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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治理 vs 经济增长：新常态需要什么样的新政策？ 

协调·治理 

2016 年 5 月 29 日 8:30 – 12:00 

 

主持人：陈诗一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复旦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伏晴艳 

上海市环境监测

中心副主任 

上海空气质量中长期持续改善的挑战和对策思考。 

1. 从 AQI 优良率来看，2015 年上海全年 70%的天数达标，主要污染

物包括 PM2.5、臭氧等，PM2.5 污染属于复合型污染，在秋冬两季较

为突出，而臭氧污染则在夏季更为严重； 

2. 就污染源而言，燃煤电厂排放量持续下降，移动源排放量不降反升，

扬尘污染有所改善； 

3. 中长期发展思路：学习伦敦、洛杉矶等国外城市治污经验，调整产

业结构，促进工业减排和工艺升级，精细化城市管理，加强长三角联

防联控，制定统一防控政策。 

王伯光 

暨南大学大气环

境安全与污染控

制研究所教授 

珠江三角洲地区灰霾治理与经济发展转型。 

1. 灰霾天气曾经也严重困扰珠江三角洲，2004 年全年三分之一的天

数出现灰霾，但现在这一现象已经得到显著缓解。2015 年珠江三角洲

地区城市化率已经达到 84%，为全国 GDP 贡献近 10%； 

2. 对 PM2.5 的平均源贡献，占据首位的是机动车尾气，而对 PM2.5

的动态源贡献，占主要部分的是扬尘； 

3. 珠江三角洲地区率先建成国际先进的环境监测体系，采取“三控”

措施，包括SO2、NOX、PM、VOCS等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工业源、面

源、移动源等多污染源综合控制和省、市联防联控等。 

李莉 

上海环境科学院

大气所所长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与复合污染特征。 

1. 长三角定位：介于京津冀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之间，是全球重要的

现代服务业中心、先进制造业中心、航运中心和石化基地，也是全国

优先开发区域； 

2. 这一地区的特点是人口密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门类齐全，

工业结构偏重； 

3. 两省一市重点城市经济发展与污染类型的关系：上海、宁波、杭州、

苏州和南京等经济相对发达、汽车保有量高的地区，污染类型通常以

机动车污染为主，而镇江、南通、绍兴、常州等经济相对欠发达、汽

车保有量低的地区，污染类型通常以煤烟污染为主； 

4.长三角区域联合防控仍存在瓶颈：区域协调机制仍显松散，污染控

制要素单一，环境统计基础薄弱，技术力量不均衡，数据共享机制薄

弱，区域统一目标和统一规划十分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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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jie Zhang 

美国加州大学圣

地亚哥分校全球

政策与战略学院

副教授 

 

根据淘宝网口罩销售数据、环保局和美国大使馆空气污染数据以及海

洋与大气管理局气象数据，通过口罩购买为空气污染定价，以此衡量

空气污染的成本。 

通过县级水平的日频数据，可以识别高频口罩销售与空气污染之间的

因果关系。研究表明，大部分口罩购买行为发生于污染严重程度最高

的时间，每减少一天重污染，口罩购买费用会下降 2 亿美元。 

本项研究还仅是考虑了污染成本中可被度量的很小的一部分，而没有

计入其他难以度量的成本。 

阚海东 

复旦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教授 

 

中国周边空气污染的健康经济评估。 

1. 中国每年的死亡人数中，由空气污染造成的死亡大约占到 10%至

15%； 

2. 个人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与统计生命价值（VSL）可能呈正相关

关系，而家庭人口数与 VSL 可能呈负相关关系，我国大气污染相关 VSL

约为 86 万元，其中，城镇约为 159 万元，农村约为 32 万元； 

3. 用 2010年空气污染造成的 120万死亡人数乘以人均 86万元的VSL，

得到的健康经济损失约为 1 万亿元，占 GDP 的 2.6%； 

4.尝试细化 PM 的成分，更加有针对性地优化特定成分和来源的污染

物：对健康危害最大的 PM 组分来源于化石燃料燃烧，含碳组分起主

导作用，粒径小、数量多的部分危害更大。 

Eden S. H. Yu  

珠海香港学院商

学院院长，教授 

国际外包、环境成本与福利。 

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工作机会比环境

保护更重要，厂商制造产品的成本比较低；第二阶段，逐渐开始关注

污染问题，制定相关环保政策，使制造成本提高并进而使社会总成本

提高。因此随着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北方国家（发达国

家）会减少投资，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1. 将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分

散化，如从中国转移一部分产业去柬埔寨、巴基斯坦；2. 将相关产业

转移回本国；3. 一和二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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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s Berkhout 

2007 年诺贝尔和

平奖接受者， 

英国伦敦大学国

王学院社会科学

与公共政策学院

常务院长，教授 

 

城市空气污染治理：一个全球的挑战。 

1. 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雾霾问题，欧洲在上个世纪也曾经历过，希望

以伦敦治霾成功的经验，为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给出一些建议； 

2.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应当逐步严格限定排放标准和相关管

理规章制度，如欧 6 的标准是 2013 年引入的，以后估计会采用更为

严格的欧 7、欧 8 标准； 

3. 欧盟 28 个成员国排放主要空气污染物的趋势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呈

逐年下降趋势，但在伦敦、意大利仍然存在空气问题，空气污染引起

的健康问题不容小觑； 

4.透明度非常重要，伦敦已经建成较为完善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可

以实时、实地监测各项污染物水平。 

王兵 

暨南大学经济学

院教授，经济系系

主任 

全要素能源生产率的测量和分解： 基于中国能源影子价格的证据。 

中国能源效率的提高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1. 各省提高自己的技术

效率；2. 按照市场价格机制，各省优化自己各类能源之间的结构与配

置效率；3. 提高能源在地区间的配置效率。其中，地区之间的配置效

率影响最大。 

用影子价格（即增加一单位能源使用所带来的边际产出）来衡量配置

效率，可以发现，油的影子价格逐年提高，煤的影子价格相对较高且

基本不变，天然气、电的影子价格相对较低且基本不变。这说明在既

有能源结构下，节能减排的成本很高，如果不按照市场规律，非要强

行少用煤而多用天然气、风电和核电，会大大增加能源配置成本。 

Yongrok Choi 

仁荷大学经贸学

院主任，教授 

绿色增长与可持续性治理。 

1. 在韩国、中国、日本，环境保护都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说我们需

要关注什么，公司就相应去做什么； 

2.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和欧盟，环境保护则是由市场主导的，

市场会自己选择环境保护的标准和方向； 

3. 环境保护需要公有、私有部门的共同合作，我们希望不仅是政府，

还能有一些公司和媒体中介的共同努力，让大家都参与进来，确定目

标并予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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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马林 

安徽财经大学可

持续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 

 

大数据视阈下的环境绩效评价。 

1. 有效甄别巨量复杂信息的环境绩效评价问题，刻画非期望产出同期

望产出和投入的关系，以及非期望产出之间的关系； 

2. 动态非结构化信息下的环境绩效评价问题，充分考虑环境绩效大数

据的实时、动态和快速变化特征； 

3. 数据缺乏精确性和稳定性的环境绩效评价问题，可以采用模糊测度

加以解决； 

4.考虑投入可多次利用的环境绩效评价问题，考虑同一模型中投入全

损耗、部分损耗、周期使用的情况。 

张宁 

暨南大学可持续

发展研究所教授 

雾霾治理事关重要，极其紧迫，它可以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无论是

对人的健康，还是 GDP 而言都是如此。治理雾霾，不仅是环境问题，

也是民生问题，需要把生产过程中考虑到 PM2.5、PM10、粉尘和SO2的

坏的非期望产出纳入生产当中。测算能源问题，应该用投入方向的距

离函数，测算雾霾和环境绩效，应该用产出方向的距离函数，测算减

排成本，应该用参数方法。 

包存宽 

复旦大学环境科

学与工程系教授 

升级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响应规划制度改革。 

规划环评制度作为规划的评价工具，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

制度保障。但从规划环评在我国的存在四点问题：1. “环评法”及规划

环评的效果或有效性存疑；2. 规划环评执行率低；3. 缺乏相关规划

编制制度的有效响应；4.在规划的认知上很纠结。 

规划环评制度亟需同步升级：1. 通过规划环评促进不同规划之间形成

制度合力；2. 建立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的联动机制；3. 强调三级规

划环评之间的衔接；4.落实规划环评制度与规划制度的协同；5.落实

规划环评制度与规划制度的协同；六、提升规划环评制度的严肃性和

强制性。 

讨论总结 伏晴艳提问：Yu教授，刚刚的分析，是不是特指空气污染成本造成的

市场上的资产流动变化？您能分析一下这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有

什么影响吗？刚才讲了很多概念性的东西，您觉得因为空气污染造成

的成本，对我们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国际贸易方面有多大影响？ 

 

Yu.Eden S. H.回答：我们知道经济发展也好，经济增长也好，和国际

贸易也有关系。国际贸易，主要取决于商品价格的不一致，因为价格

不一致才产生贸易。所有贸易都是因为价格在同一个时间、不同的空

间有差异。最终价格，一方面是指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是环境污染成

本，环境污染成本可能由厂商承担，也可能由社会承担。第一阶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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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社会承担的，第二阶段有了政府的政策，我们需要让所有的社会成

本，都由厂商承担。国际贸易里面有一个外包，美国等国到中国投资，

制造商品运回去。慢慢地，中国发展到了第二阶段，美国觉得中国成

本比较高，他就会分散投资目标，会去巴基斯坦、柬埔寨等地。美国

也很大，南部的制造成本比较低，所以它也可能把一部分生产基地移

回去。刚才提到的文章就提示我们有这样动态的变化正在发生。当然

中国很大，有东边、南边、西边，生产成本都不一样，对污染成本可

以接受的程度也不一样。 

 

学生提问：中国明年准备建立碳交易市场，请问能源结构、能源效率、

能源系统对于碳交易市场有怎样的影响？我们知道中国能源价格是

固定的，并没有反映市场变化，这些如何影响碳交易市场？ 

 

Yongrok Choi回答：从韩国来说，韩国和中国比较相似。我知道，中

国有十多个城市有这样的试点项目，在城市层面上有碳交易的市场。

在韩国有一个全国的排放交易市场，但不幸的是韩国和中国有一个相

似的情况，就是政府没有和公司竞争，他们只是让公司承担了一点点

的责任，所以现在市场上还没有很多的交易量。比如在韩国，今年才

刚刚开始这个工作，一开始只有30美金/吨，20美金/吨。如果这个目

标制定太高，企业会觉得负担太重。今后韩国和中国企业的排放交易

责任能够承担更多，他们肯定会在技术方面投资更多，这是我们未来

的方向。 

（编 辑：魏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