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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合格油合格为啥还限车？

城市的环境容量是有限的◆贺震（江苏省环保厅）

空气质量差与踩油门的姿势可能
无关，但与开车绝对有关。

有这样一个阿拉伯寓言：一个主
人有一匹高大的骆驼。一天，主人想
看看这匹骆驼到底能驮多少货物。于
是不断地加载、加载，骆驼好象力大无
边似地久久站立。但是，主人再在它
背上放上一根轻轻的稻草的时候，怪
事发生了，高大的骆驼轰然倒下。一
根稻草压垮了一匹骆驼！

这个典故蕴藏着环境保护与污染
防治几方面的深刻道理。一是环境容
量与环境质量的关系；二是量变与质
变的关系；三是个体污染贡献与群体
累加放大的关系。压垮骆驼的绝不仅
仅是那最后一根稻草，而是压在它身上
的所有重物。满则溢！量的增加到了一
定程度，事物发展到了极限的临界点，再
增加任何一点点就会使之崩溃。

大气环境本底好、容量大时，排放
些大气污染物可能没什么关系，无垠的
天空能够包容、稀释。但如今大气污染
物来源复杂多样，大气环境的本底和
机动车保有量早已今非昔比，大气环
境已不堪污染物之重负。虽然无法确
定哪一辆车排放的尾气是导致空气质
量恶化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可以确
定的是：不管是否达标，你的车排放的
尾气可能是导致空气质量恶化众多

“稻草”中的一根！
不同地区城市大气污染源解析表

明，大气污染物来源复杂多样，但机动
车尾气绝对是一个重要的来源。近几
十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各地机动车保有量大大增加。据统
计，截至 2016 年 6 月底，全国机动车保
有量达 2.85 亿辆。随着公众机动出行
需求不断提高，汽车市场潜力持续释
放，机动车保有量保持快速增长。今
年上半年汽车保有量净增 1135 万辆，
新注册登记汽车达 1328 万辆，比去年

同期提高 199 万辆，同比增长 17.62%。
全国有46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百
万辆，其中北京、成都、深圳、重庆、上
海等 16 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 200 万
辆。机动车的大量增加和过度使用，
使交通拥堵、停车难、空气污染 、交 通
噪 声 污 染 等“ 城市病”开始从大城市
向中小城市蔓延。

业内人士和专家表示，随着机动
车保有量的剧增和高频率使用,机动
车尾气排放已经成为许多大城市空
气 污 染 的 重 要 来 源 ，是 造 成 雾 霾 、
光 化 学 烟 雾 污 染 的 重 要 原 因 。 同
时 ，我 国 城 市 空 气 开 始 明 显 呈 现 煤
烟 和 机 动 车 尾 气 复 合 污 染 的 特 点 ，
对 人 体 的 危 害 更 大 ，治 理 难 度 也 越
来 越 大 。 可 见,治 理 城 市 机 动 车 排
放污染已刻不容缓。

因此，在 2013 年国务院制定实施
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强
化 移 动 源 污 染 防 治 ”作 为 篇 幅 最 长
部 分 之 一,将 治 污 矛 头 直 指 日 益 严
重的机动车污染。2015 年修订实施
的《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法》不 仅 在 第 四 章《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措 施》中 专 设“ 机 动 车 船 等 污 染 防
治”一节，用 11 个法条浓墨重彩地规
定了具体管理要求，同时还在第六章

《重污染天气应对》、第七章《法律责
任》中提出了特殊条件下机动车的管
控措施和查处要求。

当前，我国大气污染形势严峻，区
域性大气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严重损
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降低人民幸福
指数，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冲抵经济发
展成就，影响国家形象。大气被污染，
人人都是受害者，许多情况下，人人还
都是“肇事者”（污染物排放者）。加强
大气污染防治，是重大民生问题，既是
政府的事，也是公众的事，需要政府、
企业履行各自责任，也需要公众的积
极参与。“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这绝
不是一句空洞无物的口号。

你的车可能是众多“稻草”中的一根

走出环保的合成谬误陷阱

◆余池明（全国市长研修学院）

认为自己的车排放达标，空气质量
差就跟自己的车没关系，这是合成谬误
在环保领域的一个典型例子。

合 成 谬 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
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来的。意
思是仅仅由于它对局部而言是对的，便
说它对总体而言也必然是对的。但实际
上，对个体而言是正确的事情对总体而
言可能未必正确。如果不了解这一点，
个人就很容易掉进合成谬误的陷阱。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合 成 谬 误 的 现 象 比 比 皆
是。比如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前排的
人为了看得更清楚一点而站起来，后排
的人也不得不站起来。当所有的人都站
起来之后大家都没有看得更清楚，相反
每个人的福利还大为下降。再比如，只
有一个家庭购买轿车会大大方便出行，
而当所有的家庭都拥有了自己的私家车
之后，道路上可能车满为患。

以这个司机 的 调 侃 来 说 ，既 使 每
一 辆 汽 车 都 达 标 排 放 ，也 不 意 味 着 空
气 质 量 就 能 保 持 良 好 ，原 因 在 于 ，汽
车 数 量 可 能 过 多 ，其 排 放 的 污 染 总 量
可 以 超 过 大 气 环 境 容 量 而 使 得 空 气
质量变差。

这个例子对环保工作有 3点启示：

一是不仅要注意单项控制，而且要
重视总量控制。环境容纳污染物的容量
是有限的，要保证环境质量，就必须控制
污染排放总量。更有效的方式是源头控
制，控制了资源消耗端就等于间接控制
了排污端。拿汽车尾气控制来说，不仅
要控制每一辆汽车的排放标准，而且要
控制整个城市的汽车总量。

二是环境保护，人人有责。消费者
使用的产品设备可能技术很先进，效率
很高，排放也达标，但是你的消费作为一
份子，与成千上万消费者的消费汇总起
来的宏观效应，仍然可能造成环境的恶
化。因此，实行绿色低碳消费是每一位
消费者应尽的义务。

三 是 要 预 防 技 术 创 新 的 反 弹 效
应。 反弹效应是指经济增长在持续提
高微观效率的同时，物质消耗总量不但
没有明显降低，还导致了增长。因为产
品层面的效率 改 进 很 有 可 能 被 更 多 消
费 的 规 模 扩 张 所 抵 消 。 例 如 ，采 用 效
率 导 向 的 改 进 政 策（对 小 汽 车 模 式 的
改 进）而 不 是 效 果 导 向 的 改 进 政 策

（对 出 行 方 式 的 改 进），非 但 不 会 缓解
城市资源环境问题，反而可能加重城市
的绿色危机。这一点其实与第一点启示
是一致的，这也是为什么要采取总量和
强度双控的理由。

◆敖平富

编者按
为鼓励车主更新淘汰高污染排放老旧车，北京市政府将于 12 月 1 日

实施《北京市促进高排放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方案》，进一步强化对机动
车污染的管控。一方面，国一、国二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五环路(不含)以
内道路工作日限行；另一方面，报废国一、国二排放标准的轻型汽油车可
获得政府补助。

与此相关的一个段子近日在微信流传并引发热议，甚至引起一些人
产生共鸣。据说段子缘自一位出租车司机，他这样说：“这几天，我一直
在琢磨，开着政府检验合格的车、烧着政府说达标的油、贴着政府发给的
环保排放合格绿标，政府却告诉我空气质量差是汽车尾气造成的！我就
纳闷儿了，难道是我们踩油门的姿势不对吗？”这位司机的说法听起来有
些道理，但仔细琢磨起来，有些问题值得认真推敲。

对此，本报今日刊登几位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听听大家怎么说。

◆刘四建（北京市丰台区环保局）

城市的环境容量是有限的。比如
说，一个房间如果只有一个人，并不觉
得拥挤，但如果突然进来 10 个人，不管
如何减少活动，总会感觉不舒服。

2009 年，北京市一年之内机动车净
增加 80 多万辆，感觉仿佛一夜之间北京
城被汽车塞满了。尽管政府不断提高机
动车排放标准，但由于机动车数量增长迅
猛、保有量大，其排放的尾气对城市空气
质量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北京，机动车尾
气已成为首要污染物，达到 31.1%。尤其
是老旧车，数量虽然较少，但却贡献了一
半以上的污染物，淘汰和治理老旧车已
成为各地政府治理大气污染的重要措
施。所以，从这种角度来看，空气质量差
是汽车尾气造成，这种说法并没有错。

综合测算，同等行驶里程条件下，1
辆国一标准轻型汽油车的排放相当于 6
辆以上国五标准轻型汽油车，1辆国二车相
当于3辆国五车排放。北京市国一排放标
准车辆至今最短已使用13年，国二排放标
准车辆至今最短也已使用 10 年。虽然
保有量只占全市轻型汽油车保有量的
8%，而排放氮氧化物约占全市轻型汽油车
排放的30%以上，挥发性有机物约占 25%。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对事物的认
知有一个从不知到认知、从知之较少到
知之较多的过程，有一个从实践到认识
再由认识去指导实践的过程，政府和社
会在汽车尾气对城市空气质量污染认识

上亦是如此。
近年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

展，为了满足普通百姓日益增长的私家车
梦想，政府积极作为，各地纷纷制定了相
应的优惠政策。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私
家车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圆了普通老百
姓汽车梦。据统计，北京等城市私家车
普及率已超过 60%。车给百姓生活带来
了方便和舒适，也改变了生活方式。但
是物极必反，车多了又产生了新的矛盾，
污染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频频
拉响的空气重污染预警就是警示。

政府和社会对汽车尾气污染的认识
也有一个过程，发展鼓励私家车是满足百
姓的需求，治理汽车尾气污染改善空气质
量也是满足百姓对良好生存环境的诉求。
空气质量差，机动车既是受害者，同时也
是污染的制造者。治理大气污染是政府
和百姓的共同目标，政府要有所作为，市民
也要积极参与，没有理由成为旁观者。

机动车数量大、机动性强、污染成因
复杂、治理难度大，需要百姓参与共同治
理。减少汽车尾气污染，司机能够有所
作为。比如，开车不要猛然加速或减速，
减少变道频率，在高速公路上最好保持正
常行车速度；到正规4S店维护保养车辆；保
持正常轮胎气压和四轮定位；尽量在早晚
比较凉快的时候加油，不要加得太满，加完
油拧紧油箱盖；车辆油耗发生变化，特别是
车辆冒烟时，应尽快修理；减少后备厢的储
物；在不影响车辆正常行驶的地段，停车
3分钟以上时熄灭发动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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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省以下环
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这是
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 署 之 一 ，也 是 环 保
管 理 体 制 的 重 大 改 革 创 新 。 9 月 14 日 ，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国 务 院 办 公 厅 印 发 了

《关 于 省 以 下 环 保 机 构 监 测 监 察 执 法 垂
直 管 理 制 度 改 革 试 点 工 作 的 指 导 意 见》

（以下简称《意见》），为今后一段时期全
国 实 施 垂 改 厘 清 了 思 路 ，是 各 地 推 进 垂
改 的 基 本 遵 循 。 目 前 ，各 地 正 在 按《意
见》要 求 ，积 极 稳 妥 推 进 环 保 管 理 体 制
改 革 ，加快构建完善新型环境监管体制
机制。

现行体制与新体制顶层设计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行以地方为主的
环境管理体制存在“4 个突出问题”：一是
难以落实对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监督
责任；二是难以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对环境
监测监察执法的干预；三是难以适应统筹
解决跨区域、跨流域环境问题的新要求；四
是 难 以 规 范 和 加 强 地 方 环 保 机 构 队 伍
建设。

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经济快速发展，
但生态环境问题却越来越突出。究其原
因，根本还在于环境管理体制机制不适应，
缺少科学合理、规范刚性的制度安排，不能
破解发展与保护的矛盾。现行以块为主的
地方环境管理体制，使一些地方和部门重
发展轻环保，使环保责任难以落实。因此，
增强环境管理体制权威性，平衡和处理好
发 展 与 保 护 的 关 系 ，是 解 决 环 境 问 题 的
核心。

围绕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4 个
突出问题”和《意见》要求，进一步改进工作
思路和管理模式，统筹谋划，系统设计。

一要落实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环
保责任，全面增强环境管理体制的统一性、
权威性、高效性和执行力。

二要建立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追究等制度，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对环
境监测监察执法的干预。

三要建立统一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
环保管理制度，要进一步统筹跨区域、跨流
域环境管理的问题。

四要从资金保障、人员编制、机构设置
等方面规范和加强环保机构队伍建设。按
照生态系统整体性，推进环境管理系统化、
科学化、法治化、精细化和信息化，逐步实
现环境治理体系和质量能力现代化，为推
进绿色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环保部门与相关部门的关系

长期以来，环境监管事权分散在多个
部门中，“九龙治水”“碎片化”现象突出，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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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监管职责 的 落 实 ，也 削 弱 了 行
政效能，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作
用 难 发 挥 。 有 效 实 施 环 境 保 护 统
一监督管理的前提是各行业、部门
各 司 其 职 ，履 行 法 定 环 境 监 管 责
任 。 只 有 职 责 得 到 明 确 ，划 分 到
位 ，体 制 才 能 得 到 理 顺 。《意 见》要
求 以 清 单 的 形 式 落 实 地 方 各 级 党
委和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责任。

一要进一步强化属地负责，推进
各级地方政府履职。

二要明确各部门环保职责，尤其
要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开发环节
统筹兼顾环境保护，形成管发展管环
保、管行业管环保、管生产管环保的
工作格局，进一步落实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终身追责。

三要推动出台地方环境保护立
法，从地方立法上解决改革中存在的
部分体制机制问题，从顶层设计上解
决环境保护职责边界模糊、交叉冲
突、尚未界定等问题，推动环境保护
职责法定化。

四要明确不同层级环保部门的
法律关系，构建权责匹配的环境执法
体系，保障环境独立执法。通过管理
职能的优化整合，调整理顺各级环保
部门与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之间
的责、权、利和考核、奖惩机制等系列
关系，形成各方主体责任明确、多元
共治的局面。

环保条上与地方块上的关系

环境问题因经济社会发展与生
态环境保护的不协调而产生，其复杂
性决定了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地方政
府综合管理与协调配合，需要汇聚全
社会的智慧与力量。

环保部门要充分参与宏观决策，
加强综合协调职能，大力推动政府环
境责任落实，充分调动各行业、各行
政单元积极性，推动各部门制定有利
于环境保护的政策、制度和措施，并
督促落实。

环保部门既是技术性部门，又是
综合性部门；不仅是行政部门，还是
执法部门。在推进实施改革中，要重
点强化环保督政，也就是环境监察，
解决好“督什么”“谁来督”“怎么督”

“结果运用”4个问题。
一要明确环境监察的内容。督

促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落实应依法
履行的环境保护职责和任务。

二要构建专司督政的环境监察
队伍。通过省级党委政府授权，履行
督察督办职能，加强环保部门与地方
政府及相关部门之间的行政协调。

三要建立健全环境监察机制。
制定出台相应的规定办法，与中央环

保督察联动协调，解决环保公共政策
在部门之间的贯彻和落实问题。

四要强化环保考核，把环保实绩
和监察结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实绩
和部门绩效考核。

五要强化监察结果运用，严格责
任追究，建立完善党政领导干部任期
生态环保责任制、问责制和终身追究
制。通过加强环境监察督察问责，用
好法律赋予的权力和手段，促使地方
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更好履行环保
责任，变环保部门单打独斗为各级各
部门齐抓共管，加快形成政府主导、
各方主动、市场激励、社会动员、公众
参与的现代化环保治理体系。

改革与稳定的关系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强调：
“环保管理体制改革要平稳有序推
进，在改革没有铺开之前，地方各级
环保部门机制不变，责任不变，任务
不变，确保环保系统思想不乱、队伍
不散、工作不断、监管不软。”

环保管理体制改革牵涉面广，敏
感度高，情况复杂，在解决老问题的
同时，也会带来新挑战。在《意见》确
定的改革基本原则和框架下，省级环
保部门应该积极抓好基础工作，为党
委政府推进改革当好参谋助手，要积
极稳妥开展改革，又要抓好队伍稳
定，保障平稳过渡。

一要及时向省级党委和政府做
好汇报，主动有为。

二要与省级组织、编制、财政、人
社等部门进行充分协调沟通，争取其
支持。

三要充分借鉴国土、税务、质监、
工商、食药监等部门改革成功经验。

四要与市县党委、政府以及地方
环保局和监测、监察执法机构深入交
流，明确权力边界和职责关系。

五要开展本行政区域环保机构
人、财、物等摸底调查，摸清底数，掌
握情况。

六要建立专门工作班子，落实相
关保障。对改革中涉及的机构设置、
领导体制、财政投入、职能定位、事权
划分、干部培养交流等问题，要进行
重点研究，力争做到环保家底清楚、
机构设置清楚、职责划分清楚、环保
督政清楚、工作节点清楚。

改革既要符合落实《意见》精神，
又要充分结合地方环境管理体制特
点，以及地方环保工作实际情况，着
力补齐生态环境突出短板，提高人民
群众环境获得感，确保新老体系平稳
过渡，推动环保事业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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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容纳污染物的容量是有限的，要保证环境质量，

就必须控制污染排放总量。拿汽车尾气控制来说，不仅

要控制每一辆汽车的排放标准，而且要控制整个城市的

汽车总量。

虽然无法确定哪一辆车排放的尾气是导致空气

质量恶化的“最后一根稻草”，但可以确定的是：不管

是否达标，你的车排放的尾气可能是导致空气质量恶

化的众多“稻草”中的一根！

政府和社会对汽车尾气污染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发

展鼓励私家车是满足百姓的需求，治理汽车尾气污染改善

空气质量也是满足百姓对良好生存环境的诉求。

综合测算，同等行驶里程条件下，1辆国一标准轻型汽
油车的排放相当于6辆以上国五标准轻型汽油车排放。

综合测算，同等行驶里程条件下，1辆国二标准轻型
汽油车的排放相当于3辆国五标准轻型汽油车排放。

国五标准
国二标准

国五标准
国一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