

按照常理，既然全社会都充分认识到烟雾的危害

性，那么接下来要看如何治理了，而空气治理并非想

象的一帆风顺。在民众的要求下，1912年当“一战”

打得正酣之时，英国气象局成立了大气污染调查委员

会，该委员会的目的是对英国各大城市的烟尘沉淀进

行科学测量，并对空气质量进行抽样分析。然而，大企

业主和资本家并不把这种类似学术研究的组织放在

眼里。为了获取源源不断的财富，他们不期望减少煤

烟的排放，更不愿意看到企业关门停产。他们把制造

煤烟的罪魁祸首推给城市居民，理由是日常生活中使

用煤炭排放的煤烟比工厂更严重。英国政府部门在这

个问题看法上两面摆动：一面要顺应民意，必须减少

煤烟的排放，另一方面又不能和资本家们翻脸，他们

是政府部门的缴税大户，得罪不起。

金山银山与青山绿水需两者兼得
当空气污染已经影响到所有人的健康和生存质

量时，英国社会的各利益阶层都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妥

协。1956年，英国颁布了《清洁空气法案》，这项法规

在空气污染整治方面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在过

去的几十年中，英国相继出台一系列更加严格的生

态环保法规。在空气污染、生态环境治理方面，英国人

不仅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他欧洲发达国家也同样

如此。2015年12月18 日，英国关停了最后的煤矿企

业——约克郡凯灵利煤矿，这也标志着英国彻底结束

了煤炭时代。从鼓励煤炭生产，到控制煤炭使用，到现

在的告别煤炭，英国走过了100多年的路程。 

在治理生态环境过程中，必须面对经济发展不能

停滞、民众生活质量不能下降的现实。这些年来，为了

应对这一难题，英国和欧美各国专注于高新技术和金

融经济的发展，那些能耗高、污染重的企业，陆续迁移

到发展中国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为了

经济快速增长，则是以破坏生态环境为赌注。有关碳

排放控制与减少问题，如今成为国际外交领域的焦

点，发达国家总是指责发展中国家破坏了地球生态环

境，然而这些发达国家，其实早在100多年前的工业

革命中，就已经成为生态环境恶化的始作俑者。如何

在经济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找平衡点，考验着各国政府

社会治理的水平与智慧。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的关键

机遇期，不能因为发展经济和提高生活水平而破坏生

态环境，当然也不能为了生态环境的修复而停止经济

建设，我们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从政府政策

的角度看，执行现有的环保法律法规不能松懈，厂矿

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要在新能源新材料技术

创新中有所作为。对于每一个公民而言，生态环境既

然关乎所有人的生命健康和生存质量，那么真正地践

行绿色理念，则是应有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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