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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伦敦、巴黎等城市

治理雾霾与大气污染的措施与启示

：斥年来，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高发的雾霾，引发社 一、雾霾的成因以及公众认识
·l‘iL会公众对空气质量和环境污染问题的高度关注。

2013年1月底，全国雾霾面积就达到143万平方公里。

2014年2月20日起，浓重的雾霾在北京及华北大部分地

区持续7天不散。专家称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已经刻不容

缓。

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大气污染问题，先行工业

化国家也曾经历过，如美国的洛杉矶，英国的伦敦，法

国的巴黎。日本的东部沿海工业带以及德国的鲁尔工业

区。为治理大气污染问题，这些国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

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为此，我

们调研了这些城市在治理大气污染方面的举措和经验，

以期为解决我国的雾霾问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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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并非科学术语，而是对于底层大气中大量液

滴和固体颗粒充斥状态的一种描述。对“疆”较早的定

义出自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

版)》： “因为固体颗粒(烟、灰、尘)悬浮在空气

中，造成的大气污浊现象”。雾殛并非“中国特色”，

而是相当具有“普世性”的现象，对应的英文单词包括

“haze”和“smog”等。形成疆的主要原因包括工业

污染、汽车尾气、取暖供热、建筑施工灰尘等，也与自

然地理、气象条件等密切相关。

不同国家由于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工业结构等不

同，雾霾等大气污染的主要成因也各不相同。1943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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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白烟”，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过度集

中的工业排放，当时日本建立了13个新工业城市和6个

工业开发特区。德国鲁尔工业区1962年12月发生的严重

雾疆主要污染物是二氧化硫(浓度高达5000微克／平方

米)，造成其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工业污染。

各国公众和政府对雾霾等空气污染的认识。都是

伴随着问题的严重性一步步成熟的。刚开始时，公众对

大气污染的危害认识不足，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例

如，从19世纪的工业化开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德

国持续了100多年几乎不加任何控制措施的废气排放过

程。随着雾霾等大气污染的日渐严重，媒体对其报道日

益增加，公众对其危害的认识也日渐成熟，国民反污染

的舆论急速高涨，1950年，日本户烟市(现在的北九州

市)受排烟危害的地方妇女会展开了反污染示威，法国巴

黎市民在一些环保组织的牵头下对巴黎市政府进行了讨

伐。一些地区公众甚至对市政府提出了诉讼，如日本四

日市公众1967年9月提起了四日市污染诉讼。1972年7月

胜诉。

二、政府的主要治理措施

面对雾霾等大气污染带来的严重影响，许多国家

中央和地方政府均采取了包括立法保障、制订战略和计

划、分阶段治理等在内的多项措施积极应对，具体如

下：

(一)立法保障大气污染治理

为了应对伦敦严重的大气污染，1956年英国颁布

了世界上首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空气法》，对以煤

烟为主的污染物排放设定了严格的法律限定。日本1968

年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法》，依法推进大气污染的治

理。美国于1963年和1967年先后通过了《清洁空气法》

和《空气质量法》两部法律。1971年，美国政府还颁布

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要求对6种空气污染物进

行管制。法国2010年颁布的空气质量法令，对PM2．5和

PMl0值浓度上限进行了规定。

(二)制定针对大气污染治理的战略和计划

法国于201 1年出台了“颗粒减排计划”，旨在减少

可吸入颗粒物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和对环境的污染。201 3

年通过了“空气质量紧急计划”，针对201 1年推出的

“颗粒减排计划”中的缺陷，重新制订了一系列的紧急

措施，并结合地方政府“空气保护计划”的制订，共同

应对空气污染问题。英国于1997年开始实施《国家空气

质量战略》，并于2000年、2003年和2007年进行了修

订和补充，形成了英国空气质量政策的基本战略框架。

欧盟从1973年欧共体时代开始便出台了一系列的环境

行动计划，作为其治理大气颗粒物的政策措施的指导纲

领。

(三)针对主要污染源分类实施综合治理

日本政府对人为污染源进行了分类管理，依据社

PRWORLD＼公关世界61

万方数据



城市公关I CITY PR

会发展情况变化，采取制定(并不断修改)标准、严格

监管、技术防控、信息公开等措施进行综合治理，成效

比较显著。欧洲除在交通运输领域采取了很多具体措施

外，还在工业排放、能源、居住方面也采取了应对措施

以减少大气颗粒物的排放。瑞士也根据不同污染在道路

交通、铁路、水路和航空运输、施工机械与设备、工业

设备与生产流程、农业等领域采取一系列减排措施。

其中，严控机动车尾气的排放日益成为了各国治理

的重点。如法国积极发展城市轻轨和地铁等有轨公共交

通网络，吸引城市居民放弃化石燃料汽车，选择更清洁

的出行方式。美国tJU'J《、I于1965年率先制定了机动车辆排

放限制标准；1975年要求所有汽车配备催化转换器；20

世纪70～80年代，tJD,J1、I环保机构鼓励使用甲醇和天然

气取代汽油，从而减少一半的汽车烟雾排放量。日本政

府依据相关法律按机动车种类制定严格的排放标准、燃

油标准。同时通过大力推广低排放车、推动轨道交通建

设、完善整体交通管理等措施，努力降低机动车的总体

排放水平。英国有关部门也出台了包括实行新的交通发

展战略，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等在内的措施，从而有效

降低机动车总排量。

(四)实施分阶段、跨区域的治理政策措施

一方面，针对污染治理的长期性特点分阶段制订

并实施治理措施。英国政府针对以伦敦为代表的大气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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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分别经历了煤烟尘治理、机动车尾气污染治理和包

括PM2．5监控在内的国家空气质量战略三个主要阶段。

另一方面，针对污染的跨区域特点采取综合性的措施。

美国南／ju,Ju、tI为了实现跨地区应对空气污染，1977年成立

了南海岸空气质量管理局(SCAQMD)，统一负责南加

州地区的空气污染治理。欧洲多个国家在1979年签署了

长距离跨国界空气污染条约(LRTAP)。2001年，欧盟通

过了国家排放限额指令，限定了各成员国在2010年几种

重要空气污染物排放的限额。

(五)引入市场机制，以市场手段减少污染物排放

一些国家实行了大气排污许可证制度，并对排污企

业进行监管。1993年，经美国环保署批准，南海岸空气

质量管理局开始实施全美第一个、也是世界上首个区域

空气污染排放交易计划(RECLAIM)，允许企业买卖

排放配额，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减排。

三、科技的支撑作用

国外在治理雾霾等大气污染的过程中均十分重视科

学技术的作用，在对雾霾形成原因及影响开展深入研究

的同时，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控制污染源，加强对污染的

监测。

(一)运用科技手段有效控制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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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治理大气污染过程中，充分发挥其技术优

势，科研单位和广大企业针对固定污染源和移动污染

源，开发了多种质量可靠、具有竞争力的脱硫、脱硝以

及低排放发动机等实用减排设备和技术；同时开发了很

多有关大气污染监测、污染物对人体的毒理分析等技

术，对科学制定大气排放标准，迅速、有效治理大气污

染发挥了重要的技术保障作用。美国／J1]'J、|、|在开发先进技

术治理空气污染方面也一直居领先地位。1953年，加州

空气污染控制改革委员会推广了涉及空气污染控制的技

术。1970年开始，联邦政府还逐步淘汰了汽油中铅的使

用。1 988年，N,J,I、腔!气质量管理局成立了技术进步办公

室来帮助私营企业加快发展低排放或零排放技术。

(二)加强监测网络基幽I生工作，实现全民监管

大气污染的实时监测是把握大气环境质量、有效治

理大气污染、实现全民监管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日本实

施了国家级大气监测网和地方大气污染监测网在内两级

大气质量监测体制，并于2003年设立了“大气污染物

质广域监视系统”网站。另外，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还

开发了“大气污染预测系统”。提供当日和次日大气污

染浓度的预测图，供各方参考。美国加州于1970年率

先测PMlO；1980年测废气中的铅和二氧化硫；1984年

测PM2．5；1990年分析PM2．5的化学成分等。其中洛杉

矶的空气污染监测数据24；J、时实时地在网上发布，公众

随时可以查看。欧洲在较早时期就开始对S02、NOx、

NH3等先驱物进行监测，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监测机制。

四、国外的经验和启示

总体上，由于雾疆等大气污染形成的复杂性，治理

这些污染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国外政府经过了长

期的努力，已取得十分显著的成效，在为大气污染治理

积累了宝贵经验的同时，也给所在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更

多的蓝天。面对我国当前日益严重的雾霾等大气污染问

题，应充分借鉴国外的经验。系统地设计相关的制度安

排和政策措施，积极应对雾霾等大气污染给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带来的挑战。

首先，加强污染治理的立法保障，完善治理政策体

系。通过法律保障污染治理的有效实施，同时严格依法

行政，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实行严格的执法责任制

和过错追究制是这些国家的重要经验。因此，需要进一

步加强我国雾霾污染治理的法制体系建设。加快淘汰落

后产能，提高行业排放标准，加大对污染企业的惩处力

度。另外，雾霾污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外在治

理空气污染的过程中，针对涉及污染工业排放、能源、

居住等多个领域建立了较为综合的政策体系。因此，我

国在治理雾疆污染的过程中还应在系统研究其形成机理

的基础上。进一步设计并完善治理的政策体系。

其次，建立长期治理机制，保障治理成果的可持

续性。国外从遭受到污染的严重影响而痛下决心治理，

到洽理初见成效。通常都需要至少20年左右的时间。为

此，国外政府均将治理空气污染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

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导致雾霾出现的不同污染源，有针对

性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并持之以恒地加以推动。因此，

我国在推动雾霾治理的过程中，也应将其作为一项长期

而艰巨的工作，制订一个长期的治理战略、计划或方

案，分阶段推动治理工作的开展。而且，即便在治理取

得一定成效的情况下，也应该拥有有效的政策措施保障

治理的可持续性。

第三，保障充足的政府投入，广泛吸纳社会资源。

治理雾霾等大气污染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投

入。例如，国外在治理污染的过程中，均投入资金设立

了针对污染治理的专项计划。另外，一些综合性的政策

措施也需要资金的保障，如加强相关科技的研发、建设

广泛的监测网络、推广应用更加清洁节能的产品和生活

方式等。因此，我国在推动雾霾治理的过程中，应当保

证充足的资金投入，并根据不同的治理措施，合理地利

用资金的杠杆作用。充分调动各种社会资源的投入。

第四。加强空气质量监测，吸纳公众广泛参与。国

外的经验表明。建设空气质量监测网络是治理雾霾的一

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在这方面我国以北京为代表的大

型城市存在严重的不足，目前，北京建成了27个环境空

气质量自动监测子站，分布在全市各区县。据统计．北

京约为16410平方公里，大伦敦城约为1577平方公里，

伦敦面积不到北京的十分之一，而环境监测站的数量近

乎北京的4倍。美国洛杉矶城约为1290平方公里。也拥

有37个大气环境监测子站。

第五，改善公共交通，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近

年来汽车排放所造成的大气污染日益成为各国治理的重

点。如今我国一些主要大城市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其

中北京的汽车保有量已与巴黎大体相当，面临着来自汽

车尾气排放的污染压力。为此，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公共

交通，鼓励绿色出行；同时拓建自行车道，建立完善自

行车租赁系统。另一方面。要积极支持新能源汽车发

展，并针对北京等大城市要在坚持汽车摇号配售政策的

基础上，对纯电驱动、混合动力汽车在摇号配售、购买

补贴上予以倾斜。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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