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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問題，正史無前例地成
為社會第一熱點。過往30餘年，中國為經濟

快速發展支付的環境資源代價極為高昂，現在全國上
下均意識到，中國事實上正經歷一次「環境危機」，亟需鐵

腕治理。北京所面臨的挑戰與做出的努力，正是中國當下或未來
更多城市的縮影。
探究城市環境惡化的根源，深層次原因可歸為治理污染的市場失靈和政

策缺位。市場失靈，導致企業和個人無需為排污行為承擔足够的成本；政策缺
位，體現在中國環保標準顯著低於國際水平，同時地方政府執行環保政策的動力
不足。
如今，中國的環境政策調整已刻不容緩，根本之策是真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

高環保標準、加大節能减排的核查力度、推廣替代能源應用等都是題中之義。
保護環境與經濟發展，或不一定是一對矛盾體，無論北京或整個中國，都已臨近「環

境拐點」。經濟學上有所謂「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在收入水平較低的時期，污染程
度隨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當人均收入水平增長到了8,000美元（1985年價格）左
右，污染程度開始隨着收入增長而下降。中國目前人均GDP剛剛超過5,000美元，但若
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人均GDP目前可能已經超過9,000美元，北京的人均GDP則更
高，距離庫茲涅茨曲線估算的拐點不遠。
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科技實力、公民環境意識和政府的决心與努力，都在
有力地推動這一拐點的到來，期待2013年成為北京乃至中國環境質量的拐
點，從此告別環境逐步惡化歷史，迎來逐步好轉的明天。

鐵腕「治」氣 北京重拳      治污進行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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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到2017年底，全市機動車保有量在600萬輛以
下。而至今年年底，北京市機動車保有量預計將達到
544萬輛。這意味着，2014年至2017年這4年，北京機
動車增量不能超過56萬輛，平均每月增量不超過1.17
萬輛。可以預計，2014年1月1日以後，北京小汽車新
增牌照配額將縮减近一半，即每月搖號發放僅1萬個
左右。
同時，新規嚴格對外埠車輛管理，自2014年起，

凡進入六環路內(不含)的外埠車輛必須辦理進京證。
油品方面，繼北京在全國率先執行「國四」和「京
五」標準後，要求北京力爭2016年發佈實施第六階段
車用燃油地方標準。

壓减燃煤�污染企業強制退出

治理PM2.5 措施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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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北京「向PM2.5宣戰」的是，剛剛過去的2013
年上半年遭遇到的空前嚴重的霧霾。上半年，北京
PM2.5的平均濃度為103微克/立方米，屬嚴重污染水
平。1月，霧霾多次襲擊北京，1月13日，北京更是
發出氣象史上第一個最高級別的霧霾預警信號，僅
一季度，霧霾天數就達20-30天。而即便在傳統霧霾
較少的夏天，霧霾竟多次襲擾，5月和6月空氣達標
天數分別只有8天和9天。

目標：
到2017年，全市空氣中的細顆粒物（PM2.5）年均濃

度比2012年下降25%以上，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時間表：
2013年
中心城區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和全市軌道交通運營

里程分別達到46%和456公里。
調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污收費標準；研究揮

發性有機物等排污費徵收政策。確定排污許可和排污
交易指標種類、許可證發放和排污交易範圍。
2014年
力爭實施小客車分區域、分時段限行相關政策。
進六環路內的外埠車輛必須辦理進京證，外埠車

輛高峰時段不得進入五環路內和遠郊區縣城關鎮。
2015年
辦理長期進京證的輕型車輛必須達到第四階段及

以上排放標準，外埠黃標車不得進京行駛。
完成六環路內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燃煤設施清潔能

源改造等任務。

國內日益高漲的公眾呼籲，國際形象的倒逼，作
為中央政府駐地的首都，北京在治理空氣污染方面
已無路可退。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就此確定目標，
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使首都空氣質量取得明顯
改善，「用4年左右時間走完發達國家幾十年的歷
程」。
五年之後北京能否如期實現目標？世界都在等待

答案。從歐美經驗看，政府真正意識到空氣問題的
嚴重性，真正治理，空氣改善可以較快，而今關鍵
是看政府是否真有决心做下去。去年出台的《2012-
2020年大氣污染治理措施》已凸顯政府决心，措施
之嚴，全國領先。北京環保部門隨後向社會提出
「18年治氣」目標，即2030年空氣基本達標。而此
次最新的治氣方案目標未變，措施繼續加碼。業界
預期，措施實施兩三年後空氣質量如無明顯改善，
北京可能會實施更嚴厲措施。
從全球看，北京制定的五年目標將PM2.5降至60

微克/立方米左右，空氣仍呈較嚴重的污染狀態，與
發達國家城市十幾微克/立方米相距遙遠，距中國自
己第一階段達標指標35微克/立方米，也較遠。北京
「治」氣，任重道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岩）「大霧彌漫在這裡的
每一條街道，空氣污染指數竟然不斷爆表，除了仙境
般的樓閣把你我圍繞，我依稀看到了滿街滿眼的口
罩。誰在霧裡尋找，誰在霧裡呼吸，誰在霧裡活着，
又在霧裡死去；誰在霧裡奔波，誰在霧裡哭泣，誰在
霧裡掙扎，誰在霧裡窒息；北京，北京……」如今，
這首霧霾版的《北京，北京》還時常被人們哼起，上
一個冬天白霧鎖城、十面霾伏的經歷，讓生活在這裡
的人們希望下一個冬天晚些到來，而承受着環保與發
展雙重壓力的北京當局，在下一個冬季到來之前，正
式打響了新一階段的「空氣戰爭」。
2013年9月12日，中國《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

劃》正式公佈，點名要求，至2017年，北京細顆粒
物（PM2.5）年均濃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
右」。而在比全國計劃早10天的9月2日，北京率先發
佈最新的空氣治理計劃《北京市2013-2017年清潔空
氣行動計劃重點任務分解》，由此北京成為全國第一
個推出五年「治」氣詳細步驟、措施的省市。
北京「治」氣規劃分四部分84條，幾乎將北京所

有政府職能部門納入其中，所涉部門一把手的名字列
於任務之後，成為任務負責人，納入政績考核，具有
一票否决權。行政措施與經濟手段同時施壓，壓煤力
度加碼，五年後北京將幾成無煤之城；繼續關閉第二
產業，1,200家企業將退出，增加企業禁入目錄，一
般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項目不再上馬；從2014年起，新
增汽車牌照配額縮减一半，未來更計劃徵收道路擁堵
費，以减少機動車污染。
針對PM2.5污染源，「治」氣規劃試圖招招扼住污

染根源。

控汽車增長��釀徵擁堵費
北京地區的污染源主要分為四類，包括機動車尾

氣排放、燃煤、餐飲油烟、工業排放及建築揚塵等，
機動車尾氣是空氣污染的重要來源，大約有22%的
PM2.5就來自於尾氣。此次引發各界關注的是，北京
市政府首次要求，交通部門儘快研究制定開徵道路擁
堵費政策。
徵收擁堵費國際上已有先例，但爭議聲仍高漲。

國家環境保護城市空氣顆粒物污染防治重點實驗室副
主任、南開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馮銀廠就提
出，北京的交通擁堵問題，不是車多，也不是路少的
問題，是因為城市功能定位讓很多人和車，無謂地流
動。所以，擁堵費無法治本。不過，亦有不少學者認
為，這是政府治理空氣的一次有益嘗試，但建議擁堵
費政策的設計和制定，應相對公開、滿足大多數人利
益，以此獲得好的政策效果。
此外，北京將開始實施最嚴格的機動車規模控制

■位於石景山區首鋼重型機器分公司內的最後一個鍋
爐房裡的5台20蒸噸以上的供暖燃煤鍋爐16日正式下
崗，標誌着石景山區燃煤供暖時代將畫上句號，迎來
清潔能源時代。

■北京開展加强機動車尾氣排放治理專項行動。

■北京機動車快速增長

■2013年7月16日，北京，豆各莊附近夜市上的臨街
燒烤攤。

燃煤是北京大氣污染的第二大污染源，對大氣污
染貢獻佔16.7%。2012年北京出台的《2012-2020年大
氣污染治理措施》規定，到2020年，將煤炭消費總量
控制在1000萬噸以內。而剛出爐的空氣清潔計劃任務
分解方案則將這個目標提前了三年，規定到2017年實
現，要求煤炭佔能源消費比重下降到10%以下，優質
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90%以上，這意味着，北京屆時
將幾乎成為無煤城市。
北京將在多個方面壓减燃煤，今年對市級以上工

業開發區以外的水泥、石化、釀酒、機械製造等重
點行業實施燃煤壓减；到2015年，完成六環路內規模
以上工業企業燃煤設施清潔能源改造等任務；到2016
年，基本完成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燃煤設施清潔能
源改造；到2017年，累計削减燃煤200萬噸。
此外，關閉1,200家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污染企

業，是本次新規的亮點之一。2013年7月底8月初，環
保部暗查了北京29家企業，其中22家存在環境污染問
題，主要是空氣污染，足見北京工業污染情况堪憂。
治污方案還要求年內出台嚴於國家要求的高污染

行業調整、生產工藝和設備退出指導目錄。根據新
規，北京原則上禁止的項目包括：鋼鐵、水泥、焦
炭、有色金屬冶煉、電解鋁、平板玻璃、電石、鐵合
金、瀝青防水卷材等，不再建勞動密集型一般製造業
項目。
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王金南表

示，短期看，一些污染企業的強制退出有一定的經濟
影響，包括對就業的影響，但從節能减排以及環境效
益角度出發，嚴重污染的小企業退出可能是效益大於
成本的。

2016年
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擴大許可證發放範圍，完

善排污交易等相關規定。
基本完成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燃煤設施清潔能

源改造。
2017年
中心城區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力爭達到52%，公共交

通佔機動化出行比例達到60%以上。
建成北京「繞城高速公路」，减少重型載貨車輛

過境穿行。

具體政策：
研究控制人口總量措施；
空氣重污染日機動車單雙號限行；
2017年公交專用道將達480公里；
每年新增車中清潔能源車佔比70%；
明年開徵揮發性有機物排污費；
四年調整退出1,200家污染企業；
今年起不再新建高污染項目；
2017年優質能源比例佔9成；等。

北京五年清潔空氣計劃

2013

誓把京天換新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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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嚴措施 北京打響空氣保衛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