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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报：BAQ 大会一直
追踪和关注当下亚洲城市的空气
质 量 热 点 和 难 点 问 题 。 记 得
2016 年在韩国釜山召开的上一
届 BAQ 大会关注的重点问题是
环境对于健康的影响，而今年会
议新的关注点是气候变化。为什
么有这样的变化？

Bjarne Pederson：从上一届
BAQ 大会到现在，最值得关注的
问题就是在环境、健康和气候变
化之间如何均衡的问题。

今年对于亚洲清洁空气中心
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自 2002
年召开第一次 BAQ 大会以来，我
们已经走过了一段相当长的道
路，现在已收获满满。整个亚洲
区域空气质量得到显著提升，空
气污染问题成为公众最关注的话
题之一。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了
空气质量与环境、公共健康和经
济的相关性，并采取了切实有效
的政策和措施。

但今年 BAQ 大会也关注到
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在亚洲城市
中，影响空气质量的因素在持续
改变，这些情况在亚洲国家城市
中基本相似。而这些因素就包括
健康和空气污染的气候因素等。

中国环境报：本届 BAQ 大会
的 主 题 为“ 区 域 行 动 全 球 变
革”。其中也特别包括和空气质
量与气候变化关系的讨论。那
么，是不是未来决策者的思路也
要变革，把大气污染治理与应对
气候变化相联系？

Bjarne Pederson：毫 无 疑
问，空气污染威胁公众健康，亚洲
地区尤其深受其害。当然，与之
相关的是，我们正面临无差别的
气候变化，威胁人类生存。我们
必须认识到，人类必须立即采取
变革性行动和技术创新，以达到
巴黎气候协定提出的把全球平均
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
2℃以内，并落实联合国提出的全
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简单来说，我们正在与时间
赛跑。我们必须呼吁大力减少空
气污染，同时要降低我们的经济
和生活方式的碳排放。

中国环境报：您认为，大气污
染治理与减少温室气体污染物同
时考虑有哪些好处？

Bjarne Pederson：如果分别
考虑和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和空气
污染的政策和措施，可能会取得
不一样的效果。短期来看，为了
减少空气污染，我们要去使用清
洁能源和清洁车辆。使用一些清
洁能源，如天然气，可以在短时间
内减少空气污染物，但却会对应
对气候变化没有太多作用。而如
果要同时考虑减少气候变化污染
物和大气污染物，就要减少燃烧
甚至不燃烧化石能源。

我认为，从长期来看，对于亚
洲国家来说，同时解决空气污染
和气候变化问题，协同控制非常
重要。我们非常希望在亚洲能够
开展协同控制，这也是未来几年
非常重要的事情。

中国环境报：您在 BAQ 大
会主旨发言中提到，中国过去
5 年大气污染治理取得了很好
的成绩，当然也经历了非常困
难和痛苦的过程。下一步如何
继 续 减 排 PM2.5？ 您 说 一 个 好
消息就是中国通过机构体制改
革，把大气污染治理与应对气
候变化职能都归到了生态环境
部。为什么这对于 PM2.5 减排
是个好消息？

贺克斌：我认为，应对气候
变化和大气污染治理由一个部
门管理，更有利于制定行动计
划。之前国家发改委负责应对
气候变化时，推动实施了城市
低碳技术发展项目。生态环境
部制定的是有利于大气污染治
理的技术和政策。现在两项职
能合并，在这个时间点很适合。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经过
了十多年的大气污染治理，特
别是近 5 年，在尾部治理方面
有了很多大的动作。中国工程
院最近完成的一份报告显示，过
去 5 年，我国 PM2.5 下降了 30%
多。在其贡献中，排在第一位的
是尾部治理，第二位的是能源结
构，第三位的是产业结构。大气
污染治理再往后怎么走？尾部
治理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比
如，大型火电厂的治理现在已经
基本上都“毕业”了，常规污染物
排放已经是世界最低，再用什
么装置已经没有太多意义了。

那么，再往下减的潜力在
哪里？首先就是非电工业。国
家现在正在大力进行科研开发
新的技术，把非电工业发展成

为超低排放，但这些减排量也
有限了。比如在北京，PM2.5浓
度从89.5微克/立方米减少到58
微克/立方米，可以使用这些方
法。但如果要从 58 微克/立方
米减少到 35 微克/立方米，就
必须调结构。

我们知道，以前我国 PM2.5

的排放量是欧美国家的 10 倍，
现在是 2-5 倍。再往下降，就必
须从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运输
结构、城市用地结构中找到未
来的减排量。而这 4个结构也
正是温室气体减排用的“招儿”。

中国环境报：这几天，华北
地区出现了雾霾。有人对此提
出异议，认为可能是治理方式
有 问 题 ，出 现 了 一 些 负 面 声
音。对此您怎么看？雾霾没有
彻底解决是不是主要因为现在
的结构调整还没有到位？

贺克斌：这几天在华北地
区发生的雾霾，与 2016 年 12 月
17 日-21 日发生雾霾时的气象
条件很相似。但那次华北地区
有 34 个城市达到严重污染，40
多个城市重度污染。而经过这
几年的努力，污染物总量还是
减了很多，所以在类似气象条
件下，这次只有十几个城市重
度污染，没有严重污染城市。

所以说，虽然现在我们还
是能看到霾，但是由于排放量
减少了，霾的次数和时间也在
减少。这些都可以说明，空气
质量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虽
然有的时候人们眼前还看不出
来区别，比如是重度污染还是
严重污染，但监测数据还是可
以说明空气质量变化的。

类似的问题有市长也曾经
问过我：为什么我们治理了这么
久还有霾？为什么不见成效？
一些老百姓可能也存有同样的
疑问。我给他打了个比方。有

人生病发烧40℃，按照医生开的
药方吃了药打了针以后降到了
39℃。这时候用手摸头还是烫，
但实际上数据已经发生了改变，
病人也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如果这时候有人质疑医生用的
方子不对，就打乱了治病的节
奏。因此，要相信监测总站的数
据，要肯定污染物下降的趋势，
不能因为看不出来目前的成绩
就放弃吃药，放弃当前的治疗。

中国环境报：现在各省生
态环境厅陆续在挂牌。您认为
各地把大气污染治理和应对气
候变化结合起来有哪些好处？

贺克斌：我认为当前对于
一些城市来说，单纯抓低碳很
难推进。比如，对于一位市长
来说，可能最近 10 年都不会把
抓低碳放到重点工作当中。但
如果说到抓蓝天，因为有排名，
做 不 好 要 被 约 谈 ，他 就 重 视
了。所以说，当前要借助蓝天
管理推动低碳发展。

当然，这是在 2030 年以前
的状态，在 2030 年以后就不一
样了。到那个时候，各种能源
结构已经进行了调整，新能源、
可再生能源已经广泛使用。包
括电动车、氢能汽车等新技术
已经开始推广使用，那个时候，
就要靠低碳来带动蓝天了。比
如北京，2035 年之前 PM2.5要达
到 35 微克/立方米。如果再把
标准提高到 25 微克/立方米，
就不能靠环境尾部治理了，而
必须从能源结构上找出路，要
靠发展低碳来实现。

把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
染治理两项工作结合起来，互
相促进，可以更好地协调工作，
会更有效地落实计划和行动，
也会越来越有信心，以实现更
好的目标。现在的“散乱污”企
业治理、尾部治理，要靠各种监

管手段来保障。而能源结构调
整是不可逆转的，更容易保持
住成果。所以说，未来要从四
大结构中找减排量，在低碳和
蓝天之间找共赢之路，这是中
国未来大的发展方向。

中国环境报：在大气污染
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治理
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贺克斌：十年前，中国开始
防治酸雨，大幅度减少二氧化
硫 。 美 国 有 一 位 学 者 写 文 章
说，从 2000 年到 2005 年，全世
界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增长，但
全球的温度没有涨，原因是中
国排放了很多二氧化硫，形成
的硫酸盐具有降温的作用。而
从 2005 年以后，中国开始大幅
度进行总量控制，二氧化硫减
了很多，全球温度就上升，因为
降温的颗粒物减少了。

我要告诉这位学者，他只
说对了一半，但另一半很重要
却没说。其实，我们通过治理
减少的颗粒物中，还有一种是
升温的黑碳颗粒。黑碳来自于
柴油车和小规模的砖瓦窑，也
包括原来的“十五小”和现在的

“散乱污”企业。2005 年以后，
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减少了大量
的黑碳排放。也就是说，虽然
降温的硫酸盐减少了，但升温
的黑碳颗粒也减少了。因此，
这位学者的说法不科学。

这件事情提醒我们必须注
意，在做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
时候，要兼顾气候影响。在保
证蓝天多了的同时，也要平衡
气候中影响温度的因素。其实
这种能力中国在十年前就已经
具备了，就是用模型来估算。

“要给蓝天添彩，不给气候添
乱。”在给国家提供的方案中必
须考虑这些因素，中国是《巴黎
协定》积极的推动者。

中国环境报：您对于大气
污染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协同
控制方面有过哪些研究？

Eric Zusman：十 年 前 我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
力分校做博士论文时，在中国
进行过相关研究。现在在全球
环境战略研究所（又称地球环
境战略机构）工作，工作中也对
世界其他国家进行了研究，特
别关注了大气污染治理和应对
气候变化的协同效益。

现在，通过一些模拟模型，
可以计算出大气污染治理项目
对 于 二 氧 化 碳 的 影 响 。 对 于
PM2.5 和二氧化硫等治理项目
进行评价很重要，但这还只是
第一步。更为关键的是，要把
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结合起来
进行评价，并对项目的实施产
生真正的影响。

比如在菲律宾马尼拉，在交
通行业实行 CNG（压缩天然气）
改造，对于减少颗粒物的排放很
有效果，可以减少 5%-10%的排
放量，但却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贡献不大。因此，要全面提升能
源效率，最后评价其影响。

再比如，我知道中国生态
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
心在四川攀枝花市进行了一项
评价分析项目。包括有电力、钢

铁等工程项目的减排，其中有的
是对气候变化有益的，有的是减
少大气污染的，还有的是对气候
变化和大气污染都有影响。

现在已经有几个城市做过
相 关 评 价 。 我 们 不 是 经 济 学
家，我们是希望通过评价真正
地把结果应用于城市决策。

中国环境报：据您了解，对
于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治
理协同效益的评价结果，目前
有城市或地区已经应用于实践
了吗？对于评价结果的应用，
您有什么设想？

Eric Zusman：据我了解，
中国也有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和
大气污染治理协同效益的评价
研究基础。但真正要和实践结
合起来才更重要。

我认为中国可以把这样的
评价应用于五年计划之中。中
国在控制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和 PM2.5 方面已经有了很好的
经验，希望在“十四五”可以把
两项目标结合起来。

此外，中国用大气污染治
理的减排目标来评价地方政府
领 导 的 政 绩 ，比 如 PM2.5 的 治
理。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
污染治理在一个政府部门来管
理，这样更有利于实现应对气
候变化这个目标。

中国环境报：您是否认为，
对于全球来说，协同控制是一
种趋势？在协同控制应对气候
变化和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目
前是否有成功的经验？

Eric Zusman：举个例子，
在印度尼西亚三宝垄市，在是
否建设 BRT（城市快速交通）
时进行过协同效益分析。分析
认为，建设 BRT 有助于减少摩
托车的使用，有助于改善空气
质量，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
排放。分析发现，在三宝垄市
有很多十三四岁的中学生使用
摩托车，而驾驶摩托车经常有事
故非常危险。因此，建设 BRT
还具有较高的社会效益。通过
协同效益分析，最终确定实施
BRT 项目，并鼓励学生放弃骑
摩托车改乘快速公交车。

因此，从城市发展角度来
看，要追求更多的协同效益。
可以通过实施能效标准、可再
生能源标准、公共交通升级改造
等，在减少温室气体的同时，改
善空气质量、减少浪费，获得环
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亚洲的中国、印度、印度尼
西亚、蒙古、越南等国家目前都
有一些经验。但多数都是一些
研究经验，在实施方面进展很
少。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开始
评价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
项目的综合效益。但现在很多
还只是处于评价阶段。

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近
年来有了很好的经验。虽然美
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

很大障碍，但加州却有很大的
进 步 。 加 州 有 自 己 的 气 候 政
策，最大的目标就是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取得环境效益、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加利福尼亚州提出的应对
气候变化的法案，计划到 2030
年，温室气体排放要在 1990 年
水平上降低 40%。而这一计划
同时将在改善空气质量、优化
土地使用、强化生态服务等方
面取得显著的收益。比如在空
气质量方面，每天可减少燃烧
产 生 的 PM2.5 排 放 15 吨 ，减 少
氮氧化物排放 61 吨。同时，在
提高能源效率、能源获取性，促
进 经 济 发 展 方 面 也 有 显 著 变
化。比如，通过提高能源效率，
可使每个家庭每年节约 200 美
元，加州生产总值可增加 760
亿 美 元 ，实 际 家 庭 收 入 增 加
480 亿 美 元 。 在 社 会 效 益 方
面 ，可 以 改 善 公 共 健 康 ，到
2020 年减少 43 亿美元健康损
失。同时，可以创造 40.3 万个
绿色工作和就业机会。

这项政策实施时有一个很
好的沟通传播方案值得借鉴。
比如，让司机省钱、市民能够接
受等。司机们可以知道，通过实
施方案，2015年每辆车可节省能
源 3000美元；而到 2025年，每辆
车每年可以节省7000美元。

经过为期两个月的全面入户
调查，在天津市和平区普查办、普
查指导员、普查员的共同努力下，
和平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全
面入户调查工作基本完成，目前已
进入最后的数据审核收官阶段。

和平区面积较小，污染源数
量不多，存在的工业源主要为小
型企业，还包括部分微型企业。
污染源类型、数量较少并不意味
着工作的简单，实际入户调查过
程中依旧问题重重，每家企业至
少入户 3 次才能基本完成相关报
表的填报工作。对此，笔者总结
了几条和平区入户调查的经验。

提 前 预 约 ，避 免 现 场 走 空 。
普查全面入户调查不同于清查阶
段，清查阶段只需要现场核对生
产设备、营业执照等信息，填报内
容相对简单，需要调查对象配合
的工作也相对较少。普查全面入
户调查阶段，填报内容相对复杂，
需要企业提供的产品、原辅料、工
艺相关台账可能涉及不同部门，
需要企业各部门之间相互协调，
往往很难一次准备齐相关材料。
普查员在前往企业入户调查的时
候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表明来
意，便于企业有效配合普查相关
工作。

保持足够耐心是确保填报顺
利完成的关键。由于普查报表中
的相关内容往往涉及企业不同部
门之间的数据协调，准备相关产
品、原辅料台账费时费力，普查员
在说明填报方式、等待相关数据
时一定要保持耐心。同时，部分
企业由于面临其他检查，或生产
任务繁重，可能无法分出人力配
合普查报表的填报工作。一定不
要着急，保持耐心，这次无法完成
就约定下次的时间，不要怕跑腿。

提前熟悉掌握相关报表的填
报内容及注意事项，展现普查员
的技术专业性。普查报表填报有
较强的技术性，普查员在入户调
查前一定要对所有指标有详尽的
理解和掌握，梳理好各相关指标
之间的逻辑，避免在入户调查时
现翻材料，既浪费时间，也会让调
查对象对我们的身份产生怀疑。
把时间多花在日常，入户调查时
就能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提前熟悉掌握调查行业的产

品、原辅料、生产工艺，便于对企
业填报内容进行核实。工业企业
涉及不同的行业，而且不同行业
之间产品、原辅料、工艺相差较
大。同时，由于企业性质的不同，
同一或相近行业的企业之间出入
也较大。因此，在入户调查前，依
据国家普查办给出的产品、原辅
料、生产工艺基础信息库，提前对
自己需要入户调查的相关企业所
属行业进行了解，在进行数据填
报时，就可以快速、准确地指导企
业进行填报。同时，依据国家信
息库中所给出的相关信息，对企
业给出的相关数据进行核实，确
保无产排污环节遗漏。

时刻注意形象，普查员就是
对普查工作最好的宣传。虽然各
级普查办均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宣
传工作，同时经历了前期清查，但
在具体普查入户调查过程中，仍
会遇到部分调查对象对普查工作
不理解的情况。普查员在填报报
表、索要相关佐证材料时可以提
前进行说明，详细介绍第二次全
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的目的、意义、
背景等，同时对企业的相关问题
进行耐心解答，便于企业对普查
工作的了解，展现普查员的风采。

普查员入户调查中遇到的问
题和困难及时向普查指导员和当
地普查办反馈。在具体入户调查
的工程中，普查员可能会遇到各
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在自己无
法回答和解决或者解释不清时，
诚恳地向企业说明。同时，及时
向普查指导员和当地普查办反
馈，普查办解决不了的及时向上
一级普查办反馈。在得到相应问
题的解决方案时，第一时间反馈
给相关企业，以便指导企业尽早
完成填报工作。

诚 意 是 解 决 问 题 最 好 的 良
药。虽然普查报表的填报主体是
企业，但由于生产实际情况的差
异、调查工作流程的需要、遇到问
题得到回复时间上的等待，大部
分企业都没有办法只入户一次就
完成普查报表的填报工作。因
此，在每次入户调查前，做到提前
预约、态度诚恳、解释详尽，打消
企业的顾虑，展现普查员的形象，
与企业共同完成好普查报表的填
报工作。

作者单位：天津市和平区第
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办公室

探寻低碳和蓝天共赢之路
对话人：亚洲清洁空气中心执行总监Bjarne Pederson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贺克斌
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博士Eric Zusman

11 月 14-16 日在马来西亚古晋市举行了第十届更好的空气
质量大会（BAQ 大会），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空气污染治理和
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控制。对此，记者采访了三位与会专家。

入户调查要从细处着手

◆邓震 李立伟

“一刀切”是典型的行政乱作
为，不仅侵犯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便，
更直接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笔者认为，防止“一刀切”，需要落
实好“三个要”。

一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认
识。“一刀切”行为的产生，是由于
一些地方平时不作为、不担当，被
督察时因担心问责而采取一律停
工停业停产的做法。“一刀切”现
象的产生，与基层一些领导干部
的认识水平不高有很大关系。他
们没有认识到，抓生态环境保护
的目的，是提高企业污染防治水
平，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进而改善
生态环境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推动绿色发展，而不是盲目地
把这些企业一关了之。因此，解
决“一刀切”问题，首先要加强宣
传教育，提高基层党员干部的思
想认识水平。通过宣传教育，使
他们深刻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敦促
他们在执法的过程中要以人民的
利益为中心，采取更加积极、合
理、有效的政策措施去解决生态
环境问题。

二要加强学习培训，提高能
力。“一切刀”问题的产生，有客观
因素，但更多的还是主观因素。
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对上级部门
安排部署的工作任务存在消极应
付、得过且过的思想，不是积极主

动地出主意、想办法，克服困难，
解决问题，而总是寻找客观理由，
为本单位、本部门辩解，推卸责
任，推诿扯皮，蒙混过关。此外，
一些领导干部能力不足、素质不
高、本领不强，不搞调查研究，不
做深入思考，不懂科学决策，面对
问题束手无策，不会因地制宜，别
的办法不会用，只好“一刀切”。
因此，解决“一刀切”问题，需要有
计划地组织开展集中培训，促使
基层领导干部全面适应当前新形
势新任务，熟悉生态文明建设的
新要求，提高法律素养，运用新方
法，切实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职
责，着力增强基层领导干部业务
素质和履职能力。

三要加强监督检查，严肃问
责。要防止“一刀切”问题，还是
要加强管理，严肃问责。要出台
详尽的坚决禁止“一刀切”的文
件，要组织“一刀切”专项检查，
要查处通报一批“一刀切”的典
型案例。通过对环保“一刀切”
的 专 项 督 查 ，使 被 督 查 者 能 够
清醒认识到生态环保工作不能
只 看 眼 前 和 结 果 ，还 要 看 长远
和过程，要重视方式方法是否科
学，是否存在问题，是否简单粗
暴，是否注重长远效果。对于在
生态环保工作中一意孤行、顶风
违纪的干部，要敢于问责，严肃问
责，力争最大限度地减少“一刀
切”行为。

作者系山西省运城市环保局
副局长

必须采取变革性
行动和技术创新

要给蓝天添彩 不给气候添乱

评价和实践结合起来才重要

加强监督检查防止“一刀切”

◆赵红泽

探索与思考

采访人：本报记者刘蔚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支持；www.cleanairasi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