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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开法控先河
!月 ""日，北京市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作为
地方性大气治理立法，北京首开法
控先河。按照《条例》规定，北京市对
机动车排放实施总量控制，车企、车
商和车主各负其责。凡在北京市销
售机动车的生产企业，提供的新车
必须符合国家及北京市规定的排放
标准，否则车型目录将被取消，同时
车企必须向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申报在本市销售的各种类型机动
车排放污染物的数据和防治污染的
技术资料。另外，机动车生产企业应
当在《维修保养手册》中注明车辆排
放水平，保证车辆在标准规定的耐
久性期限内稳定达标排放。一旦出
现销售车辆不能保证稳定达标排
放、未安装车载排放诊断系统或系
统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也有可能被
取消在北京市的相应车型目录。另
外# 经销商和服务商则必须销售达
标车型，并在用车日常维护保养中，
将排气污染控制指标纳入机动车维
修质量保证内容。

业内人士认为#《条例》不仅明
确了车企、车商、车主在降低 $%"&'

过程中的行为准则，还对违反后的

罚则规定得相当具体，有助于大气
污染防治的措施落到实处。相对以
往政府在治理“城市病”过程中表现
的“懒政”，此次北京地方性大气治
理立法透露的更多是积极的信号。

引发新一轮矛盾
以环保的名义对汽车消费和使

用加以限制，不会是北京一座城市
独有的行为。随着各地迫于交通、环
保等压力出台的针对机动车购买、
使用的限制政策越来越多、越来越
严，车企和车商的压力更大了，必将
引发新一轮矛盾。“随着限购、限行、
限迁政策的趋严，预计今年北京车
市新车销量将延续负增长，《条例》

的出台则将一定程度上加剧这一负
增长趋势。”北京北辰亚运村汽车交
易市场总经理迟亦枫如是说。

尽管降低 $%"&' 已成全民呼
声，但《条例》的出台也让一些车主
感到用车行为进一步受到约束。不
少车主认为，降低 $%"&'的确人人
有责，但站在车主的角度———按照
国家和地方的规定，购买了符合排
放标准的汽车，并缴纳了相关税费，
在使用环节提出越来越多的限制，
他们心里不免有想法。
严峻的空气质量问题不仅对中

国能源结构提出拷问，也引发了舆
论对中国油品质量的广泛质疑和诟
病———后者的含硫量据称超出欧洲

标准的 !'倍，成为雾霾天气出现的
推手之一。业内人士指出，此次雾霾
事件更为深远的影响或是推动两大
石油公司加快机动车油品质量升
级，但成本则是影响炼厂实现这一
步的最大阻碍。实际情况是，由于符
合标准的油品供应不足，至今国四
标准汽油仍未得到全面置换，这在
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第四阶段排放标
准的减排效果，令机动车尾气排放
得不到相应减少。

挑战与机遇并存
由于我国汽车工业发展较晚，

本土汽车品牌在技术上稍逊一筹，
( 级及以上级别轿车大都是国 )*

标准，但在市场销量最大的 +级车
及以下级别，大多只是国 )))或欧 )!

))标准，甚至还不到。到 ",",年，中
国将兑现单位 -.$ 二氧化碳排放
比 ",,'年下降 /,01/'0的承诺，
意味着中国的本土汽车厂商势必要
经历一次大的洗牌。
更值得注意的是，排放不仅仅

来自于车辆使用过程中的排放，必
须认识到研发、生产、销售和后市场
组成的汽车整体产业链都是高排放
的。汽车工业作为新增排放的主体，
必须要与未来 !,年的环保国策紧
密相连———否则，部分不达标的自
主品牌肯定会被列入淘汰的边缘，
现在还沉浸于传统高能耗低效率的
自主品牌厂家应该清醒一下了。
毋庸置疑，治理汽车尾气的最

根本和最终的途径是改变汽车的动
力，新能源汽车将成为未来汽车工
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中国汽车工业
将迎来转型的大好机遇。近来，从发
改委、工信部等汽车产业相关部门
透露出的一些信息表明，下一步发
展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有望从具体车
型扩展到整个产业，比如零部件、充
电站建设、电网等各个领域。而随着
管理系统、准入标准、检测手段的进
一步完善，中国汽车将由此迎来新
的机会。 李永钧

防雾治霾:拷问中国汽车社会
! ! ! !雾霾天气已成国内中东部
地区常态。2月 12日国务院
常务会议决定，今年安排100
亿元加强对雾霾等大气污染治
理。机动车尾气排放被指是构
成雾霾的重要来源之一。随着
保有量的增加，汽车成为城市
控污大户。2014年，一场以降
低PM2.5为目标的防雾治霾
大战势将打响,汽车社会准备
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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