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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green public sphere is important for the free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in a country. However，this concept
is relatively new to the public in China. Here we show that the PM2.5 event in 2011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a green public sphere in China. First，we review the PM2.5 event in China and the basic theory of green public sphere.
Next， we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the PM2.5 event in the formation of a green public sphere in China. Finally，we co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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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公共领域在一个国家的环境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对中国公众来说,绿色公共领域还是一个相对

新的概念。本文将论证在中国绿色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中，2011 年发生在北京的 PM2.5 事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

色。首先,我们将回顾上述 PM2.5 事件的一些细节并讨论绿色公共领域的基本理论。其次,我们将通过分析与主题

相关的公共观点的形成、公众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自由组织和参加会议、自由辩论等等来研究 PM2.5 事件在中

国绿色公共领域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最后，我们提出绿色公共领域有复杂的扇区结构和分层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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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绿色公共领域通常是指与环境 （或者自

然） 相关的公共领域[1-4]。Cox 在他的著作里对

绿色公共领域的概念做了详细的介绍并把它

定义为一个具有环境传播属性的公共空间[1]。

其他学者系统地研究了绿色公共领域的属性

并特别地强调了环保主义在绿色公共领域中

的重要作用[5-12]。然而，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

绿色公共领域在中国也有着中国特色。Yang

和 Calhoun 指出公众对“怒江建坝事件”之争

标志着中国绿色公共领域的形成[2]。他们认为

绿色公共领域是一个关于环境话语的公共领

域，并且指出非政府组织 NGO (non-govern-

mental organization)在绿色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

中起到关键的作用[2,13]。Sima 研究了因特网在

中国基层环保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作用，并指

出因特网技术有效地促进了绿色公共领域在

中国的形成[14]。

然而，发生在 2011 年的 PM2.5 事件表明，

在 2011 年 10 月以前在中国并不存在绿色公共

领域。PM2.5 (particulate matter 2.5,或者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2.5） 是指悬浮在空气中直径

等于或小于 2.5 微米的微小颗粒物。这些微粒

物对人类健康极为有害。然而，中国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 （现已升级为环保部） 在 1996 年发

布的旧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的

指标里面并不包含 PM2.5 的信息。在 2011 年

以前，由于在中国有关空气质量的新闻报道高

度依赖政府部门 （环保局） 发布的数据，导致

一些城市和地区的新闻媒体删除或者屏蔽了有

关 PM2.5 的报道[15]。因而，中国的公众在 2011

年以前对 PM2.5 知之甚少。但是，根据

Habermas 的公共领域的理论[16]可知,一个公共

领域的形成需要满足几个先决条件,比如：在

大众中形成对该主题的统一观点，大众自由获

取有关主题信息的权利，等等。然而，上述

PM2.5 事件表明在 2011 年以前在中国形成绿

色公共领域的先决条件并没有得到满足[9,14,16]。

这就意味着在 2011 年以前在中国并不存在与

环境空气质量相关的绿色公共领域。

事实上，正是在 2011 年 10 月 30 日发生

在北京的 PM2.5 事件激发了绿色公共领域在中

国的构建。这可以清楚地从微博譹訛上有关 PM2.5

的帖子的数量随时间演化的过程来看出，具体

情况会在本文后面进行更详细的讨论。PM2.5

事件起始于 2011 年 10 月末，当时一些网友转

发了由坐落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公布的 PM2.5

数据,这引起了中国公众的极大关注。后来,传

统的报纸也跟着广泛地报道了有关 PM2.5 的信

息。就这样，在中国有关 PM2.5 的环境新闻出

现了井喷式的增长。随后，新闻内容的体裁有

了极大的扩充，新闻来源也包含了科学家、公

众、企业、NGO 等各方面声音。这表明在多

重媒体的推动下，一个与环境空气质量相关的

绿色公共领域在中国基本形成了。

在本论文中,我们将证明：PM2.5 事件是

在中国形成与环境空气质量相关的绿色公共

领域的导火索,而微博在这个形成过程中扮演

了非常重要的角色[17,18]。首先,我们将对在 2011

年 10 月发生在北京的 PM2.5 事件进行回顾。

其次，我们将以 Habermas 的公共领域理论的

基本原理为依据，运用统计方法来证明 PM2.5

事件在中国形成与环境空气质量相关的绿色

公共领域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2 PM2.5 事件回顾及研究方法
PM2.5 通常是指悬浮在空气中直径等于或

小于 2.5 微米的小颗粒物质。因为 PM2.5 可以

深入肺的内部并进入血管,所以它有可能引起

癌症的高发病率。近几年来 PM2.5 问题在世

界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2.1 北京 PM2.5 事件

在中国，由于工业的快速发展消耗了大

量的能源，引起严重的空气污染，所以 PM2.5

譹訛 微博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微型博客服务，它与美国的“Twitter”类似。然而, 微博主要由一些说中文的网友使用。目

前在中国有大量的优秀的微博服务，比如 Sina Weibo(新浪微博)，Tencent Weibo (腾讯微博)，Baidu Talk (百度说吧)，Sohu

Weibo (搜狐微博)，NetEase Weibo (网易微博)，People’s Weibo (人民微博)，Phoenix Weibo (凤凰微博)，Tianya Weibo (天涯微

博), Xinhua Weibo (新华微博)，Fanfou(饭否)等等。其中新浪微博在中国得到最广泛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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譺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在 1996 年 1 月 18 日发布，1996 年 10 月 1 日执行。

http://english.mep.gov.cn/standards_reports/standards/Air_Environment/quality_standard1/200710/t20071024_111819.htm.http//www.

mep.gov.cn/image20010518/5298.pdf.

譻訛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5-2012).在 2012 年 2 月 29 日发布，2016 年 1 月 1 日执行。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dqh jbh/dqhjzlbz/201203/t20120302_224165.htm.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dqhjbh/dqhjzlbz/

201203/W020120410330232398521.pdf.

浓度限值

PM10

PM2.5

平均时间

年平均

24 小时平均

年平均

24 小时平均

一级

(mg/m3)

40

50

15

35

表1环境空气PM2.5污染物浓度限值

二级

(mg/m3)

70

150

35

75

浓度限值

问题比较严重。然而,中国旧的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3095-1996) 发布于 1996 年 10 月 1 日,

它并不包含空气中的 PM2.5 值譺訛。结果，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公众对 PM2.5 这个术语非常陌

生。因而，尽管在北京、华北平原以及长三角

地区多次出现严重的灰霾天气，但是政府和

公众对 PM2.5 问题都不太在意。大家都认为

这是雾，不是霾。

在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之前），北京朝阳

区的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屋顶安装了一

个空气质量监测器。他们把所观测到的空气

质量数据每小时更新在 Twitter 账号 @Beijin-

gAir 上面。这使得网友可以方便地用手机(i-

Phone)下载包含 PM2.5 指标的北京的空气质量

数据。网友们注意到这些数据与北京市环保

局公布的数据有很大不同[19]。

在2011年10月30日，北京的空气被PM2.5

严重污染。微博上关于 PM2.5 的帖子暴增(见
图 3)，这标志着北京 PM2.5 事件的开始。后

来美国大使馆监测到北京的空气污染多次超

标，PM2.5 指数甚至几次爆表，这在中国引起

了轩然大波。关于 PM2.5 的新闻报道因而井
喷。在这个过程当中，官方报纸 《人民日报》

也对 PM2.5 事件进行了大量报道。

在 2011 年 12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部通过了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其中增加了平均 PM2.5 浓度和臭氧浓度的

指标。

在 2012 年 1 月 21 日，北京市环境保护局

环境监测中心首次以每小时为单位公布关于

PM2.5 的研究数据。

在 2012 年 2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部发布了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譻訛，对空气 PM2.5 的浓度给出了

明确的限定指标(见表 1)。

2012年 3月 5 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宣布，将在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

珠三角地区以及各省会城市进行 PM2.5 监测。

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的

发布表明 PM2.5 事件极大地促进了环境传播

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环境传播因此进入了一

个新的时期。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给中国的

有关 PM2.5 的自由环境传播提供了法律保障。

此后，PM2.5 这个术语逐渐由一个生僻的科学

术语演变成了一个为公众所熟知的大众性名

词，并在社会科学里被广泛使用。这也意味着

一个与 PM2.5 相关的绿色公共领域在中国已

基本形成。
2.2 研究方法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北京的美国

大使馆、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北京市环保

局、中国环保部和以 《人民日报》 为代表的传

统媒体等在 PM2.5 事件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这表明了环境传播在中国的复杂性。在上

述的 PM2.5 事件中，微博显示了其在中国环境
传播和绿色公共领域构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巨
大威力。

在本文中，我们将证明上述 PM2.5 事件是
引燃在中国构建一个与环境空气质量相关的绿
色公共领域的导火索。绿色公共领域是与国情
紧密相关的，它有着扇区和分层的结构。为了
论证这些观点，我们将选用统计方法来分析上
述 PM2.5 事件以及与之相应的绿色公共领域在
中国的构建。要判断一个绿色公共领域是否已
经形成，我们需要参照和分析与公共领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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譼訛 中国知网 CNKI (China Knowledge Resource Integrated Database)。它是中国最大的数据库之一。它收集了学术期刊、硕士论文、博士论

文、会议论文、报纸、年鉴、书本、专利标准等等多种文献。它是目前中国注册用户最多的数据库，为 17 000 多家单位组织所使用，

其中包括大学、研究所、医院、企业、政府、中学、小学等。http://oversea.cnki.net/kns55/default.aspx.

的多个先决条件。
因为有关 PM2.5 的报道的数量巨大，我们

无法对中国所有媒体上有关 PM2.5 的报道进
行统计，所以我们将只分析新浪微博中有关
PM2.5 的帖子以及中国知网 CNKI (China Know
ledgeResource Integrated Database)譼訛中有关PM2.5
的报道。新浪微博是目前在中国被访问最多
的微博，所以其中的帖子基本上能反映目前
中国微博服务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CNKI
是目前在中国注册用户最多的数据库，所以
其中关于 PM2.5 文章应该能够代表目前中国
关于 PM2.5 的论文的特征。

对于新浪微博中有关 PM2.5 的帖子，我
们用网站提供的“高级搜索”工具进行统计
和分析。对于数据库 CNKI 中的有关 PM2.5 的
文章，我们用关键词“PM2.5”进行检索。我
们将分析如下资料的时间演化情况：微博短
消息、新闻、学术论文、会议论文以及有关
PM2.5 的辩论。这些结果将被当作证明“PM2.5
事件是激发在中国构建绿色公共领域的导火
索”这一论点的证据。

3 绿色公共领域形成的先决条件
为了判断一个绿色公共领域在中国是否已

经形成，我们需要一些判据，或者先决条件。
不同的研究人员有可能提出不同的判据[1,2,4,20]。
然而,它们的基本内容是一样的。在本文中，
我们将选用如下几个从 Habermas 的原始著作
中提炼出来的判断标准[21,22]:（1）关于 PM2.5 的
公共观点的形成；（2）公众自由获取关于PM2.5
的信息的权利；（3）自由参加和组织与 PM2.5
相关的会议；（4）自由参加与 PM2.5 相关的
辩论。
3.1 关于 PM2.5 的公共观点的形成

Habermas 曾经指出“公共领域”是指一个
能够让公共观点得以形成的领域或者范围[22]。
这充分强调了公共观点的形成在公共领域的
构建过程中的重要性。

事实上，在 2011 年 10 月发生 PM2.5 事

件以前，在中国并不存在与 PM2.5 相关的绿

色公共领域。那时，在中国的媒体上很少能看

到关于 PM2.5 的信息。因而，那时中国公众

对 PM2.5 知之甚少。

但在 2011 年 10 月发生 PM2.5 事件之后，

关于 PM2.5 的短信在微博上，以及新闻报道

在各种媒体上飞快地传播。像报纸、电视等

传统媒体也广泛地报道了与 PM2.5 相关的信

息。这时在中国关于 PM2.5 的环境新闻以井

喷的方式猛烈增长。环境新闻的规模、形式

以及在该领域投入的人力物力都是空前的。

这使得关于 PM2.5 的报道成了环境新闻中的

一个热点，PM2.5 这个生僻的科学术语逐渐成

为公众所熟知的大众化词汇。在中国，公众

开始了解到 PM2.5 是什么，它会对人体产生

哪些伤害。

在 2012 年 2 月 29 日，中国环保部发布了

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该标

准规定了空气中 PM2.5 的限值。新闻媒体也

对此事进行了系列跟踪报道。之后在 2013 年

3 月 1 日，中国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和中国

环境科学学会主编的 《PM2.5 污染防治知识问

答》 正式出版 ，这是一部有着很强官方背景、

极具权威性的介绍 PM2.5 基本知识的著作。

所有这些都共同促进了有关 PM2.5 的基本知

识在中国的传播。

在中国，因特网和传统媒体共同促进了

关于 PM2.5 的公共观点的形成。现在中国公

众都知道：PM2.5 是指悬浮在空气中直径等于

或小于 2.5 微米的小颗粒物质；这些小颗粒能

进入到肺的深处并穿过血管；因而它们能够

引起高的癌症发病率。关于 PM2.5 的公共观

点就这样在中国逐渐地形成了。
3.2 公众自由获取关于PM2.5的信息的权利

Habermas 指出：“一个公共领域需要一些

特殊的方式来传播信息并影响那些收到信息

的人”[21,22]。换句话来说，公众对关于公共领

域信息的获取强烈地依赖于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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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部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证明：在

PM2.5 事件以前，中国的公众只能有限度地获

取有关 PM2.5 的信息；但在 PM2.5 事件以后，

所有的公众都可以自由地获取有关 PM2.5 的

信息。我们的目标可以通过对比各种媒体关

于 PM2.5 报道的数量和新闻来源在 PM2.5 事

件前后的变化情况来实现。

对于前半部分任务，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事

实来说明：在 2011 年 10 月以前，在中国关于

空气质量的新闻来源强烈地依赖于政府部门

（环保局） 所发布的数据。这意味着公众只能

有限地接触到有关 PM2.5 的信息。

对于后半部分任务，我们可以通过如下方

式来实现：证明在 PM2.5 事件之后，在因特

网上和各种新闻媒体上关于 PM2.5 的报道都

发生了快速的增长，新闻来源也变得多样化。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将分析新浪微博上

关于 PM2.5 的帖子以及中国知网 CNKI 上关于

PM2.5 的文章随时间的演化过程。

A. 新浪微博上关于 PM2.5 的帖子数量的

时间演化情况

我们首先统计了新浪微博上关于 PM2.5 的

帖子数量随时间的演化过程。图 1 显示了以年

为单位计算的关于 PM2.5 的帖子的增长情况
(2009-08-16 至 2014-12-31)。我们可以明显看
出 2010 年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后关于 PM2.5

的帖子数量显示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我们的计
算从 8 月 16 日开始，因为新浪微博最早只提

供到这个日期的数据(新浪微博的生日)。图 2
进一步展示了以月为单位统计的有关 PM2.5 的

帖子的增长情况(2011-03-01 至 2012-09-31)，
其中的 2011年 9 月是一个转折点。最后，图 3
进一步展示了以天为单位统计的有关 PM2.5 的
帖子的增长情况(2011-10-16 至 2011-11-10)，
其中 2011年 10月 29日是一个转折点。

在 2011 年 10 月以后，新浪微博上关于
PM2.5 的帖子快速地增长，这说明公众自此以

后可以自由获取关于 PM2.5 的信息。具体来
说，新浪微博上关于 PM2.5 的帖子在 2011 年

10 月 22 日 （星期六） 开始增长。美国大使馆
提供的数据显示这一天北京的空气质量指数
为：Air Quality Index 430 (Hazardous)，PM2.5

particles 395.0 (update 22:00)。这些数据表明这

一天北京的空气质量很差，因而引起了市民的

广泛关注。但 PM2.5 事件的真正开始却发生

在后面的 2011 年 10 月 30 日。美国大使馆提

供的数据显示这一天北京的空气质量指数为：

Air Quality Index 425 (Hazardous)，PM2.5 parti-

cles 387.0 (update 12：00)。大量网民就这一天

的 PM2.5 数据发表了原创帖子，也有大量网

民转发和评论帖子。这导致了微博上关于

PM2.5 的帖子在这一天发生了爆炸式的增长。

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出新浪微博上关于

PM2.5 的帖子在 2011 年 11 月 5 日发生了急剧

的下降。我们分析原因可能是这一天的空气

图1新浪微博中关于PM2.5的帖子数量（以年为单位）

图3新浪微博中关于PM2.5的帖子数量（以天为单位）

图2新浪微博中关于PM2.5的帖子数量（以月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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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CNKI 上关于 PM2.5 的新闻数量（以月为单位）

图 6 CNKI 上关于 PM2.5 的新闻数量（以天为单位）

图 4 CNKI 上关于 PM2.5 的新闻数量（以年为单位）

质量变好一些。美国大使馆提供的数据显示这

一天北京的空气质量指数为:Air Quality Index

110, PM2.5 particles 41.0 (update 22:00)。另一

个可能的原因是 11 月 5 日是一个星期六，大

部分网民在休息，因而没有更新他们的微博。

B. CNKI 中关于 PM2.5 的新闻数量的时间

演化情况

我们考察了 CNKI 中的“中国重要报纸全

文数据库” （China Core Newspapers Full-text

Database of CNKI） 里面关于 PM2.5 的新闻数量

的时间演化过程。关于 PM2.5 的新闻的总数为

1509 篇 (2000-01-01 至 2014-12-31)。图 4 显

示了以年为单位计算的 PM2.5 新闻的增长趋势

(2000-01-01至 2014-12-31)，其中2010年为一

个转折点。图5显示了以月为单位计算的PM2.5

新闻的增长趋势(2011-01-01 至 2012-11-31)，

其中2011年 10月为一个转折点。

PM2.5 新闻在 2011 年 10 月以后的快速增

长表明公众已经取得了自由获取关于 PM2.5 信

息的权力。图4显示在 2010年关于PM2.5的新

闻的只有 2篇，在2011年增长到135篇，而在

2012 年猛增到 518 篇。图 5 进一步显示，在

2011 年 10 月关于 PM2.5 的新闻只有 1 篇，在

2011 年 11 月增至 41 篇。这个趋势与新浪微博

中关于PM2.5的帖子的增长趋势一致(见图1-3)。

然而，图 6 显示关于 PM2.5 的新闻数量

在 2011 年 11 月 17 日出现了一个峰值。这个

特征与新浪微博中的帖子有区别(见图 3)。可

能的原因是由于新闻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

因而发表时间会稍微拖后；微博由网友即时

更新，因而能够更快发表。这也表明了网友在

微博上有更大的自由来表达自己的心声。

C. CNKI 上关于 PM2.5 的论文数量的时间

演化情况

我们计算了 CNKI 中的“中国学术文献数

据库” （China Academic Literature Database） 里

面关于 PM2.5 的文章数量的时间演化模型。其

中关于PM2.5的文章的总数为3200(1999-01-01

至 2014-12-31)。图 7显示了以年为单位计算的

有关PM2.5文章数量的增长情况(1999-01-01至

2014-12-31)，其中 2010年为一个转折点。图8

显示了以月为单位计算的有关 PM2.5 文章数量

的增长情况(2011-01-01 至 2012-11-31)，其中

2011年 11月为一个转折点。

图 7 CNKI 上关于 PM2.5 的文章数量（以年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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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PM2.5 的论文在 2010 年以后的快速

增长趋势表明公众取得了自由获取有关 PM2.5

的信息的权利。图 7 显示关于 PM2.5 的文章

从 1999 年起开始出现在数据库 CNKI 中。这

类文章的数量在 2010 年以前一直在波动而缓

慢地增长，但在 2011 年猛增至 178 篇。此后，

文章数量在 2012 年增至 526，在 2013 年飞增

至惊人的 880 篇。这表明 2010 年是一个关于

PM2.5 的文章数量的转折点。这些特征与新浪

微博中关于 PM2.5 的帖子的增长趋式是一致

的 （见图 1）。

然而从图 8 我们可以看出，有关 PM2.5

的论文在 2011 年 12 月开始增长，这与新浪微

博中的 2011 年 10 月(见图 2)有两个月的差别。

估计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微博中的帖子能

够即时更新，而学术论文要经过严格的审稿

过程，所以通常在几个月以后才能发表。
3.3 与 PM2.5 相关的自由学术会议

我们计算了在 CNKI 数据库中关于 PM2.5

的会议论文的数量随时间演化的情况。时间是

从 2000-01-01 至 2014-12-31。其中“中国会

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China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Full-text Database） 中共有 287 篇论

文与 PM2.5 相关，而“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

库 ” （International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Full-text Database） 中共有 61 篇论文与 PM2.5

相关。

图9是CNKI上的“中国会议论文全文数据

库”（China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Full-text

Database） 以及“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International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Full-text

Database） 中关于 PM2.5 的会议论文的增长情

况(2000-01-01 至 2014-12-31)。统计日期为

2015-01-03。

有关 PM2.5 的会议论文在 2010 年以后的

快速增长趋势表明，在北京发生的 PM2.5 事件

激发了在中国举办更多与 PM2.5 相关的自由学

术会议。从 2011 年开始，NGO (非政府组织)

在中国举办了大量与 PM2.5 相关的会议。由于

他们独立于经济和政治集团的控制，因而有更

大的自由性。如图 9 所示，在 2010 年与 PM2.5

相关的会议论文为 12 篇，在 2011 年增至 39

篇。最后在 2013 年猛增至 91 篇。这个结果与

图 1- 图 8 中的结果一致。
3.4 关于 PM2.5 事件的公共辩论

这里所说的辩论是指在公共领域内部就

公众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争论和讨论。这意味

着辩论与公共领域密切相关[23]。辩论也是创造

新思想、新哲学的平台[24]。换句话来说，辩论

可以产生新思想、解决问题，并且促进公共领

域的发展。

首先，在 2012 年发布的新的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 3095—2012)为在中国就关于 PM2.5

问题进行自由辩论提供了法律保护。传统上，

一场辩论通常在一次会议、聚会等等场合进

行。关于 PM2.5 的会议辩论在上一小节已经

进行了讨论(见图 9)。另一方面，在北京 PM2.5

事件以后，媒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关于

PM2.5 报道体裁表明，现今媒体已经有了更大

的自由来就 PM2.5 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

然而，随着因特网络的兴起，一场公共辩

论可以搬到因特网上进行。比如，现今对某

图 8 CNKI 上关于 PM2.5 的文章数量（以月为单位）

图 9 CNKI 上关于 PM2.5 的国内及国际会议论文数

量（以年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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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新浪微博中关于 PM2.5 的总帖子及原创贴子

数量（以年为单位）

种公共利益的讨论和辩论可以在一种聊天软

件的群组里面展开。在 PM2.5 事件中，网民

可以就 PM2.5 数据问题质问政府部门 （环保

局），也可以就可能引起的健康问题进行辩

论。这意味着在因特网上人们通常有更多的

自由来说出他们对公共利益的心声。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辩论的定义随着因特网的发展

而进化。

在这里，我们将研究在新浪微博中网友对

关于 PM2.5 问题的原创帖子的“评论”和

“转发”等行为所起到的“辩论”作用。我们

相信这类网友之间的互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

就 PM2.5 问题所进行的辩论。为了更好地理

解这个问题，我们计算了新浪微博中关于

PM2.5 的原创帖子和总帖子随时间的演化过程

(2009-08-16 至 2014-12-31) 。

图 10 展示了新浪微博中关于 PM2.5 的帖

子随时间的演化过程(2009-08-16 至 2014-

12-31)，结果表明新浪微博中关于 PM2.5 的原

创帖子的数量比总帖子的数量少得多。它们的

差值包含了评论、回复、转发等。事实上,这

个差别包含了网民之间的互动行为。换句话

来说，它包含了关于 PM2.5 问题的辩论。

在2011 年（PM2.5 事件)以后，关于 PM2.5

的原创帖子和总帖子之间的差别随着时间的增

长而增长。这意味着关于 PM2.5 的评论和讨

论在增加。换句话来说就是，关于 PM2.5 问

题的辩论在增加。这就验证了我们提出的观

点：PM2.5 事件激发了关于 PM2.5 问题的辩

论，即绿色公共领域在中国的构建。

4 讨论
根据上面的讨论和结果,我们在这里提出

几个绿色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

4.1 国情相关性和法律保护性

上面的结果明显表明：一个绿色公共领域

是与它所在的国家的国情密切相关的。比如，

绿色公共领域在西方国家已经存在数十年了，

但在中国却是最近几年的事。其原因就是绿色

公共领域是一种环境话语[2], 它不是完全自由

的, 而是受到法律、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的制约

与影响。

从法律上来说，很难想象一个绿色公共领

域可以超越当地的法律之上。一个公共领域通

常是在与当地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斗争中形

成的。另一方面，绿色公共领域的发展也离不

开法律的保护，尽管它的发展同时是在与法律

的斗争和冲突中取得的[25,26]。否则缺少了法律

的保护，一个绿色公共领域很难在社会上存活

或者维持。

从政治上来说，当绿色公共领域这种环境

话语与政治架构产生矛盾的时候，政治相对来

说是“强者”，因而必然会对环境话语施加各

种压力和阻扰。

从经济上来说，环境话语最终还是与某些

公共利益相关的话语。但是如果当地的经济水

平还没有发展到对这种话语向社会提出要求的

时候，那么这种话语就是不必要的。这也正是

中国的绿色公共领域的发展比较晚的原因之

一，因为几年前由于发展经济的原因，中国社

会对绿色公共领域这种话语还没有提出要求。
4.2 扇形结构

绿色公共领域的国情相关性明显地意味着

它有另外一个特征：扇形结构。具体可以从如

下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在一个特定的国家

里面，任何绿色公共领域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比如在一些工业落后、相对贫困的国家，由于

环境污染不是主要的矛盾，所以人们是不会提

出构建绿色公共领域这种要求的。这样，该国

的绿色公共领域就与发达国家产生了差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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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差异也就导致了我们所说的绿色公共领域

的扇型结构。所以这个国家里面的绿色公共

领域就是在全球范围内的同类型的大的绿色

公共领域中的一个“扇区”。

另一方面，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一个区域内

的绿色公共领域有可能与其它区域内的绿色

公共领域不同。这可由各种已知的或者未知

的原因引起的，比如当地的地方法律所限制

等等。地方法律会有不同的要求，从而导致在

该区域内的绿色公共领域有地方特点。或者

说，一个区域内的绿色公共领域是一个更大的

全国范围内的绿色公共领域的一个扇区。

也就是说，从横向来看，在一个特定国家

中的一个绿色公共领域是全球范围的绿色公

共领域的一个扇区, 而一个特定区域内的绿色

公共领域是整个国家范围内的绿色公共领域

的一个扇区。
4.3 多层结构

除了横向的扇区结构外，从纵向来看，

我们就可以发现绿色公共领域存在分层结构。

一方面，全球范围的绿色公共领域，特定国

家中的绿色公共领域，和特定区域内的绿色

公共领域处在不同的层次上。还有一个方面，

某一个话题的绿色公共领域的形成并不等于

另一个话题的绿色公共领域的形成。由于在

我国，环境问题还是很敏感的话题，几乎每

一个敏感环境话题公共领域的形成都是经过

了事件和斗争。

Yang 和 Calhoun 认为对怒江建坝的公共辩

论意味着在中国一个绿色公共领域的形成[2]。

尽管一个绿色公共领域在这个事件中形成是事

实， 但是它并不表明一个与 PM2.5 相关的绿

色公共领域也形成了。空气质量绿色公共领域

的形成并不等于水污染或者土壤污染问题的绿

色公共领域的形成。一个上一层的绿色公共领

域的形成并不代表下一层的绿色公共领域会自

动形成，一个更一般的绿色公共领域的形成并

不代表一个特殊的绿色公共领域(特殊分支)的

自动形成。因此，各种环境话题的绿色公共领

域是整个绿色公共领域的不同层次。
在中国要确定每一个敏感环境话题的绿

色公共领域的形成，都需要满足一些判据，或

者先决条件。正如我们分析 PM2.5 绿色公共

领域的形成，它是由一系列的事件触发，各环

境传播主体参与，并且在形成公共观点、公众

自由获取信息、自由参加和组织相关的会议、

自由参加相关的辩论等条件达到后，才形成了

PM2.5 的绿色公共领域。当然，由于空气是大

家共同呼吸的，影响到各地区、各阶层人民，

空气质量的绿色公共领域的形成标志着我国

绿色公共领域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5 结论
我们研究了 PM2.5 事件在中国形成绿色

公共领域过程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在北京

PM2.5 事件之后，一个与 PM2.5 相关的绿色

公共领域形成了, 即关于 PM2.5 问题的公众
观点形成了，公众自由获取有关 PM2.5 的信

息的权利实现了，自由参加和组织与 PM2.5

相关会议的权利也实现了，对 PM2.5 事件的

自由辩论的权利也实现了。最后我们提出，

绿色公共领域具有扇区结构和多层结构，即

一个绿色公共领域是与它所在的国家的国情

密切相关的，因而它具有扇区的特征和分层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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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和帮助，深表感谢！同时，本文也得到了

马荣超博士的帮助，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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