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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军，男，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生于湖北宜昌，祖籍湖北郧县。2007年7月获清华大学哲学博
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立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曾任教于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在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挂职工
作过1年。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与公共管理、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已出版专著6部、译著3部、编著1
部；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
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光明日报》等转载；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人
文社科基金等省部级以上课题多项；多次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秘鲁、印度、香港、台港等国
家和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交流。
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联合国《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
中国政府评审专家（国家发改委组织）、《中国极端气候事件和灾害风险管理与适应国家评估报告》
评审专家（国家气候中心组织）、《江苏省应对气候变化规划》评审专家（江苏省发改委组织）；
WMO培训讲师；中国青年伦理学会理事；中国气象经济学会副主任委员。
一、出版著作10余部：
1.专著：《权利与善：公共健康的伦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9月版（江苏省高校哲
社成果二等奖）。
2.专著：《伦理学与公共管理》，气象出版社，2012年3月版。
3.专著：《自然与道德：气候变化的伦理追问》，科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江苏省哲社成果三等
奖）。
4.专著：《发展的代价：环境与发展的伦理审视》，科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
5.专著：《气候地球工程的伦理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
6.专著：《低碳旅游的伦理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11月版。
7.译著：《性别伦理学》，（英）帕森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版。
8.译著：《复活看不见的手：为古典自由主义辩护》，（美）迪帕克·拉尔著，译林出版社，2012年9
月版。
9.译著：《气候的文明史：从冰川时代到全球变暖》，（德）贝林格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12月版。
10.主编：《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2015》，气象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11.主编：《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研究报告2016》，气象出版社，2016年12月版。
二、发表论（译）文70余篇，主要有：
“全球气候治理的伦理原则探析”，《湖北大学学报》（CSSCI）2017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摘学术文
摘》2017年第3期全文转载）；
“应对气候变化的个体责任探究”，《广西社会科学》（中文核心）2017年第6期；



“应对气候变化：环境、发展与公平的统一”，《生态经济》（中文核心）2016年第3期；
“气候地球工程的政治影响”，《阅江学刊》2016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6期转
载）；
“东亚海陆源污染防治区域合作机制探讨及启示”，《中国软科学》（CSSCI）2016年第8期；
“中国区域能源供给安全问题研究”，《中国软科学》（CSSCI）2015年第1期；
“应对气候变化责任主体确定的伦理原则”，《科学与社会》（CSSCI）2015年第2期；
“中英气候伦理对话：从分歧走向共识”，《阅江学刊》2014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5年
第4期转载）；
“政治、经济与道德：地球工程的支持与反对”，载《中国文化发展论坛（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14年版；
“气候变化冷思考”，《阅江学刊》2014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生态环境
与保护》2014年第9期全文转载）；
“地球工程的哲学反思”，《中州学刊》（CSSCI）2014年第2期；
“公共健康领域权利与善的和解”，《医学与哲学》2014年第4期；
“ANT理论视角下的绿色气候基金组建进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阅江学刊》2014年第1期；
“气候政策成本效益分析的伦理批判”（译文），《阅江学刊》2014年年第1期；
“地球工程的道德风险”，《自然辩证法研究》（CSSCI）2013年第12期；
“生态文明与气候治理”，《阅江学刊》2013年第6期；
“代际气候正义的陷阱”，《阅江学刊》2013年第3期；
“低碳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统计与决策》2013年第1期；
“善治：自由与秩序的张力“，《阅江学刊》2013年第4期；
“Chinese Moral Education and Idea of Social Governance”，in Xiaoming Li ed. Education in China:
Cultural Influences,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Social Challenges. Nova Scientific Publishers, 2013.
“个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伦理责任探究”（译文），《阅江学刊》2012年第5期；（《新华文摘》
2013年第2期全文转载）
“气候变化的伦理、政策与法律应对”，《马克思主义与现实》（CSSCI）2012年第1期；
“以伦理视角审视气候变化的意义”，《阅江学刊》2012年第1期；
“中国第三产业能源碳排放影响要素指数分解及实证分析”，《环境科学》2012年第7期；
“气候变化科学不确定性的伦理解析”，《新华文摘》2011第5期全文转载；（原载《科学对社会的影
响》（CSSCI）2010年第4期）（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优秀哲社成果一等奖）；
“代际气候正义何以可能？”，《哲学动态》（CSSCI）2011年第3期；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全球正义探析”，《阅江学刊》2011年第3期；
“气候变化与人权：何种温室气体排放权”，《阅江学刊》2011年第5期；
“西方几种主要人性观对人性的误读-兼及环境危机透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CSSCI）2011年第
1期；
“后京都时代背景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问题思辨”，《阅江学刊》2011年第6期；
“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伦理责任评估”（译文），《阅江学刊》2011年第6期；
译文4篇：“构建良善共同体与良善社会”、“回应性共同体”、“特殊主义义务是否合理”、“识别认同”，载
《共同体与政治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期；
“公平与健康：罗尔斯正义原则的健康伦理意蕴”，《自然辩证法研究》（CSSCI）2010年第9期；
“公共健康保障中的政府责任”，《河北学刊》（CSSCI）2010年第1期；（《光明日报》2010年2月23
日论点摘编）
“全能与全善的两难－《游叙弗伦篇》的伦理解读”，《四川大学学报》（CSSCI）2010年第6期；（中
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伦理学》2011年第3期全文转载）
“公共气象信息知情权的伦理反思”，《阅江学刊》2009年第3期；



“儒家生态伦理传统的现代价值剖析”，《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公共健康领域权利与善的冲突”，《学术论坛》（CSSCI）2008年第11期；
“对我国公共健康实践的伦理思考”，《中州学刊》（CSSCI）2008年第2期；
“权利与善之公共健康伦理研究综述”，《学术论坛》（CSSCI）2008年第4期；
“以个人权利看待公共健康”，《四川大学学报》（CSSCI）2008年第3期；
“公共健康与生命伦理学”，《伦理学研究》（CSSCI）2008年第4期；
“多元民主社会中的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译文），《马克思主义与现实》（CSSCI）2008年第1期；
“公共健康实践的伦理原则探析”，《科学技术与辩证法》（CSSCI）2007年第2期；
“以公共健康之名干预个人权利何以可能”，《自然辩证法研究》（CSSCI）2007年第6期；（《中国社
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5期转载）；
“遭遇公共健康的生命伦理学”，《科学技术与辩证法》（CSSCI）2007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伦理
学》2007年第8期全文转载）；
“公共健康家长主义何以可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CSSCI）2007年第6期；
“生命伦理与公共健康伦理的冲突”，《湖北大学学报》（CSSCI）2007年第1期；
“功利与正义-公共健康的伦理选择初探”，《学术论坛》（CSSCI）2006年第7期；
“社会正义是对健康的最好保障”，《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5期；
“权利优先还是公共善优先-流行病伦理的社群主义视角”，《中州学刊》（CSSCI）2006年第2期；
“健康是一种道德义务”，《兰州学刊》2006年第2期；（《解放军健康》2010年第5期转载）
“公共健康：传统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新挑战”，载李志祥主编：《高科技时代的伦理困境与对策》，华
龄出版社，2006年版；
三、课题：
主持2017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雾霾治理的伦理研究”；
主持2017年度中国气象局软科学研究项目“海绵城市与地产规划协同发展机制研究”（2017【25】）；
主持中国气象局委托课题“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与策略研究”；
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地球工程的伦理研究”；
主持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价值立场与政策选择”；
主持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权利与善：公共健康的伦理研究”；
主持2009年度中国气象局软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公共气象信息知情权的伦理研究”；
主持2011年度中国气象局软科学研究项目“气候变化的规范伦理研究”；
主持第52批（2012年）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项目“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价值立场研究”
主持四川大学（2007年度）青年项目“公共健康的伦理研究”；
参与国家973计划课题“碳预算方案有关问题研究”；
参与国家973计划课题“国际碳排放账户方案有关问题研究”；
参与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赠款项目“基础四国机制技术支撑”；
四、学术交流
2016年12月 运城：中国伦理学大会
2016年12月 南京： “中国环境人文社会科学论坛——从雾霾到全球气候变化”（南京工业大学主办）
2016年11月 济南：“全球气候治理与绿色发展”学术研讨会（济南大学主办）
2016年4月 德国柏林：“国际气候治理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6年3月 印度新德里：“从承诺到实施：后巴黎时代的碳减排诚意”的国际学术会议
2015年12月 法国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
方大会（COP21）
2014年12月 秘鲁利马：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次缔约方大会
（COP20）
暨《京都议定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COP10）



2014年9月 英国伦敦：第四届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国际学术会议暨中英气候伦理学术研讨会（雷丁大
学、牛津大学）
2014年5月 北京：气候工程治理国际研讨会（牛津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做专题发言“地球工程
的伦理反思”）
2014年5月 武汉：第三届中国青年伦理学论坛（做大会主题报告：“气候经济学的伦理批判”）
2013年11月 上海：伦理学问题与方法青年论坛（华东师范大学）
2013年10月 南京：第三届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国际学术会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13年9月 武汉：中国主流文化论坛（湖北大学）
2012年11月 北京：第13次基础四国专家会议
2012年11月 北京：“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2年5月 美国宾州：第二届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国际学术会议（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2011年10月 南京：首届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国际学术会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10年12月 北京：坎昆的挑战与中国的行动高层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9年7月 台北：第十六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辅仁大学）
2007年10月 成都：第三届“亚洲与发展：宗教与文明”国际会议（四川大学）
2006年8月 北京：第八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
2005年9月 北京：“高科技时代的伦理困境与对策”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理工大学）
2005年6月 香港：中国青年学者暑期密集研修班（香港浸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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