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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伦敦治污经验的中国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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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2年英国烟雾事件是全球最严重的环境公害事件之一，英国对环境污染的治理经过了

半个世纪的历史过程。在污染治理中英国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回顾总结这些经验可以为中国

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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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地t：The British smog in 1952 is one of the world毫most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Ilution events．Since then。B“tish gov—

er眦ent has treated environmental poUution for past half a century，and has valuable experience in pollution contr01． Review of

it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hind毫urban air pollution contr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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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气质量问题是环境保护中的一个重要领

域，关系到数量巨大的民众生活质量问题。2013年

以来，大片地区出现雾霾天气，空气质量严重恶化，

北京、石家庄、邢台、邯郸、保定等多个城市空气污染

指数一度爆表，达“严重污染”标准，治理城市空气污

染已迫在眉睫。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曾有遭遇雾霾天

气的惨痛记忆，例如英国伦敦1952年的烟雾事

件[1]，1943年一1952年洛杉矾的光化学烟雾事件【2]

等，都被列入20世纪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但通

过一系列努力，这些国家拨开“云雾”见晴天，让雾霾

天气成为不再重复的历史回忆。这些国家的治霾手

段和经验或许不能完全适用于今天的中国，但前人

在同一问题上做过的努力，显然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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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伦敦烟雾事件的由来

伦敦之雾，曾经是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空气污染

的缩影。18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由煤

炭支撑的工业革命让伦敦城内遍布工厂，家庭也烧

煤取暖，煤烟排放量急剧增加。煤在燃烧时释放出

的含有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的滚滚浓烟，成为了人

们脑海中工业革命的象征。烟尘与雾混合变成黄黑

色，经常在城市上空笼罩，多天不散。伦敦成为了一

座黑色的工业之都，辉煌却又灰蒙蒙。

1952年12月，伦敦发生了严重的空气污染事

件，含有多种有毒气体和固体颗粒的厚重雾霾笼罩

伦敦长达5天，夺走了超过12 000人的生命，史称

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这成为了英国人大规模保护

环境、净化空气的开端。当然，伦敦的污染问题十分

严重，彻底治理并非一+蹴而就。从1957年到1962

年，伦敦又发生了12起严重的烟雾事件，但死亡率

都未达到1952年的程度。随着各种规定、详细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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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相继颁布并被严格实施．1965一年后，有毒烟雾逐

渐从伦敦销声匿迹，之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事

件。1975年，伦敦的雾日已减少到每年15天。伦

敦花了10年的时间有效控制住了污染的规模，但为

摘掉“雾都”的帽子，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努力治理，才

基本实现云开雾散[3]。

2伦敦空气污染治理途径

为了大幅缓解空气污染，英国治理的途径有以

下5条‘¨]。

2．1 立法提高监测标准．改善空气质量

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终于让伦敦人彻底醒

悟，开始反思空气污染造成的苦果。英国也以此为

契机，走上了现代意义上的空气污染治理之路。

1956年，世界上第1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

气法案》)出台。这部对全世界治理污染都产生深远

影响的法案，是伦敦环保史上的里程碑，它第一次以

立法形式，控制工厂和家庭排放的废气。法案明确

规定，在城市里设置无烟区，禁止烧煤；发电厂和重

工业设施都必须关闭，在郊区重建；大规模改造城市

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逐步实现居民生活

天然气化；采取冬季集中供暖，用系统化的方式减少

取暖时的燃料使用总量。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使伦

敦的烟雾排放总量下降了37％，冬季日照时间增加

了70％。

1968年，第1个《清洁空气法案》到期，新的《清

洁空气法案》出台，新法案又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

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1974年英国政府颁

布实施了《控制公害法》和《污染控制法案》，全面、系

统地规定了对空气、土地、湖泊、河流、海洋等方面的

保护以及对噪音的控制条款。

政府颁布的关于控制大气污染的法令还有《汽

车使用条例》、《公共卫生法》、《放射性物质法》和《能

源法》等。上述各种法令、通告的颁布，为成功控制

大气污染奠定了基础，在保护城市环境中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依法治理污染已成为英国政府实现长治

久安的根本。这些法案针对各种废气排放进行了严

格约束，并制定了明确的处罚措施，有效减少了烟尘

和颗粒物。到了1975年，伦敦的雾日已由每年几十

天减少到了15天，1980年则进一步降到5天。

1995年英国通过了《环境法》，首次要求政府制

订国家空气质量战略，规定各个城市都要进行空气

质量的评价与回顾，对达不到标准的地区，政府必须

划出空气质量管理区域，并强制在规定期限内达标。

根据英国国内、欧盟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设立了

必须在2005年前实现的污染控制定量目标，要求工

业部门、交通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减少一

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多种常见污染物的排

放量。

目前英国空气质量标准和目标取自于欧盟《空

气质量框架指南》及其子指南，明确了12项污染物

的限值或目标值，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颗粒物、

铅等。

2．2控制汽车尾气、科学规划公共交通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

能源使用的变化，交通污染取代工业污染成为伦敦

空气质量的首要威胁。为此，英国政府出台了一系

列措施来抑制交通污染。包括减少汽车尾气排放、

整治交通拥堵以及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网络、抑制私

车发展等等。

近年来，伦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汽车尾气

排放的措施，如：推广使用无铅汽油；在市中心设立

污染检测点，警察可拦截有过多排污迹象的车，对其

进行测试，并有权对未通过测试的车主实施罚款；在

车辆年检中，严格检测尾气中的一氧化碳、氮氧化物

和碳氢化合物等的排放是否达标。英国自1993年

起要求所有出售的新车必须加装催化器，以减少氮

氧化物污染。在2003年更是用收取交通拥堵费的

手段限制私家车进入市区。2003年2月，伦敦市政

府开始对周一至周五早7点至晚6点半进人市中心

约20 km2范围内的机动车，每天征收5英镑的“交

通拥堵费”，由此获得的收人完全用于改善伦敦公交

系统。此后收费区域不断扩大，收费标准也日渐提

高，闹市区一个停车位月租高达650多英镑，位居全

球之首，而这大笔收入都花在了公共交通上面。铁

腕政策之下，伦敦的私家车“进不起城”，市区流量得

到了有效控制。每天进入堵车收费区域的车辆数目

减少60 000辆，收费地区交通拥堵程度减少了

30％。伦敦还公布了《交通2025方案》，计划到

2025年，把伦敦的私车流量减少9％，废气排放降低

12％。

在限制轿车排放的同时，英国还大力发展公共

交通和绿色交通，推广新能源汽车。伦敦有着强大

的公共交通系统。有140多年历史的地铁是大多数

伦敦人出行首选，ll条线路，全城270多个站点，每

天300万人次搭乘地铁出行。伦敦市中心的地铁站

之间都步行可达，密如蛛网的线路覆盖整个伦敦。

除了地下铁，还有城市火车、港区轻轨和几百条公交

线路分流路面人群。发达的公共交通以及政府对非

公交系统用车的高压手段，让公众更乐意选择地铁

或公交系统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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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尾气排放，倡导低碳生活，伦敦绿色交

通的目标非常远大。按照规划，未来自行车出行将

占伦敦全市1／10的交通流量，2025年的自行车骑

行量要比2000年增加4倍。仅此一项，每年就能为

该市减少160万t的二氧化碳排放，英国鼓励人们

使用自行车出行。伦敦政府陆续推出了便捷的自行

车出租等服务，同时建立了多条自行车专用道，甚至

在伦敦市区的外围也规划了限制时速的自行车骑行

区。目前，伦敦已有350多条自行车专用道，人们甚

至可以在总长8 000 km的自行车专用道上骑车穿

越整个英国。伦敦还规划了12条自行车高速公路，

2010年7月，从伦敦南部二直通向市中心的一条

8．5英里(13 679．424 m)的自行车高速公路建成，作

为计划中的第一批试验线路，这条道路上目前每天

约有5 000辆自行车通过。

伦敦为新能源汽车大开绿灯。伦敦计划在

2015年之前建立2．5万套电动车充电装置，将伦敦

打造为欧洲电动汽车之都。2016年前，伦敦的电动

汽车买主将享受高额返利，并免交汽车碳排放税，在

某些场所还可以免费停车。伦敦还参加了欧洲清洁

城市交通示范项目。2004一01—14，伦敦一辆氢动力

公共汽车正式投入运营，行驶期间排放出无污染的

水汽。第1代零排放燃料电池公交车的投入使用，

有效减低了空气污染和噪声。

2．3科学地建设城市绿化带

扩建绿地也是治理大气污染的重要手段。增大

绿化面积可以净化空气，让人少生病，而且环境赏心

悦目。伦敦虽然人口稠密，但人均绿化面积高达24

m2。城市外围还建有大型环形绿化带，到20世纪

80年代，该绿化带面积已达4 434 km2，与城市面积

(1 580 km2)之比达到2．82。l。连在寸土寸金的伦

敦中心区内，仍1日保留着伦敦最大的皇家庭院海德

公园。

2．4开发新技术、治理空气污染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新的技术开始应用于治

理空气污染，如利用新型胶水“黏”住污染物，不过其

主要方向仍然是工业污染和交通污染。

伦敦市政府正大力采用灰尘抑制剂这类的化学

手段清洁空气，政府决定尝试在街道使用一种钙基

黏合剂治理空气污染。这种黏合剂类似胶水，可吸

附空气中的尘埃。醋酸镁和醋酸钙在2011年被首

先投放在了伦敦市内污染最严重的玛丽勒博路与上

泰晤士街。监测结果称这些区域的微粒已经明显下

降，灰尘抑制剂可以减少高达14％的污染水平。鲍

里斯于2011年底宣布，该方案将进一步扩展到伦敦

其他十几个监测站点。

2．5公众参与、监督治理

伦敦空气污染的防控和治理，成绩并不全归功

于政府，英国各大高校、环保组织与媒体也在形成合

力，全民都是治理空气污染的践行者。伦敦国王学

院、伦敦盖伊医院与伦敦圣托马斯医院联合组建的

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基金会联合主办了一个有关“如

何降低空气污染对个人影响”的研讨会，专门探讨的

是伦敦市每一位居民如何从自身做起改善空气质

量。伦敦国王学院还于2010—03—12在多个手机操

作系统平台上推出了一款名为“伦敦空气”的手机软

件，每小时向用户免费推送伦敦空气质量，让伦敦居

民对城市空气质量有了进一步了解。英国是最早将

空气治理信息向民众实时通报的国家。官方网络向

市民发布伦敦地区实时空气质量数据以及各污染物

每小时的浓度和一周趋势图。

英国公民在环境问题的讨论、决策、监督、执行

上，有深厚的自治传统和强大的社会根基。如果政

府在治理空气方面稍有疏失，主流媒体不会替政府

粉饰遮掩而是大胆抨击。比如2012年7月，《星期

日泰晤士报》就引述环保组织“清洁伦敦空气”所作

的调查报告，质疑伦敦市政府只在监测点附近大洒

化学溶剂，借以美化空气污染指数。英国公民获知

空气信息的途径也不被官方独家垄断。公民能直接

透过《自由信息法》向政府环保机构索取相关数据，

不得被拒绝。政府开设的“英国空气质量档案”网

站、民间组织与伦敦国王学院环保组织合作开设的

“伦敦空气质量网络”均发布伦敦地区实时空气质量

数据。政府绝不敢指责民间监测组织“非法”、“违

规”、“不科学”。

3 中国城市空气污染治理途径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正在蓬勃兴起，对伴随城市

化而来的空气污染问题应给予足够重视。回顾中国

的城市空气质量保护工作，可以发现许多地方对城

市空气质量的保护工作还有待加强。有数据显示，

所有国家的决定性污染来自供热、发电站、工业和汽

车。在英国，改善环境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措施是

禁止燃料燃烧、限制工厂污染、更换电力供应的来

源、控制汽车尾气的排放。对于中国，这些措施同样

有效。

3．1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加强环境立法

只有严厉的政府制度才能减少污染。自由市场

并不能解决污染问题。污染在经济学中被视作外部

因素，说明单个公司是不可能为解决污染问题而付

出代价的，因此公司本身没有动力主动去做。需要

万方数据



第5期 任毅斌：基于伦敦治污经验的中国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探讨

有政府制度来制约、规范，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铁腕治理，才能减少污染。

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加强环境立法，

加快配套的环境法规的制定进程，加重对环境违法

行为的处罚，有效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

问题。严格依法行政，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切实

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干预执法等问题；实行严格的执

法责任制和过错追究制，对执法人员不作为、渎职的

要严肃处理。

3．2加强环境保护意识

加强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教

育，提高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法律意识。1)加强对各

级、各类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法制宣传教育，使他们在

生产经营中严格遵守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树立环

保法律意识，预防和减少环境违法行为的发生；2)加

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提高他们严格

执法、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依法打击各种环境违

法行为，为保障群众健康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3)把

加强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教育与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结合起来，促进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决策，

克服地区和部门的保护思想，坚持以人为本，从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

3．3巨额投资

解决污染问题需要巨额投资。比起产生污染的

供电站，无污染的供电站或者其他供电来源造价更

高，工业也是如此。因此，致力于解决环境问题的中

国，需要更多的巨额投资，促进清洁能源的开发，减

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经济发展模式向知识型和创

新型的转变；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和绿化、鼓励公众积

极参与环保活动等。
、

3．4污染治理具体途径

1)全面规划、合理布局 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规

划是区域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协调经济

发展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出发，对已造成的大气

环境污染问题提出改善和控制污染的优化方案。做

好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规划，采取区域性综合防治措

施，是控制大气环境污染的重要途径。工厂不宜过

分集中，以减少一个区域内污染物的排放量。把有

原料供应关系的工厂放在一起，通过对废气的综合

利用，减少废气排放量[7]。
， 2)集中供暖、供热分散于千家万户的炉灶和

市区密集的矮烟囱是大气烟尘的主要污染源，尤其

是中国北方城市冬季采暖耗煤量较大，使烟尘含量

大为增加。采取区域供暖、供热，在城市的郊区设立

大的热电厂和供热站，代替分散的锅炉，可以有效减

少烟尘排放。另外可以提高锅炉效率，降低燃料消

耗；采用高效率的除尘器，减少粉尘的污染；利用“废

热”，提高热效利用率，减少燃料的运输量。改变燃

料构成，应逐步扩大煤的气化设施和供应人工煤气，

在有条件的城市要逐步实现燃料气化，另外，实现电

气化，加强新能源开发利用研究也是一个发展方向。

3)减少交通废气的污染关键在于改进发动机

的燃烧设计和提高汽油的燃烧质量，使汽油得到充

分的燃烧，从而减少有害废气。发展公共交通网络、

抑制私车发展，减少路面车辆行驶量[8]。

4)绿化造林茂密的林丛能降低风速，使空气

中携带的大粒灰尘下降}树叶表面粗糙不平，有的有

绒毛，或能分泌黏液和油脂，可以吸附大量飘尘，使

空气得到净化。绿化可以保持水土、防风防沙，可以

美化环境，调节空气温湿度及城市小气候，而且在净

化大气、降低噪声方面也有显著作用。

5)采用大气污染控制技术 改革生产工艺，优

先采用无污染或少污染的工艺，是防治大气环境污

染的根本途径。严格生产工艺操作，选配合适的原

材料，有利于减轻污染或对所产生的污染物进行处

理。安装废气的净化装置，对污染源进行治理，使大

气环境质量达到标准睁11]。

最后，英国人为摘掉“雾都”的帽子，经过了半个

世纪的努力治理。中国的城市空气污染治理也需要

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4结 语

城市大气污染问题既与燃料结构有关，也是人

口、交通、工业、建筑高度集聚的结果。对于这样一

个综合性的难题，必须由政府、企业、公众形成合力，

结合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布局、交通管理、绿化、人

口密度等多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考虑，采用

综合性的办法加以解决。

伦敦治理空气污染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只

有决心、行动和坚持。中国在大力推进经济建设的

过程中，应认真学习和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的环境保

护措施，加强对人们环保意识教育，努力实现经济发

展与环境优化的双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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