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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环境中由于被一些有害气体和悬浮颗粒物、粉尘所污染,导致人类健康受

到严重影响,这就是大气污染。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各生产行业领域都处于高度

发展状态,导致各种建筑粉尘、工业排气等日益加重,对大气环境的污染也越发严重。因此,大气污染防

治已成为全球各界共同关注的重要工作,并不断研究创新出各种对策和方法。基于此,文章就大气污染防

治与政府协同治理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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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我国在不断

加强城市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取得了显著

成效,但与此同时随之而来的是日益严

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当各类环境污染成

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环境治理就应运

而生。但是还需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的

防治工作,采用科学手段,降低污染源的

释放,真正做到预防为主,治理与防治有

机结合的新局面,从而改善空气质量。 

1 大气污染的危害 

大气中颗粒物浓度增加易引起支气

管炎、肺气肿、上呼吸道感染等疾病,

硫酸烟雾对皮肤、眼结膜、咽喉等都有

强烈地刺激和损害,高浓度的一氧化碳

会降低血液输氧能力,使人产生眩晕、头

痛和倦怠；氮氧化物会破坏肺细胞,可

能是哮喘病、肺气肿和肺癌的一种病

因。光化学氧化剂会严重刺激眼睛,引

起剧烈咳嗽和注意力不集中。大气污染

除了危害人类健康,对农业生产危害也

十分大,比如酸雨会引起土壤和水体酸

化,对动植物和水生生物产生毒害,甚至

导致减产和绝产；大气污染对气候也产

生了不良影响,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等

问题已经影响到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和社

会生产活动。 

2 我国大气污染的成因 

2.1生活燃煤 

近年来每逢进入采暖季,我国北方

的空气质量就容易出现大范围恶化、连

续出现雾霾天气、大气环境质量极不稳

定。追根求源,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在我

国北方部分地区冬季采暖时集中供暖的

供暖锅炉大多数还是烧煤的,仍由部分

个体居民户还在燃烧散煤,而煤炭燃烧

后会产生硫化物、粉尘的污染物,直接导

致大气受到污染,这种污染就是很单纯

地由于人为活动所造成的,是一种不容

忽视的污染源。 

2.2企业排放未达标的工业废气 

为了实现企业利润 大化,促使企

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部分企业在生

产运营中常常单方面追求企业经济效益

的提高,而环保意识并不强,从而大量排

放未达标的工业废气,这也使得环境污

染问题也日益加剧。加上企业管理者并

没有意识到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这

也使得企业在运营中忽视了相应的环保

措施,尤其是一些“三高”企业,即使国

家明确了相应的标准,但是仍然存在废

气乱排放问题,这也使得大气污染的情

况日益加剧。 

2.3汽车尾气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汽车基本上

已经成为日常必需品,是人们日常出行

首选的交通工具,私家车的数量也在不

断上升,汽车数量增多为人们出行提供

便利。汽车数量增多为人们出行提供便

利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危害。汽

车尾气中含有大量的氮氧化物,直接排

放到空气中,随着汽车数量逐渐增多,汽

车尾气排放量也逐渐增加,对城市环境

控制质量造成一定不良影响,所以,政府

应重视汽车尾气排放问题,将其纳入环

境治理之中,将治理工作放在首位。 

2.4城市建设对于大气污染因素 

在建筑工程施工时,就会有大量空

气扬尘产生,这也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成

因。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扬尘的产生是

随着道路施工、房屋建筑、建筑物破除、

道路工程浮土等原因产生颗粒物漂浮于

空中,扬尘中含有碳氢氧硫以及各类有

害细菌物质。扬尘会随着空气大范围流

动,流动过程中会影响植被生长,还会进

入到人体呼吸系统,危害人们身体健康。

近些年来,因为工程项目施工造成的扬

尘引起的纠纷事件逐渐增多,因此我们

在工程施工时如何科学有效安全的施工,

即不影响施工周期,还不会对城市大气

污染造成影响是目前相关建筑企业需要

进行研究的主要问题。 

3 政府协同治理大气污染防治

的措施研究 

3.1转变立法指导思想 

积极探索地方立法机关联合出台专

门的地方性法规,配合开展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充分发挥法规的特殊性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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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以避免立法资源的浪费,又可以避

免重复立法立法方面的问题,地方立法

机关在对本地区情况有较深入了解的同

时,可以制定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

防范措施,有较强的标准化；此外,通过

联合立法,通过与地方立法机关的有效

协商和协调,实现目标制度创新和地方

共识,可以增强大气污染防治能力,有利

于区域一体化的法律进程,通过联合立

法的形式,限制和明确各城市的责任和

工作,减少利益冲突。 

3.2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调整产业结构 

企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应该及

时的对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因为那些

落后的生产工艺以及生产方式等会对大

气污染造成严重的损害,所以在社会发

展的期间尽可能的加大一些智能环保类

的产业,让其获得更多的发展和提升。应

当尽可能地减少煤炭能源的消耗,不断

的提高对于太阳能、风能、以及核能的

使用率,对于有毒气体的排放必须要按

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针对性

的处理。除此之外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应

该进一步的探索更多类型的清洁性能源,

从而使得节能环保技术迈向一个更高的

台阶。 

3.3治理方式多元化 

政府应寻求治理手段的多元化,实

现强制与引导并存,探索与企业的良性

合作关系。一方面,除了强制性之外,还

要注重体现柔性治理模式的“沟通”、“引

导”、“协商”等引导方式,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直接控制的严厉性,提高环境执法

效率。比如,排污企业除对超排放企业征

收污染税外,还可以给予奖励或专项环

保资金补贴,利用行政、财政手段迫使企

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借鉴美国、日本

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与企业签订自愿减

排协议,即政府与企业或第三方就减排

承诺进行谈判,实现目标、时间表,签署

实施协议。这是一项非强制性举措,更加

灵活,是企业提高能效、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的有效政策工具。 

3.4联防联治,建立政府区域合作联

合防控机制 

当前,大气污染呈现出越来越严重

的区域性特征,跨区域污染和交叉污染

普遍存在并日益严重,大气污染治理已

不再是某个地区的事,而是成为一个地

区乃至全国性的重大问题。就省区而言,

政府应成立专门的大气污染防治委员会,

统一管辖,推进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统一治理方案,特别是对PM2.5、雾霾的

治理。管控措施明确,同步实施治理。在

煤炭总量控制、机动车废气治理、扬尘

治理等领域,实施统一减排行动。 

3.5完善法律保障 

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要继续细化

法律保护下的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

规定,积极落实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中关于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具体规

定,促进公众有基础、有意识、有能力参

与大气污染防治。通过提高公众大气环

境保护意识和环境保护法律意识,鼓励

公众学习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高公众

参与大气污染防治的能力,让不懂环境

保护法律的公众而法规能够积极遵守大

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增强公众参与大

气污染防治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3.6完善政府预算支出管理体制 

目前我国节能环保预算资金属于国

家财政预算专项投入,用于环境治理和资

源利用。增加绿化覆盖、发展公共交通、

发展农村太阳能和沼气池对大气污染防

治积极有利,工业污染补贴与投入并不利

于大气污染防治。建议我国政府继续加大

在绿化覆盖、公共交通、农村太阳能和沼

气池方面的财政预算专项资金的投入比

例,并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4 结语 

大气的污染对我国当前的可持续发

展十分不利,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

产生活环境,对身体健康造成不同程度

的损伤,使生活质量明显降低。所以,要

加大大气污染治理的力度,上行下效,共

同抵御大气环境的污染行为。新常态下,

大气污染防治需要各级政府从上到下达

成一以贯之的集体行动新思维,需要技

术创新治理与战略调整的双管齐下。大

气污染防治需要跨界治理与政府协同创

新,这不仅考验着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

能力,更考验政府集体行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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