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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十几天的“APEC蓝”变成一

年365天的“北京蓝”？在一场“APEC单

双号限行实验”后，有人提出能否将北

京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对此北京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士祥表示，北京是

否实施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尚需认真的

研究和论证。

环保和交通专家分析认为，单双号

限行肯定会直接减少尾气排放，但此举

是否可行尚需研究，不能轻易决策。对

普通大众来说，单双号限行可能带来的

出行保障和利益补偿问题不可忽视。

限行直接减少尾气排放

据北京市环保局的统计，机动车是

北京市PM2.5源解析中排位第一的污染

源，占比 31.1%，尽管已经执行了更严格

的摇号措施、每周一天轮换限行，但不

能否认的是，机动车数量是唯一只增不

减的污染排放源，机动车保有量逐年逐

月攀升。

北京市交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4
年10月末，北京共有机动车561.3万辆。

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处长李

昆生说，近年来，为加大机动车排放污染

控制力度，北京市不断加严新车排放标

准、加强在用车排放监管、逐步改善油品

质量、加大老旧车淘汰，全面治理机动车

排放污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

于机动车总量增长过快，使用强度过大，

使机动车污染减排效果大打折扣。

在APEC会议期间，通过北京全市单

双号行驶、渣土车与黄标车等禁行等措

施，至少200多万量车辆停驶，氮氧化物减

排44%，颗粒物（PM）减排58%，VOCS减
排49%。这种直接效果显而易见。

淘汰黄标车更紧迫

北京市环保局大气处处长于建华指

出，在北京等地，采取政策来减少污染排

放，启动经济手段调节已到必要时刻，执

行更严格限行、划分低排放区、征收交通

拥堵费，甚至是推动阶梯性油价，或将成

为未来政策走向。有专家指出，一些市

场化的控车手段直指“缓堵”，而在“缓

堵”后才能治污，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紧密

型尚需论证，但从APEC期间的效果看还

是存在较大正相关性的。

与此同时，有专家提出与其对所有

车进行单双号限行，还不如对低排放标

准汽车和黄标车进行单独限行，并加大

淘汰力度。北京市机动车540万辆汽车

中，国三、国四、京五共有约440万辆，其

余国一约 35万辆、国二约 60万辆，黄标

车（国一以下的汽油、国三以下的柴油）

不足 2万辆。经这场“APEC蓝”试验测

算，北京市“单双号”的减排效果，与“将

北京市国一、国二老旧车全部换成国

五”的效果相同。

出行保障与经济补偿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交通管理工程

系教授高万云认为，单双号是否常态

化，不能单纯从某一个部门某一个角度

来看。比如说从公安交通管理的角度，

或者是环保部门的角度来看，APEC会

议期间采取的单双号限行措施，路上的

车辆大量减少，肯定对缓解交通拥堵、

改善空气质量有很好的效果。但对于

一个城市来说，交通还涉及生产、生活、

经济发展等诸多领域。

一方面，如果出现单双号限行，私

家车减半过后公共交通能否顶住压

力？去年出台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

急预案》中指出，若启动单双号限行，全

市公共交通预计增加客流 200万人次。

这种突然增加的临时客流压力，将给公

交、地铁提出更高的保障要求。

根据上述大气污染应急措施，若实

施单双号，北京全市将增加 2.1万至 2.5
万辆运营车次，备班车辆不少于 150
辆。与此同时，部分专家指出，在严重

污染日，与其倾力大量增加公共交通运

力保障市民出行，不如更多考虑适当停

工、停课，一方面保障市民健康，另一方

面也将缓解公共交通压力。

另一方面，面对可能出现的单双号

限行，不少车主在网上吐槽对如何保障

自身经济利益表示担忧。车主和专家

都建议，应对限行车辆考虑减免税费的

政策，以让政策更加有理可据。

（新华社）

如何看待《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中两国确定的不同减排目标？“APEC蓝”

能成为“新常态”吗？全国碳排放交易市

场何时能建立？在 25日《中国应对气候

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14年度报告》发布

当天，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和气候司司长

苏伟对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

中国减排目标为何是2030
年“左右”？

在日前发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

明》中，中美两国宣布了各自的行动目

标。美国到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

减排 26%-28%并努力减排 28%。中国计

划 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

将努力早日达峰，到 2030年非化石能源

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

解振华说，中美两国制定的不同减排

目标是根据各自国情作出的决定，体现了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的不

同。“应该说这个联合声明是双赢的，是两

国合作的一个亮点，也对多边进程起到很

大的推动作用。”

为什么是 2030 年左右，而不说 2030
年之前呢？解振华解释说，到 2030年还

有 16年，根据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

的特点，其间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如果确

定一个非常准确的时间或者数字，实际上

并不科学。但我们明确要努力争取，尽可

能早地实现目标。”

解振华认为，中国确定这样的目标，

实际上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倒逼机制，促

进国内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转型升

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现在关键

是要采取行动。对中国公布的目标，我们

是有信心的。”

“APEC”能成为“新常态”
吗？

“APEC 蓝”和“新常态”成为当前最

热词之一，大家关心何时才能让“APEC
蓝”成为“新常态”？

解振华说，环境问题特别是空气污

染，跟发展方式、能源结构、生活方式有直

接关系，现在我们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措

施与治理大气污染有协同效应，且成效显

著，2013年中国煤炭和石油消费占一次能

源消费总量比重同比分别下降 0.6和 0.4
个百分点。

“到 2030年，中国的大气污染问题会

大大改善，‘APEC蓝’不是不能实现的问

题。”解振华表示，北京在APEC期间能够

出现这种天气，说明只要采取措施，空气

质量是能够改善的。短期实施可能对经

济社会发展有一些影响，但把时间拉长，

让措施更准更有力度，就能早一点实现

“APEC蓝”。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何
时能建立？

据苏伟介绍，中国从 2011 年开始启

动了 7个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经过

两到三年，这些试点从机制建设、法制建

设、规则建立、交易平台建设等都已完成，

并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已陆续上线

交易，总体起步较为平稳。

根据当天发布的报告，截至 2014 年

10月底，中国7个试点省市碳交易市场共

交易 1375万吨二氧化碳，累计成交金额

突破5亿元。

苏伟表示，下一步将重点推动立法进

程，尽快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同

时进一步加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

设，争取在2016年开始运行。

“这肯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需要逐

渐积累探索、不断改进。”苏伟说，“我们希

望到‘十三五’末的时候，能够有相对比较

成熟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中国对利马气候会议有何
期待？

利马气候会议将于 12月 1日到 12日

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作为中国代表团

副团长、首席谈判代表的苏伟表示，中国

政府希望利马会议能积极落实在此之前

达成的关于 2020年前各方加强行动的共

识。“发达国家要大幅度提高 2020年前的

减排力度，兑现在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

设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的承诺。”

“同时，也希望利马会议能够按照公

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

能力原则，推动明年的巴黎会议就 2020
年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进一步行动达

成协议。”苏伟说。 （新华社）

美国环境保护署近日公布新的空气

质量标准提案，要求进一步减少雾霾的主

要成分之一——地面臭氧的污染。这一

化学物质会诱发呼吸系统疾病、加重哮喘

和其他健康问题，甚至可能导致过早死

亡。

按照新提案，美国国家空气质量标准

中的地面臭氧浓度标准限值将从现有的

75ppb（十亿分之一）降低到 65至 70ppb，
同时还考虑更低的标准限值60ppb。

美环保署说，这一提案是在最新的

100多项科学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将更好

地保护环境和公众健康。该机构将征求

公众意见，并举行 3次公开听证会，计划

于明年10月公布最终版本。

按照美国《清洁空气法》，美环保署应

每隔几年更新一次空气质量标准，75ppb
的地面臭氧标准是在2008年制定的。

地面臭氧不是人类活动直接排放的

污染物，而是由交通和工业生产排放的挥

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等在阳光作用下

发生化学反应形成的。

美环保署估计，要达到新提案的臭氧

标准，到 2025年全美每年将要投入 39亿

至 150亿美元以控制污染物排放。不过，

据预测每年可减少 64亿至 380亿美元的

医疗开支，每年可预防750人至4300人过

早死亡，以及 32万至 96万次儿童哮喘发

作。

“达到所提议标准获得的益处将远远

超过成本，”美环保署在声明中说，“如果

这一标准最终定案，我们为达到标准投资

的每一个美元，都将在健康受益方面获得

多达3美元的回报”。

但这一提案仍招致有关行业组织批

评，称这项提案将给美国的经济发展带来

严重负担。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发表声

明说，新提案“可能成为强加于美国行业

最昂贵的规定”，“会危及最近刚有起色的

制造业”。最近在美国中期选举中控制了

国会两院的共和党人则声称，这项提案是

“给美国中产阶级狠狠一击”，“是把工作

推向海外的又一措施”。

美环保署曾于 2010 年提议，把地面

臭氧浓度标准限值改为 60至 70ppb，但由

于能源行业和共和党人的反对，美国总统

奥巴马屈服于压力，要求环保署撤回了相

关提案。 （新华社）

APEC 会议已经闭幕将近半个

月，北京民众仍很怀念那几天的

“APEC蓝”。但是，根据北京市环保

局最新的空气质量趋势通报，最近

一周北京还将经历两次空气重污染

过程。延用APEC会议期间空气质量

保障经验，北京相关工业企业已提

前做好启动应急措施的准备，河北

石家庄、保定等6城市已启动尾号限

行措施。

这几天同样遭受雾霾困扰的是

河南郑州，某市民写了一封批评市

长治霾不力的公开信，在舆论场上

搅起了轩然大波。值得玩味的是，

在市长回应公开信承诺将进一步采

取强有力措施治霾的第二天，郑州

市就遭遇了一场更严重的雾霾天。

无论北京、郑州还是其他饱受

雾霾困扰的城市，民众都希望蓝天

白云成为常态。从中央到地方，也

已经或正在制定雾霾治理方案。然

而，雾霾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综合各方面因素评判，我们或

将长期面对“霾去霾又来”的现实。

北京等地为何频频出现雾霾？

打开地图，就可以发现一个直观原

因——位于燕山山脉以南太行山脉

以东的华北平原地区，冬季容易受

地形和气候影响，形成逆温层。逆

温层特点是大气稳定、不流动，空

气污染物不容易扩散，当各种工业

排放气体、采暖废气持续排入大气,

污染物浓度会越来越高。历史上很

多空气污染事件，如比利时马斯河

谷、美国多诺拉、英国伦敦烟雾事

件，都和逆温层有关。

为雾霾“做贡献”的诸多因素

中,采暖和工业废气、机动车排放是

主力。但问题是，我们并不能把所

有工厂和供暖企业都一关了之——

APEC会议期间京津冀地区限产停产

也只是“特事特办”。要有效减少雾

霾，只能在降低污染物浓度上下功

夫。这就涉及能源消费结构调整、

城市产业布局调整、城市交通政策

调整以及城市人口管理等，这些涉

及利益博弈，每一项都是“知易行

难”，难以迅速见成效。

从其他国家的治理经验来看，

雾霾虽然并非不能治理，但也都经

历了较长时间。在治理过程中，严

格的环保立法和执法起了重要作

用。历史上，发生严重的空气污染

事件后，相关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

关于燃料使用、废气排放的各种标

准和规范。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

加强环保立法的思路可以借鉴，但

必须改变过去环境执法疲软的状

态，否则，治霾规划制定得再好也

可能是“空头支票”。

不过，我们对治霾问题也没有

必要过于消极，虽然治理过程漫

长，但也要一步一个脚印地积极谋

求改变。新近发布的 《中国应对气

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14 年度报

告》 显示，根据中国制定的减排目

标，2030 年左右，大气污染问题将

改善；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明确表

示，到 2030 年,“APEC 蓝成常态”

并非完全不能实现的问题。

2030 年“APEC 蓝成常态”，这

应该是底线，是最后期限。既然雾

霾那么招人恨，“驱霾”已成共识，

我们何必还要“吸霾”十几年呢？

期待各地各部门像当年抓 GDP 那

样，下下狠功夫，也跨越跨越，让

治霾过程尽量变短一些，让“APEC

蓝成常态”来早一些。

（新华社）

缓堵治污：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有用吗？

“APEC蓝”有能力成为“新常态”
——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说气候

连日来，郑州持续雾霾天气，空气污染严重，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图为11月27日，窗外的建筑笼罩在雾霾之中。
□新华社/发

美拟执行更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

以更坚决的驱霾
应对“霾又来”

尽管“霾去霾又来”，
我们对治霾也没必要过于
消极，虽然治理过程漫
长，但也要一步一个脚印
地积极谋求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