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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京奧藍天工程「首席操盤手」、大氣物理學家

京津冀聯手治霾
嚴控重污行業產能

女，1968年12月生，北京市

人，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

究員、博士生導師。2008年北

京奧運會期間負責組織實施

「第29屆奧運會北京空氣質量監

測、預報與評估」等一系列

「綠色奧運」的空氣質量保障工

作，也是奧運期間推行區域空

氣質量管理的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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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物理

學家李昕諫

言北京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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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霾

籠罩下

的天津

廣播電

視塔。

李昕直言，現時，北京空氣質量與國家新標準和世界城市水平都有相當大的差距，不僅總懸浮顆
粒物（TSP）、PM10大顆粒物污染依然較重，又面臨控制PM2.5細顆粒物污染的新挑戰。

京奧大氣治理 不可複製

回顧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後的大氣治理，李昕坦言，當時採取的措施為「戰時」所
需，多數不可複製和延續。而且，現在北京面臨的經濟社會形勢與五年前已發生了
顯著變化。相比2008年，北京人口總數從2,100萬人增加到將近2,900萬人，機動車總
量從350萬輛增至520萬輛；並且，在短短幾年內，北京周邊內蒙、河北、山西、山
東四省快速聚集了佔全國粗鋼產能一半的鋼鐵企業，加劇了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
的矛盾。
過去幾年政府大力度治理大氣污染，但實際效果及民眾感受並不顯著。李昕分

析，一個主要原因是污染物新增量增長過快，一定程度抵消了減排和治理效
果，應通過控制污染物增量、削減污染物存量，最終將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在
環境容量範圍之內。

初建防控機制 協調力不足

李昕尤其強調，北京大氣治理難以獨善其身，最新出現的PM2.5細顆粒物污染，
就是典型區域性複合型污染物。無論污染排放的總量控制，還是經濟發展佈

局，都應在京津冀區域內進行總體規劃和協調。目前京津冀區域雖初步建
立大氣污染聯防聯控機制，但局限於行政屬地管理制度，總體協調力尚
顯不足。

李昕認為，北京要從源頭上治理大氣污染，需要對京津冀區域進行
產業格局調整，從區域整體利益考慮重新進行經濟佈局，一些高科
技產業也有必要從經濟發達的北京向相對落後的河北等轉移，在區
域內提供水平相對均衡的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帶動區域
一體化發展和人口向周邊地區分散。

倡設補償機制 淘汰重污企

由此，李昕建議，國務院牽頭成立高級別的京津冀區域大氣污染
聯防聯控的專門協調機構，統一規劃、統一監測、統一監管、統一
評估、統一協調區域內污染排放和經濟發展。根據自然承載能力規劃
京津冀產業發展的空間佈局，形成資源互補、經濟一體化發展格局。
李昕還建議，嚴格控制京津冀區域燃煤總量和鋼鐵、水泥、石化等

重污染行業的產能總體規模，統一實施更加嚴格的排放標準，促進區
域內重污染企業整合淘汰，減少區域內各類污染物的排放總量。設立
區域大氣污染治理專項資金，對區域污染減排項目予以適當的經濟補
償，建立行政區域間的生態補償機制。

北京空氣污染主要來源於燃煤、機動車、揚塵
和工業等排放，李昕指出，這呈現明顯的複合型
污染特徵，國外50多年依次經歷的煤煙型污染、
工業污染、機動車污染同時集中體現，加之北京
市生態系統脆弱，大氣自淨能力較弱，致使排放
總量明顯超過環境自然承載能力，並受區域傳輸
影響，令空氣污染嚴重。

車密路堵 京城空污主因

排放總量大、排放強度大，始終是空氣污染的
最根本原因。李昕舉例稱，北京每年能源消耗總
量約為7,000萬噸標準煤，約是東京的2倍、倫敦
的3倍；其中燃煤佔30%以上，紐約煤炭比例只有
6%、倫敦僅0.02%。北京機動車保有量已達520萬
輛，其中達不到國IV標準的機動車約270萬輛，
李昕認為，「小汽車高強度使用和道路交通擁
堵，正是造成北京市特別是中心城區污染嚴重的
重要原因之一」。
李昕還指出，近年，經濟社會迅速發展一定程

度上抵消了污染減排效果，亦減慢了空氣質量改
善步伐，城市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矛
盾日益凸顯。過去15年裡，北京國民生產總值增
加5.7倍，機動車保有量增加2.8倍，能源消費總量
增長83%，常住人口總數達2,000多萬，超過2020

年規劃目標值。
李昕還特別指出，如今京津冀地區集聚了大量

的水泥、鋼鐵、煉油石化等高污染產業，區域燃
煤總量超過3.5億噸，空氣污染在京津冀區域內相
互傳輸影響，已經形成區域性城市群污染。「在
西南風、東南風作用下，西南向（石家莊、保
定）、東南向（天津、廊坊、唐山）污染物緩慢
輸送到北京並不斷積累，極端不利的天氣狀況
下，則加劇造成北京空氣重度污染。」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國正遭遇入冬以
來最大範圍的霧霾天氣。從華北到東南沿海、甚
至是西南地區，已有25個省(區、市)不同程度地出
現霧霾天氣。「十面霾伏」困境，正凸顯當下中
國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的艱
巨性和迫切性。
進入12月，中國中東部大部分地區出現持續性

霧霾天氣，天津、河北、山東、江蘇、安徽、河
南、浙江、上海等省市紛紛「中招」，並一路南
下，廣州、佛山、江門等地也先後淪陷。上海等

長三角地區更是遭遇重度霾，並首次啟動橙色預
警。「十面霾伏」已成為當前中國多省市最突出
的環境矛盾。據中國氣象局數據，今年以來，中
國平均霧霾日數為52年來最多。
專家表示，霧霾肆虐的背後，折射的是中國發展

方式遇到的困境。通過生態倒逼發展方式改變已經
勢在必行。除了政府的有形之手之外，中共十八屆
三中全會公報也明確了「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
生態補償制度」。這表明，市場「無形之手」也將
在霧霾治理乃至整個環境治理中發揮作用。

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京

城上空蔚藍天空與潔淨空氣令

人記憶猶新，當時北京的

空氣質量達到了世界

城市水平。五年後

的今天，雖然政府

不吝投入重金治

污，但京城沙塵

未退，灰霾新至，治污形勢日益嚴峻。近日，本報記者

專訪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李昕，作為當年

制定並組織實施北京奧運會空氣質量保障方案的主要負責

人，這位京奧藍天工程的「首席操盤手」為盡快改善北京

空氣質量出謀劃策，呼籲京津冀地區不僅要統一規

劃、監管污染排放，更需統一規劃、協調產業及

經濟佈局，盡快由國務院成立更高級別的「京

津冀區域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專門協調機構」，並

打好環境經濟政策「組合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李茜婷

治污道遠 涉及政經民生
■記者：參考國外的發展歷程，北京治理大氣污

染將經過怎樣的過程？

■李昕：縱觀歐美發達國家的污染治理經驗來

看，無不是經歷了長期而艱巨的過程。像英、

法、美等發達國家均經過了四五十年的不懈努

力，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美國1997年推出了

PM2.5的標準，到2000年才實現PM2.5監測的

常規化，2000至2010年10年間，PM2.5總體僅

下降5個微克左右。

PM2.5表面上看是環境問題，實際上也是經
濟問題、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和民生問題。目
前中國正處於發展階段，北京也是個發展中的
城市，大規模的城市發展帶來的TSP、PM10大
顆粒物污染問題仍然較為嚴重，PM2.5的問題
又十分突出，治理這些污染需要大量的投入，
也應當考慮經濟社會發展的承受能力，要與城
市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出台法規 嚴懲違法行為
■記者：您覺得經濟和法律槓桿，在改善大氣環

境質量方面如何發揮作用？

■李昕：首先應打好環境經濟政策「組合拳」。

以降低污染排放為導向，制定收費、財政、價

格、信貸等政策。

在收費政策方面，應提高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等排污費徵收標準，使得排污收費標準高於

治理成本，以調動排污單位的治污主動性。

在財政政策方面，建議出台更有利於改善空

氣質量的「以獎代補」政策，適度提高獎勵額

度，鼓勵企業主動減排；制定促進工業企業搬

遷進入園區等經濟政策；市、區財政應確保環

保投入保持合理增長幅度。

在價格政策方面，應形成環境資源價格機

制，可以要求企業不論是否達標排放，必須事

先購買排污權，獲得排污指標方可生產排污，

改變環境資源廉價、無價的狀況。

在信貸政策方面，對超標或超總量排污的企

業，可要求銀行限制或凍結其貸款，證監部門

不允許其上市融資，使其「無款可貸、無資可

融」。開展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大氣主要污染

物的總量逐年削減的制度以及搭建排污交易市

場，允許企業多削減的排污量進入市場交易。

在法律建設方面，盡快修訂北京大氣污染防
治有關法規，消除「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
的不合理現象。加大處罰力度，嚴懲環境違法
行為。在經濟處罰上，不僅提高罰款額度，對

經處罰後仍不停止違法行為的排污單位法定代
表人也應給予「經濟處罰」。在行政強制手段
上，可增加沒收、拆除、停產、關閉等強制性
措施。

尋平衡點 科學謀劃發展
■記者：如何根據人口資源環境的承載力，科學

謀劃當地經濟社會發展？

■李昕：所謂生態文明建設，我理解是在自然環
境資源承載力與地區經濟發展之間尋找動態平
衡點，在經濟建設中，人們向自然環境索取一
些能源與資源，造成一定的自然生態環境破壞
與污染，同時也應當及時修復與補償，幫助自
然環境自身恢復，從而達到平衡。因此，要根
據人口資源環境的承載力，謀劃經濟社會整體
佈局。

首先是，「量容」發展，一是要實行戰略環
評制度，在對單個項目開展環評的基礎上，要
對城市規劃佈局、行業發展規劃、區域發展規
劃等進行規範系統的環境承載力分析與環境影
響評價，並把評價結果應用於決策之中。適度
控制城市規模與人口快速增長。二是進一步完
善新城或小城鎮的城市功能與環境友好型產業
業態，以疏解中心城區部分功能和人口。三是
制定和完善基於空氣質量達標的污染物排放總
量減排制度。進一步加快淘汰高污染企業，調
整產業結構與能源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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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承載力「爆錶」
區域城市齊「中毒」

衝出「霾伏」
亟待轉變發展方式

■李昕曾擔任2008年奧運會火炬手。

■市民飽受霧霾之苦，戴過濾式口罩出行。

中新社

■北京央視大樓風吹霾散兩重天景象對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