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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g and haze is a mixed disaster which is closer to a technological disaster. As for its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fog and haze can be regarded as a special stress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
al psych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sychology, fog and haze may intensify current social 
conflicts which include enhancing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threatening social trust, producing 
negative social mentality, fabricating and spreading rumors, enlarging the debate on some hot so-
cial issues. Therefore, the psychological coping of fog and haze should also be analyzed bo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and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psych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individual’s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s of fog and haze and the inner control be-
liefs on health.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sponsibility and cooperation of the public, 
establish reasonable social norms, nurture social identity and consciousness of citizenship and 
guide people’s expectations of fog and haz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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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雾霾是一种更接近技术灾害的混合灾害。从个体心理角度，雾霾的心理影响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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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从社会心理角度，雾霾有可能激化本有的社会冲突，包括：增强问责，威胁信任；危害社会心态，

促发谣言传播；放大对社会热点的争论。因此，雾霾的心理应对也应该从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两方面着

手，既要增强个体对雾霾的科学认识和对健康的内控信念，又要增强社会大众的责任和合作，建立合理

的社会规范，培育社会认同和公民意识，并管理好人们对雾霾治理的社会心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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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多地遭遇了严重的雾霾天气。雾霾治理对于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建设变得至关重要。

虽然有些地区(如北京)最近的治霾工作已经取得显著的效果，空气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但从全国范围来看，

雾霾仍将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威胁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雾霾更具技术灾害的特征 

曾有地方政府和环保专家拟将雾霾界定为自然灾害，冲击了人们认为雾霾是人为灾害的固有观点，

引起了不小的争议。环境心理学家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称为技术灾害)进行了区分。自然灾害是指自然

因素引起的灾害，如地震、台风等。技术灾害是指人为技术因素引起的灾害，如核泄漏、化学污染等。

即使面对类似气候变化(全球变暖)这样异常复杂的现象，多数学者也将其看作技术灾害，或至少看作混合

灾害(包括自然因素和技术因素) [1]。雾霾的复杂性要远低于全球变暖，其中的人为因素更加明显，至少

应看作更接近于技术灾害的混合灾害。 
自然灾害具有突然、急性、不可控、颠覆性强、破坏力强等特点，对生产和生活会产生很大的破坏，

也会危及财产和生命，但是它们通常来得快去得快，规律性比较强。随着经验积累，人类逐渐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预测和应对自然灾害。然而，技术灾害比自然灾害更不可预测，在事发前没有明显信号，有些

在发生时仅凭感觉难以辨识，持续时间长，人类对它们极不熟悉。与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不同，很多技

术灾害造成的影响可能存在较长的潜伏期，且没有明显的峰值，同时具有潜在的普遍性，很容易引起人

们的焦虑和对发生同类灾害的担忧。因此，本来彰显人类控制力的科学技术由于偶发的技术灾害严重动

摇了人类控制外在环境的信心，对人类的基本控制感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3. 雾霾的心理影响 

3.1. 雾霾是一种心理压力源 

雾霾不仅会损害人的身体健康，也会影响人的心理健康。按照灾害心理的分析，雾霾是给个体造成

心理压力的一种压力源。由于雾霾具有上述技术灾害的特点，所以它不是普通的压力源，对个体提出了

更大的挑战。面对雾霾的挑战，个体很难通过提高自身能力来解决雾霾问题，甚至对雾霾究竟会造成什

么样的影响也还不是特别清楚。因此，采取问题为中心的压力应对策略可能收效不大。而采取情绪为中

心的策略也会遭遇较大的困难，因为雾霾产生的挫折感笼罩在每个人生活的整体，基本控制感的丧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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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到人们对每一件事的情绪反应中，调适的难度很大。有关技术灾害的研究发现，经历严重技术灾害

的人，不仅像经历重大自然灾害的人一样也有可能会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且更容易产生抑郁和无意

义感[1]。此外，由于人的心理资源是有限的，而雾霾会极大消耗人的心理资源，因此雾霾还会凸显和加

重人们在工作和生活其他方面的压力。 

3.2. 雾霾激化本有的社会冲突 

3.2.1. 增强问责，威胁信任 
在影响心理健康方面，尽管技术灾害比自然灾害更严重，两者仍然具有诸多相似性。然而，在影响

社会心理方面，技术灾害与自然灾害有着非常显著的区别。由于自然灾害的非人为性，灾害发生后通常

会出现帮助他人、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的助人和亲社区行为。相反，由于技术灾害的人为性，灾害发生

后人们首先会问，“这是谁干的？”“为什么是我受到伤害？”他们感到愤怒和不公平，然后争相追究

造成灾害的责任者。不过，很多技术灾害的责任者不只是一个行为主体，更不可能是某个个体，导致灾

害的责任归因在事实上总是存在一定的模糊和争议，因此，很容易出现多方的争论和互相埋怨，最终产

生对政府、企业、监管部门、学者等多个群体的不信任，造成社会离心和社会冲突[2]。更有甚者，人们

可能会反思和质疑科技和经济发展本身。从近来雾霾的社会反应和社会舆论来看，雾霾在社会心理方面

造成的影响具有典型的技术灾害特征。 

3.2.2. 危害社会心态，促发谣言传播 
不管是对雾霾威胁健康产生的担忧和不确定感，还是对雾霾损害社会信任产生的不安全感，都可能

会形成不良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促使谣言的产生和传播，进一步加重雾霾的负面影响，同时触发雾

霾以外其他令人产生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事件的负面影响。稍加分析，可发现与雾霾有关的谣言主要涉

及两大类。一类是雾霾影响健康的谣言。例如，一则谣言声称，北京 2016 年底的某次雾霾含有 20 世纪

50 年代伦敦大雾的致命成分——硫酸铵，并且含量比伦敦大雾还要高很多。这类谣言的传播很容易引起

社会恐慌情绪。另一类是有关雾霾起因的谣言。例如，一则谣言声称，汽车尾气比空气干净 10 倍，机动

车对雾霾的贡献并没有那么大。这则谣言强调了使用汽车的城市“中产阶级”对雾霾几乎没有什么责任，

更多的谣言则直接将雾霾的责任指向了政府监管部门、企业等行为主体。这类谣言的传播很容易渲染和

夸大人们对社会信任和社会道德的危机感。 

3.2.3. 放大对社会热点的争论 
由于雾霾造成的影响非常广泛，有关雾霾的讨论在一定时期内很容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绝对焦点，无

形中将其他潜在的社会热点一并凸显出来，起到了社会热点放大器的作用。例如，腐败是近年的一个社

会热点话题，关于雾霾的讨论很容易与关于腐败的讨论联系起来。有研究发现，雾霾知觉与对腐败的知

觉有正相关，即知觉到的雾霾越严重，知觉到的腐败也越严重。另有研究发现，对那些国家认同感较高

的人而言，对气候变化威胁的感知不仅没有降低他对国家的信任，反而增强了他对现行制度合理性的信

念[3]。可见，雾霾所起放大器的作用，并不一定是负面的，其本质是放大人们原本所持有的价值、态

度、认同和立场。从不同态度和立场的交锋和两极化角度来说，雾霾的讨论确实有引发和增强社会冲

突的风险。因此，要看到雾霾舆论的两面性。例如，一方面，雾霾引起对政府信任的讨论，本身是技

术灾难产生的必然结果，这在西方国家治理环境的历史中早有体现。另一方面，正是通过社会和民众

对政府的批判和监督，才促进政府逐渐提升了治理环境的水平。不过，在包容民众对政府的批判言论

的同时，更要预防那些原本基于认同和信任的真诚批判被有目的地利用和误导，避免由此造成社会离

心和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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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雾霾的心理应对 

4.1. 个体心理应对 

既然雾霾对心理的影响是复杂的、广泛的、负面为主的，对雾霾的心理应对就应该是系统的、宏观

的、积极为主的[4]。就个体而言，雾霾是个体所面对的众多压力源，尤其是众多健康压力源中的一种。

因此，应对雾霾的行为应是个体提升健康的整体行为系统的一部分。首先，针对雾霾作为技术灾害的特

征，要加强对雾霾的科学认识。例如，雾霾不是通过感觉能够辨识的，有时即使能见度不错，也可能雾

霾已经到了中度甚至重度；雾霾的危害也不是感觉不到就不存在，因为它的危害有一定的潜伏期，也许

要等很长的时间才显露出来。再如，现在还有人认为，多吸点雾霾，习惯了对它的危害就免疫了，这是

很不科学的认识。 
其次，树立内控的信念，系统地做出健康行为。所谓内控信念，是指个体认为事件结果可以通过自

己的行为而不是外部因素来控制的信念。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具有内控信念的人比具有外控信念的人在

面对问题时更倾向于采取问题解决策略，在健康方面则更倾向于做出对健康有利的行为。前面提到技术

灾害对人们提出的最大挑战恰恰是威胁了人们对事物的控制感。因此，树立应对雾霾的内控信念非常不

容易，需要结合对雾霾的科学认识，将应对雾霾看作系统的、长期的和综合的问题。例如，戴口罩不一

定是有用的，除非戴能够防 PM2.5 的口罩，同时还要穿长衣，戴帽子，及时洗脸洗手；最好能够减少户

外活动，在室内开空气净化器，空气好的时候通风，等等。既然雾霾损害了健康，那么如果能从其他方

面增进健康也相当于减弱了雾霾对健康的危害。例如，吸烟对健康确定无疑是有害的，那么雾霾天就尽

量别吸烟。既然雾霾消耗了很多心理资源，那么就应该在其他方面节约心理资源。例如，熬夜明显地消

耗精力和活力，那么雾霾天就更加注意尽量别熬夜或少熬夜。 

4.2. 社会心理应对 

对雾霾更重要的心理应对超出个体心理层面，体现在社会心理层面[5]。近年，环境心理学越来越呼

吁应对环境问题不仅是个体处理心理压力的过程，更是形成集体责任意识和促进多方社会合作的过程。

减少雾霾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困境，即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的困境。结合心理学的研究与社会实践，

有几点建议值得考虑。首先，合作行为有两类，一类是“约束”，如企业生产限产、个人开车限号；一

类是“行动”，如企业技术升级、个人绿色出行。“约束”具有惩罚的心理含义，效果总是达不到预期。

“行动”若与奖励挂钩，行为塑造的效果会更好。因此，应减少“约束”要求，增加“行动”引导。 
其次，要建立健全合理的规则和规范，并注意规则和规范推出的节奏和推出过程的沟通。规则和规

范的建立是社会困境中结构性因素的改变，在促进积极的环保行为方面，比个人态度干预更有效。一旦

规则和规范在透明和公平基础上得到确立，对行为的引导将趋于自动化。因此，制定规则和规范要注意

沟通，注意程序公平，要循序渐进，给予过渡期来调整，可辅助必要补偿。此外，除了建立客观规范，

还要形成主观规范的良好氛围，即让大家认识到很多人的积极行为[6]。比如，及时发布和报道“行动”

进展的信息。例如发布：到何时为止，绿色出行比例已经达到什么程度，较之前增加了多少。 
第三，形成小群体和大集体相结合的多种认同机制。一方面，激发荣誉感的小群体认同可以与小我

联系起来形成不同小群体之间的良性竞争环境；另一方面，培养共同命运意识的大集体认同可以形成公

民意识，团结尽可能多的力量形成社会向心力，减少社会冲突。 
最后，管理好社会对雾霾治理的心理预期和社会心态。合理的心理预期是人们增强对环境认知控制

的有效途径。对于雾霾治理，究竟是短期的事情还是长期的事情？各种政策蓝和个别官员“治理不好就

如何如何”的军令状表象，与雾霾长期不能改善的实质之间的信息不一致，在民众心理认知上产生了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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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造成了心理预期的混乱。同时，政府发布雾霾信息，应对雾霾舆论的反应比较缓慢，当很多谣言袭

来之时，不良社会心态已经积聚，此时的沟通和解释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因此，政府对雾霾的信息

发布和舆论应对可更及时一些，即使事实和证据还不完备，也要在第一时间表明政府的态度，公开政府

正在采取的行动及其详细的进展，以防不恰当的言论抢占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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