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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陶海青

编者按：18 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从英国

到欧洲大陆再到美国，一根根大烟囱、一堆堆

煤炭推动着这些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但同

时，环境污染也令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813 年冬，最早的空气污染案例在英国

出现。之后，掺杂着大量二氧化硫、臭氧、氮氧

化物、颗粒物的空气所形成的雾霾，开始沿着工

业革命的轨迹在欧美国家的城市里引发危机，

震惊世界的“洛杉矶光雾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中国也正在遭遇

雾霾的反复来袭，虽然治霾措施多样，却收效

甚微，这正是洛杉矶治霾早期所面临的困

境。但最终洛杉矶拨霾见日。洛杉矶治霾的

最大启示是：治理空气污染是一个长期的系

统工程，需要完善的法规、政策的支持和技术

资金的投入，在应对空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

的道路上没有捷径，需要长期的控制策略和

持续的努力。

压产减排 企业治霾责无旁贷
盘踞在京津冀地区的重重雾霾始终挥之不去。

近日，全国两会代表委员陆续抵京，时好时坏的空气质量令代表委

员们忧心忡忡，治理雾霾也成为他们关注的话题，还有人带来了相关议

案和提案。

已届 80 岁高龄的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之

子梅葆玖步入政协大会的驻地，面对围访的记者，他说：“我最关注的当

然就是雾霾，前几天北京的雾霾让我现在嗓子都很不舒服。”

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该部已启动应急预案，组织了 12 个督

察组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就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进行专项督查。

最近，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力度空前的雾霾防治政策措施，立下“军令

状”，大笔拨款。2014 年，从国家到地方，密集的政策与行动表达了中国

治霾的决心，也标志着“重点治霾元年”的正式开启。

燃煤是首祸

然而，在治霾过程中，一些地方说得多、做得少，雷声大、雨点小。一

个不争的事实是：许多城市治霾多年，但收效甚微。

“雾霾越来越严重，现在南宁也有了，往年没有的。”全国政协委员、

广西农业科学院院长白先进说。

雾霾重灾区的北京压力最大，政府规划 4 年投入近万亿元治污减

排。北京人代会分组讨论中，旁听的北京市市长王安顺透露，自己已向

国务院立下治霾“军令状”，保证在 2017 年前实现空气污染治理目标。近

日，北京关停 140 多家污染工厂。

“北京从 1998 年开始到现在，共采取了 16 个阶段的大气污染防治措

施。但北京的大气污染依然严重，原因有很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

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史丹说。

相关数据显示，北京的几个燃煤热电厂消耗的煤炭占据了全市每年

燃烧的 2000 多万吨煤炭中的半壁江山。

毋容置疑，燃煤是首祸。2013年，中国消耗了37.6亿吨标煤，居世界第一。

河北省是中国钢铁第一大省，而钢铁也是河北省支柱产业之一，国

家多次要求河北企业压产减排。压减多年，这个省高炉总量仍比美国高

出 6 倍，废气排放量高于欧盟总和。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河北钢铁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贸易报》记

者：“削减钢铁产能过剩、净化京津冀空气，对企业来说，当然责无旁贷。

但企业不仅要考虑社会效益，还要考虑经济效益。仅在去年，唐山市钢

铁压产 4000 万吨，直接影响近 10 万人的就业。”10 万人失业，如何解决？

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企业有顾虑，地方政府同样也有担忧。

应急机制不应急

虽然最严重的“橙色预警”雾霾天已经过去，但人们依然要问：难道天

蓝只能靠冷风吹？我们的应急响应在驱散雾霾方面究竟起了多少作用？

据记者了解，为了应对雾霾，各省市陆续出台了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初步建立了重污染天气应急机制。比如，环保部出台了《关于加强重污染

天气应急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北京、上海、江苏等地也出台或制订了空

气污染应急预案，《福建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已上报福建省政府，辽宁

的省级及各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也已编制完成。然而，纵观诸多城市的

应急预案，措施雷同。面对质疑，有人如此解释：在系统的科学研究结果出

来前，应急预案的互相模仿是可以理解的，但仍然需要不断完善。

更为严重的是，各地的应急措施在操作过程中存在诸多尴尬：对于

“提醒性、建议性”的“蓝色预警”应急措施，很多人既不了解其具体内容，

也无法真正按照建议“减少户外活动”。面对重度雾霾突袭，还有城市根

本就没有相关应急预案。一些已制订预案的城市也并未及时启动，造成

有预案不“应急”、有应急无“预案”的尴尬局面。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教授认为，重污染天气应急与长期改

善是有机结合体，应急对长期治理有借鉴意义，可以说有治标促治本的

作用。京津冀地区如此长时间的雾霾，是污染持续累积的结果。这也说

明目前采取的减排治污措施不足以应对如此长时间的雾霾。

企业治霾怪象

更耐人寻味的是：当雾霾袭来时，企业为什么可以置之度外？

事实证明，关键的问题是：停哪些企业、怎么停、能不能停下来。归

根结底就是，停产的标准和如何执行。

据环境保护部应急办副主任闫景军透露，不久前南京遭遇重度污染

时，就有企业拒不执行限产令，当地政府对此束手无策。

而据记者了解，环境保护部派出的多个督查组发现，一些地区的企

业仍在肆意排污、处于无组织排放状态，个别企业污染严重，影响了区域

环境质量。甚至在有的地方，企业居然阻止环境执法人员进厂检查，还

有的对督查组的车辆尾随、跟踪。

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在河南郑州督查时遭遇闭门羹。在当地，督查

组在对企业进行执法检查时，被多家企业拒之门外。据督查组成员回忆

说，在郑州的一家钢铁集团门口，当环保执法人员要求进厂检查时，被门

卫以工厂已经停产为由拒绝。对执法人员提出的任何问题，门卫均以

“不知道”来回复。

目前，12 个督查组的检查报告已经陆续完成，“企业无组织排放”成

为郑州、石家庄、天津、德州、唐山、邢台等地区共同存在的问题，而且有

一些企业是当地屡查屡犯的污染大户。

长期关注大气污染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孙太利认为，有人说是要向高污

染、高能耗的“吃饭产业”开刀，但大量被压被砍的都是“苍蝇”级的小企业、小作

坊，很少有“老虎”级的大企业、上市公司，真正的排污大户关停并转仍遥遥无期。

去年全国两会，农工党中央曾以党派提案形式聚

焦雾霾问题，建议从国家层面统筹协调区域雾霾污染

治理工作，同时成立一个领导班子，落实领导小组的各

项决策。提案中还提出“亟须将 PM2.5 纳入各级政府

绩效考核”。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在内的重点区

域，要开展空气污染治理专项行动，相关地方政府要尽

快提出空气质量改善的近期目标，接受公众监督。

一年来，这份《关于积极应对区域灰霾污染的有

关工作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

平对提案批示：“建议很有价值，应认真研究，出台有

力举措，为实现‘美丽中国’发展目标作出应有贡献。”

去年 9 月初，国务院下发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采纳了关于 PM2.5 纳入政府政绩考核、区域联防联

控、京津冀等重点区域重点治理等主要建议。

“雾霾”已成为 2014 年的热门词汇。北京、江苏、山

东、河北、黑龙江、广东等多个省市均把雾霾治理写入

了政府工作报告中。在委员们的提案中，有从控车、限

行、加快慢行系统建设等角度来提建议的，也有从治理

机动车尾气污染入手的。总之，途径多种多样。

事实上，国外治霾之路同样布满荆棘，其中不乏

一些成功经验，例如，“洛杉矶光雾事件”发生后的许

多治理经验就值得中国借鉴。

保罗（Paul ）是一位外教，从小在洛杉矶长大。他

告诉《中国贸易报》记者：“光雾发生时，空气颜色都会

发生变化，有时烟雾呈微白色，有时显黄褐色，烟雾会

招致眼睛疼痛和流泪，还会导致死亡。光雾严重时，

需要到洛杉矶城外采集新鲜空气来呼吸。但通过多

年的治理，洛杉矶出现雾霾的天数已经越来越少。”

而洛杉矶采用的方法，既不是禁车，也不是限车，

因为美国是一个车轮上的国家，而洛杉矶依靠汽车的

程度更甚于美国的其他城市。

最终，洛杉矶从减少车辆排污入手。1960 年，通

用汽车公司宣布，一种减排装置——曲轴箱净化器将

安装在 1961 年该公司为加州生产的小轿车上。虽然

安装后仅能清除 25%的碳氢化合物排量，但这已经是

一个巨大的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洛杉矶最主要的措施是鼓励人们

使用共乘车道，此措施早在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

就实施了，直到今天还在有效使用。其做法是，将高

速公路的最快一条左方车道改为共乘车道，只有两人

或者三人以上共用一辆车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单人

开车使用共乘车道要罚款 271 美元。这条快车道比其

他道路更快，而且可以通达洛杉矶市中心任何地方。

另外，洛杉矶市政府还专设一个办公室，拨出专用 800

免费号码，任何想要共乘车的人，无论是提供车辆还

是自己想搭乘他人车辆，都可以打这个电话，由交通

局的专业人员负责为共乘者配对。

与此同时，美国开始为治霾工作进行立法。但早

期的法案主要是扩展了联邦政府在环保方面的职能，

因为没有制定检测标准和强制措施，最终失败。

直到 1970 年，美国出台了新版《清洁空气法》。该

法授予联邦政府空气污染治理主导权，规定了州实施

政策，建立了全美统一的空气质量标准。此外，美国

还成立了环境保护署。这一“法”一“署”的强力结合，

终结了联邦空气污染法律执行不力、缺乏对违法者的

有效惩罚、各州为发展经济无视环境的混乱局面，成

为美国空气真正走向清洁的拐点。

对洛杉矶而言，治理大气污染同样是一场利益的博

弈，遭遇各方阻力，包括汽车公司和石油公司，此外还有

不作为的个别政府和立法者。而《清洁空气法案》的实

施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洛杉矶治霾初见成效。

2007 年，洛杉矶才终于拨霾见日。这一年，整个

洛杉矶地区真正达到了清洁空气的标准，并实现了交

通不再拥堵。

点评：
自 1903 年洛杉矶第一次遭受烟雾侵袭，到 2007

年拨霾见日，洛杉矶治理空气污染超过百年。因为

“先污染后治理”，洛杉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历 史 总 是 惊 人 的 相 似 。 煤 炭 和 汽 车 尾 气 同 样

也是中国空气治理的绊脚石。与此同时，在治霾过

程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依然存

在，这同样也是之前洛杉矶治理空气污染所面临的

困局。

美国立法治霾经验值得借鉴，中国也必须尽快出

台相关法律，治霾关键还是有法可依，执行到位。

国外治霾：技术和立法并进

治霾已无捷径可走
有人说：环境是优先的，民生是优先的，

治理污染就要不惜一切代价。的确，多年来的

经济高速增长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

以下数字有些惊人：

对于中国重点区域的大气污染防治，由

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今年安排 100 亿元，

实行“以奖代补”。

去年，中央财政新增设大气污染防治专

项资金，首批安排 50 亿元支持北京、天津、河

北等 5 个省份治理大气污染。

北京环保局负责人透露，预计未来 5 年，

北京治理大气将投入资金近万亿元，其中，政

府将投入 2000 亿元至 3000 亿元，希望能把空

气中的 PM2.5 颗粒物降低 25%左右。

有人曾做过计算，治霾投资万亿元人民

币，这意味着用 100 元面值的纸币一张接一

张铺开，可以围着地球赤道转超过 38 圈了。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钱最终由谁掏腰包？

毋庸置疑，治霾与改善空气质量关系到

居 民 的 身 体 健 康，也 是 影 响 中 国 形 象 的 大

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大量能源与资

源的消耗，令中国正在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中国治霾，已经没有捷径可走，必须重拳出

击，“老虎苍蝇一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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