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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述了南京市机动车污染现状, 分析了目前机动车污染防治规章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内其他城

市机动车污染防治相关法规的规定及其成功经验,提出应建立部门联动机制, 加强尾气执法监管, 强化定期检测和监督抽

测, 确保达标排放,启动环保标志管理,积极推进区域限行, 完善管理手段, 逐步淘汰高污染车辆,建立信息平台, 加强对在

用车维修治理工作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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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N an jing vehic le po llut ion w as briefly described. The law enforcement for vehic le po llut 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 lw as ana lyzed. The domest ic law s of veh icle po llut ion con tro l and successfu l experience of

other c ities w ere used as a source of reference to suggest that estab lishment o fmanagement departm ents' linkage

system, strengthening law enforcem ent for supervision of vehicle exhaust gas, period ic test ing and sampling to

ensure that em ission standards, starting environm ent mark managemen,t actively push ing fo rw ard the reg ional

lim it, improv ing themanagemen,t phasing out of h ighly po llut ing veh icles and setting up an informa tion p latform

to enhance the car repa ir superv ision.

Key words: V eh ic les exhaus;t Po llution preven tion; Loca l law s and regu lations; Nan jing

收稿日期: 2008- 11- 17;修订日期: 2009- 03- 02

作者简介:周海茵 ( 1973 ), 女,山东文登人,工程师,法律硕

士,从事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政策法规研究工作。

随着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机动车

污染物排放对大气环境的污染日趋严重。为此,

2007年,南京市政府出台了 南京市机动车排气污

染防治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 ,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但是,市环保部门在对全市机动车排

气污染的监管工作中发现:一方面, 管理办法 由

于原则性较强,缺乏有力度的可操作性的法律责任

和具体规定,实际执行效果不很理想;另一方面,近

年来, 国家和江苏省相继出台了有关机动车排气污

染防治的新标准及规定,一些新的污染防治措施和

监控手段迫切需要纳入地方法规中。因此, 对 管

理办法 进行修订, 并将它上升为地方性法规, 促

进依法行政,已十分必要。

1 南京市机动车污染现状

截至 2008年 12月底, 南京市机动车数量已达

94万辆, 汽车保有量是 2001年的 4倍, 并且在以

平均每天 300辆 ~ 400辆的速度持续增长。预计

到 2010年, 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将达到 120万辆

以上。

随着机动车数量猛增,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总量

持续攀升。 2005年南京市机动车污染物 CO、NOx、

HC排放量分别为 29. 8万 t~ 35. 8万 t、1. 77万 t~

2. 12万 t和 3. 88万 t~ 4. 66万 t。据预测, 2010年

污染物排放量分别为 34. 4万 t~ 41. 3万 t、2. 09万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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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0万 t和 4. 31万 t~ 5. 17万 t
[ 1]
。机动车尾

气污染已经成为影响南京市大气环境质量的一个

重要因素,也是引起南京市近年来灰霾天数持续上

升的主要原因。

南京市高排放的老旧车辆多,营运柴油车冒黑

烟现象十分严重,其大量的污染物排放严重影响到

广大市民的身体健康和城市形象。近年来,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通过议案、建议、提案, 广大市民通过

建议、投诉等多种形式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加强

对机动车污染的防治。因此,有效控制机动车排气

污染已经成为落实国务院节能减排、创建和谐社会

的当务之急。

2 南京市机动车污染防治规章存在的问题

2007年,南京市政府以 257号市长令发布的

管理办法 是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的政府规章,

对车辆准入、在用车排放等管理采取积极措施, 成

效明显,为防治机动车排气污染打下了坚实基础,

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 管理办法 在适用范围、

职责分工、监管制度等方面规定得不够具体、可操

作性较差,尤其是对违法行为的约束力太小。

2. 1 职责分工不明确,部门协调配合须加强

机动车是流动污染源,按行政区划实行属地管

理难度很大,必须由一个部门对全市的机动车排气

污染防治工作实行统一监督管理。 管理办法 没

有明确规定环保部门与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及市、区

(县 )环保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因此, 环保部门

尚不能从真正意义上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另一

方面, 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作需要多个部门的协

调、配合,而 管理办法 是政府规章, 效力较低,对

有关职能部门的约束不够,有关职能部门并没有切

实担负起其职责,造成工作推进乏力。

2. 2 监管力度不够,缺乏有力的制约措施

对机动车排放控制的监管应从源头控制、全过

程管理, 主要是在新车、在用车、维修、燃料等方面

对机动车排放污染全方位控制。 管理办法 中对

上述内容均有所规定, 但只作了一些原则性规定。

如第 21条规定 排气污染定期检测不合格的机动

车,不予通过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 并应当责令其

及时治理 。 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

限值及测量方法 ( GB 18285- 2005)规定, 各省级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在

用汽车排放监控方案; 对于同一车型, 环保定期检

测时不得采用二种或二种以上的排气污染物排放

检测方法。江苏省依据国标规定制定了 在用点

燃式发动机轻型汽车稳态工况法排气污染物排放

限值 ( DB 32 /966 - 2006 )标准, 规定在用点燃式

发动机轻型汽车采用稳态工况进行排放检测,使大

量的超标车游离于监管之外。

2. 3 处罚力度小,守法成本大于违法成本

管理办法 第 36条规定, 对于定期检测、路

检和抽检不合格的车辆, 由环保部门责令限期治

理, 逾期不治理的, 处二百元以下罚款。而对一辆

超标严重的柴油车的维修费用少的四五百元,多的

四五千元, 甚至近万元, 高昂的维修费用使得对高

排放污染的控制遇到障碍。出于成本考虑,一些车

主或企业宁愿选择尾气超标仍上路行驶并缴纳罚

款,导致对超标车辆维护、保养等不到位、不及时,

加剧了尾气排放污染。

3 国内其他城市机动车污染防治法规的相关规定

近年来,随着机动车尾气污染的进一步加重,

国内许多省市相继制定了机动车污染防治的地方

性法规,并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3. 1 环保标志管理制度

机动车环保标志是对机动车按阶段性排放标

准所实施的分类管理。国内的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杭州等城市都先后开展了此项工作, 对低排放

的机动车贴绿色标志,限制高污染车辆进入城市中

心区和环境重点保护区。

青岛、杭州、深圳市根据大气环境质量的特殊

要求,环保和交管部门对使用黄色标志的车辆采取

限制区域、限制时间通行的管理措施, 并严禁未取

得环保分类标志的车辆上路行驶, 以此加强对高污

染车辆的监管, 促进老旧车辆的淘汰更新。

3. 2 定期检测和强制维护制度

强化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推行检测 /维护 ( I /

M )制度是有效控制在用机动车排气污染的有效手

段。该制度通过第三方投资、市场化运营的方式,

建立统一的在用车年度尾气检测和维修治理体

系
[ 2]
。通过对在用车辆排放污染物进行定期检测

和随机抽查,实行严格的维修、保养,使之保持最佳

的技术状态和出厂时的排放水平
[ 3]
。

深圳市专门出台了在用机动车排气污染定期

检测与强制维护的政府规章, 对排气检测、强制维

护、布控查处 3个环节作了全面、系统性的规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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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与强制维护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杭州把机

动车辆排气污染检测列为本市车辆定期检验项目,

符合机动车辆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方能通过定期检

验。对于抽检超过排放标准的机动车辆, 由环保部

门责令限期治理,并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暂扣车辆

行驶证至治理完成。

3. 3 排放超标机动车报废制度

目前机动车所实行的报废标准, 是以在用车的

行驶里程和使用年限为依据的,这其中忽略了一个

重要的判断依据,即机动车污染物排放超标。当机

动车排放超标且经过多次维修仍不能达到国家规

定的排放标准时,应当强制报废
[ 4]
。

根据上位法的规定,对于污染物排放超标且无

法修复的在用机动车,环保部门向公安交管部门反

馈信息,公安部门不批准延期使用。

青岛、南昌、深圳等城市在地方立法中规定对

在用机动车经维修或改造后, 排放污染物仍超标

的,由公安交管部门依法予以强制报废并办理注销

登记。

广东省针对高排放、运行时间较长的出租车和

公交车,对未达到国家关于出租车和公交车报废标

准有关规定的车辆,提前报废实施补助, 逐步淘汰

高排放的在用营运车辆。

4 制定南京市机动车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的思考

针对南京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的现状, 在原 管

理办法 的基础上, 依据上位法精神, 借鉴国内其

他城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方面的先进管理经验,

制定出台南京市机动车污染防治的地方性法规。

在地方性法规中应对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作的

管理体制、法规条款进一步完善。

4. 1 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加强尾气执法监管

机动车污染防治是一项涉及多部门、多行业的

系统工程,包括新车控制、油品监管、在用车定期检

测、标志发放、网络传输、执法抽检、维修治理和淘

汰报废的一系列监管制度。

市人民政府应组织环保、公安、交通、质监、工

商等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和理顺各部门的

职责, 齐抓共管, 责任到位, 措施落实。主要是环

保、交通联动,加强排气检测维修单位和营运车辆

的监管;环保、公安联动,加强在用机动车排气污染

定期检测和超标车辆淘汰报废的监管; 环保、质监

联动, 加强机动车排气检测单位的检测设备的计量

检定监管; 环保、质监、工商联动, 加强新车销售市

场和油品质量的监管。

4. 2 强化定期检测和监督抽测,确保达标排放

加强机动车环保定期检验工作,解决目前机动

车重 安检 轻 环检 的问题, 规定机动车必须进

行排气污染定期检测,经外观检验和排气检测合格

的,由环保部门发放环保标志。未取得环保标志的

机动车,公安交管部门不予办理机动车定期检验的

签章手续。通过定期检测的严格把关,有效排查污

染物排放超标车辆, 并通过维修治理减少尾气

排放。

另外, 加强对用车大户以及营运车辆集中停放

地的监督抽测, 对排气污染检测不合格率超过一定

比例的, 对机动车所在单位或线路经营者予以

处罚。

遥感检测是检出疑似高排放车的一种可行的

办法,北京、广州、中山、大连、太原等城市已利用遥

感检测设备对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

状况进行监督抽测。这一点, 需在地方性法规中予

以补充完善。

4. 3 启动环保标志管理, 积极推进区域限行

实施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是加强机动车污染

物达标排放监督管理的有效措施之一。由于汽车

生产技术水平不同, 其污染物排放量差异也较大。

据统计, 1辆黄标车 (达不到国 排放标准 ) , 大体

上相当于 5辆国 、7辆国 、14辆国 排放标准

的汽车污染物排放量。南京目前约有 5. 8万辆黄

标车, 其污染物排放达到总量的 50%, 相当于

40万辆国 车的排放总和。

机动车尾气排放导致主要交通干道空气污染

严重,已成为中心城区环境质量改善的瓶颈之一。

交通拥挤路段的污染物浓度比 国控点 高出 2倍

以上,超过国家二级空气质量标准。通过机动车环

保标志管理,充分利用环境容量, 减轻主城建城区

的空气污染,缓解交通拥堵。

因此, 南京市的地方性法规需要结合实际予以

细化,新车在上牌时发放, 在用车在环保定期检测

时发放。对环保不达标的车辆,要求进行治理,治

理达标后, 方可发给环保标志。对于外地转入南京

市和长期驻留南京市的机动车,必须按照法规的相

关规定领取环保标志。同时, 根据大气环境质量的

特殊要求, 环保和交管部门将对无标志或使用黄色

标志的车辆采取限制区域、限制时间通行的管理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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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并严禁未取得环保标志的车辆上路行驶,以此

加强对高污染车辆的监管, 促进老旧车辆的淘汰

更新。

4. 4 完善管理手段,逐步淘汰高污染车辆

切实落实 汽车报废标准 [国贸经贸 ( 1997)

456号 ]中规定的 经修理和调整或采用排气污染

控制技术后,排放污染物仍超过国家规定的汽车排

放标准的 车辆应报废的条款,在管理上建立起以

强制手段为中心,以经济刺激和行政指导为辅助的

综合管理
[ 5]
。对于高污染车辆可采用增加旧车的

检测频率、严格排放标准、增加检测费用等措施来

加快旧车的淘汰。

设立鼓励高排放出租车和公交车提前报废专

项补偿资金,对车辆可正常使用, 但未达到国家报

废标准的出租车和公交车提前报废实施补助。政

府及有关部门实施包括减免税收、价格补贴、低息

贷款等一系列经济激励政策,鼓励与引导汽车生产

和消费向节约型发展。此外,利用交通管理手段和

经济手段,对高峰时段进入城市中心区的高污染车

辆采取收费通行,清洁车辆免费通行的措施。

4. 5 建立信息平台, 加强对在用车维修治理工作

的监管

在用车的合理维护保养和科学治理是减轻在

用车污染排放的重要手段,环保及交通部门需建立

信息平台, 排放超标车只有经有资质的维修企业维

护或治理后才能进行排放复检,以杜绝虚假治理的

现象。交通、环保部门需对从事机动车排放治理的

企业提出相应要求并实施监管。

5 结语

机动车污染防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针

对南京市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吸取其他城市的经

验,探索出一条适合南京市机动车污染防治的法制

化管理新路子, 以达到保护和改善南京市大气环

境、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提升城市环保形象之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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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我国目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彻底改

变的情况下,由工业化、城市化、人口增长带来的生

态恶化,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持续下降, 生态灾害

加重, 生态问题复杂化等环境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遏

制,突发生态环境问题是环境监测必须面对的挑

战。按照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

目标, 必须加强生物生态监测, 开创环境监测的新

局面, 为人类健康生存、生态文明、经济可持续发展

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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