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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频繁出现的大面积空气污染成了政府和市民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也引
起国际舆论的关注。2013年，我国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开展监测的74个城市中，细
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为72微克/立方米，超过35微克/立方米的二级标准1.1倍，仅拉
萨、海口、舟山3个城市达标，环境空气质量不容乐观，大气污染治理任重道远。

机动车是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随着我国家用轿车的快速发展，汽车产量和销售量已
达世界第一，交通能源问题也日益突出。如何一箭双雕地解决车用能源短缺与空气污染
的矛盾？

能源短缺与空气污染，矛盾怎么破
主持人：李 禾（本报记者）
嘉 宾：金 涌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

王 垚（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副教授）

为维护土地管理秩序、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国

家土地督察机构 8日宣布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存在

严重土地违法违规问题的 6 省区实施限期整改，期

间暂停该地区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受理和审

批。国土资源部及国家土地督察机构近日披露的

地方政府土地违法，特别是以各种产业经济园区名

义圈占耕地的现象，势头猛于虎，必须对有关省份

予以曝光，对有关责任人一查到底。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古老的黄河到绵长的贺

兰山之间的肥美原野，自古号称塞上江南。土地督

察发现，就是在这里，贺兰县所谓“宁夏生态纺织产

业示范园”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违法违规征收集

体土地 3.44万亩（耕地约 3万亩，其中基本农田 5380

亩）。部分“产业园区”来路不法、去向不正。督察发

现，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违法违规征收

集体土地7800亩（其中耕地1036.57亩）建设所谓“物

流园区”，违法占地 417.8亩（其中耕地 115.2亩）建设

政府行政办公楼群。而安徽省太和县肖口镇有色金

属循环经济园区管委会非法批地和违法占地 894.43

亩（其中耕地 312.91亩），太和县政府违规出让土地

且整改不到位。在国土资源部一季度通报 5起典型

案件中，4起涉及所谓“经济产业园区”。

严重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冲击国家耕地保

护红线，首当其冲侵害的是农民权益。此次公告的

河 南 省 永 城 市 违 法 占 地 1201.92 亩（其 中 耕 地

1099.93 亩），拖欠被征地农民征地补偿安置费用

12852.75 万元，未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保费用 2891.6

万元。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未按照国务院规定建

立被征地农民社保制度，2012 年以来 30 个批次征

收 土 地 未 落 实 被 征 地 农 民 社 会 保 障 ，涉 及 资 金

1148.59 万元；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违法占地 89.37

亩，被征地农民 2100 人、社保资金 1890.1 万元未落

实到位，未落实征地安置留用地 159.63 亩，闲置土

地 1080.75 亩处置不到位。这些惊人数据背后，是

基层政府不法、农民不满、社会不安，对此再不能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据国家土地督察办公室数据，2013 年 9 月至 12

月实施的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专项督察，落实

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和被征地农民社保费用约 188亿

元（其土地补偿费 98.16 亿元，安置补助费 49.92 亿

元，社保费用 39.90 亿元），落实 2.79 万户被征地农

民的安置住房。实践证明，解决当前土地征收中的

纠纷和矛盾，责任主体在地方政府，国家土地督察

机构也负有重要监督检查责任，维护被征地农民合

法权益的工作要进一步深化。由国家土地督察机

构实施限期整改，维护群众权益工作一抓到底，有

利于推动市县政府及国土资源部门及时整改问题、

化解矛盾。

“园区圈地”猛于虎

科技日报：除了油外，还应如何推进机动车污

染减排？

金涌：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国际上的共识是交

通工具采用直插式电动车最节能，而且污染完全可

以集中治理。以煤超超临界发电用于驱动电动车

为例，煤电转换效率可达 45%，按电动机的电机效

率 75%估算，煤经电到驱动车轮的总能量转换效率

约为 34%。对比煤制油的能量转化效率为 35%，汽

油机的能量效率为 25%，煤经合成油驱动燃油车的

总能量转换效率只有 9%。因此煤的最合理的利用

还要回归发电。

王垚：煤炭的合理利用是交通能源高效利用和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防止雾霾等环境问题的关键。

如果放开汽车加油站销售渠道的垄断，煤炭企业会

选择含氧液体燃料、煤电这样的高能效、低投资、低

污染途径，为减少灰霾做出贡献。

如果煤化工企业有实实在在的经营销售决策

权，在加油站销售甲醇汽油、二甲醚燃料、含氧添加

剂柴油、生物柴油，甚至在加油站设电动车充电装

置变得可行。这样不但我国巨大的石油缺口可以

得到补足，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可以大幅降低，城

市雾霾也可以显著缓解。通过制度改革和技术创

新，完全可以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双赢道路，解决

我国城市交通能源和污染问题。

发展电动汽车 开放加油站经营权

科技日报：近年来，造成我国近期大范围空气

重度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垚：三大原因，一是工业污染排放强度高、

排放量大；二是城市汽车保有量逐年提升，交通

拥堵期间汽车长时间处于怠速状态，加大了尾气

排放量；三是北方采暖的污染排放量大。当高排

放遇到气象条件不利，静风、逆温现象增多，空气

流动性差，污染物难以及时扩散，因此形成严重

雾霾。

科技日报：面对这么严峻的大气污染形势，必

须节能减排，那么该如何做好煤和油的文章？

金涌：首先应多买油、多买气。我国的化石资

源禀赋为“富煤、贫油、少气”，煤占化石资源总储量

的 93%。但是在石油、天然气和煤这三种主要化石

能源中，石油和天然气更易于加工、利用，也是相对

清洁的化石资源。

因此，在合理的价格体系及相对和平的国际

形势下，如果我国通过多种渠道深度合作，积极

扩大国外石油、天然气的稳定供应，多留一些自

有资源给下一代，将是功在千秋、惠及子孙的方

针。根据工程院报告预测，到 2020 年我国石油供

应的缺口可能在 6000—7000 万吨/年以上。由于

页岩气、致密气的大量开发利用，国际上目前对

我国增加购买石油、天然气并没有异议，但是如

果我国大量不理智地消费煤炭，采用煤制油路线

填 补 6000—7000 万 吨 石 油 缺 口 ，则 要 多 排 近 10

亿吨二氧化碳。

王垚：大量增加二氧化碳排放，国际社会有强

烈的批评声音。权衡利弊，与其大量用煤，不如买

油、买气更清洁。目前，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

接近 60%。在确定了市场经济应成为主导的政策

后，关于对外依存度上限问题可以再思考。

金涌：还要炼好油，多出油。石油主要用于生

产汽油、煤油、柴油等液体燃料。2012 年我国生产

了 2.82 亿吨成品油，有 1.2 亿吨重质油原料是通过

延迟焦化工艺获得车用轻质油产品的，因而副产了

数千万吨石油焦（基本与煤同质）。一方面计划用

数千亿元的投资建设煤制油装置，另一方面又把重

油变成数千万吨石油焦，这简直是一个悖论。加氢

裂化途径在国际上被广为采用，尤其适合于我国的

重质油加工，可大大提高能源利用率。

如果通过煤炭生产氢气，该能源转化效率 70%

以上。用氢气为重质油加氢，通过加氢裂化技术替

代延迟焦化，仅此一项每年可多产出两千万吨的成

品油，远比增加两千万吨煤制油产能更合理。所以

国家应鼓励石化企业发展煤制氢及重油加氢路线。

金涌：还可添加醇醚，即低碳含氧燃料。柴油

机功率大，多采用柴油车有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已成为共识。但柴油车由于气缸内燃烧不完全，排

出的细炭粒和未燃尽重质油蒸汽多，是城市灰霾的

重要成分。

人们发现，含氧碳氢化合物燃烧完全，排气污

染少，适于用作清洁燃料。含氧化合物掺用燃料，

可以促进烃类车用燃料燃烧，降低环境污染。如果

在柴油中添加如聚甲氧基二甲醚 DMM3—8 等含

氧化合物，还可促进柴油在气缸内完全燃烧而减少

污染。

由于合成聚甲氧基二甲醚时，消耗的煤炭量

显著比煤制油少，因此生产中排放二氧化碳少，能

源 效 率 高 ，特 别 适 合 在 高 寒 缺 氧 的 高 原 地 区 使

用。如果采用二甲醚部分替代柴油机燃料，则不

但合成时煤炭消耗约为煤制油工艺的 50%，由于

自身含氧，气缸内无需吸入大量低温空气（其中

79%是不参与燃烧过程的氮气）。每吨二甲醚开车

里程数与柴油相同，十六烷值比柴油还高，成品油

替代量的潜在能力更大，更重要的是完全没有细

炭粒和重焦油蒸汽产生，对改善空气质量，有更大

贡献。

如果以添加低碳含氧燃料量为 15%—30%计

算，则可以分别替代三千万吨以上的成品油；远景

可替代数千万吨的成品油。与此类似，甲醇汽油也

有促进完全燃烧、降低空气污染的功效。多年来，

山西、上海等许多地方积极推动甲醇汽油，甲醇添

加比例 14%—85%，已有很好试用效果。含氧化合

物液体燃料多年来推进迟缓。随着环保呼声日益

增大，推广含氧化合物液体燃料一方面可以比煤制

油节省数亿吨/年煤耗，十几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另

一方面可成为消除霾的有力措施。

改变思路 使用新技术

4 日 ，浙 江 奉 化 一 幢 只 有 20 年 历 史

的 居 民 楼 如 麻 将 般 突 然 倒 塌 。 几 天 来 ，

种 种 疑 团 萦 绕 在 公 众 心 头 ：究 竟 是 设 计

施工时就埋下“苦果”？还是使用不当所

致？鉴定为 C 级危房为何在隔天就粉碎

性倒塌？

彻查原因、深究责任无疑是当务之急。

而同时引起注意的，是上世纪 80年代后，我

国各地城市化建设提速，大批楼房密集建

成。如今，许多楼房的建设年龄已经陆续达

到 20年、30年。有人担忧，一些城市良莠不

齐的建筑进入“质量报复周期”。那么，这些

建设时间超过 20 年的老旧楼房，到底存在

哪些隐患？

建筑实际寿命与设
计目标距离较大

虽然此次事件调查尚未得出结论，但人

们发现，近年来，上世纪 80年代和 90年代建

设的楼房频频成事故主角：

2009 年 8 月 4 日，河北石家庄市一座建

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二层楼房在雨中倒塌，

17人遇难；

2009 年 9 月 5 日，宁波市锦屏街道南门

社区的一幢 5层居民楼突然倒塌；

2012 年 12 月 16 日，交付 20 余年的宁波

市江东区徐戎三村 2 幢楼发生倒塌，造成 1

死 1伤；

2013 年 3 月 28 日，浙江绍兴市越城区

城南街道外山新村，一幢四层楼的民房倒

塌。据称，这幢房子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

期；

2013年 5月，福建福州市一栋建于上世

纪 70 年代的建筑突然坍塌。当地部门称，

由于大楼楼体陈旧，正在进行装修……

按照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的规定，

一般性建筑的耐久年限为 50 年到 100 年。

然而，现实生活中，很多建筑的实际寿命与

设计通则的要求有相当大的距离。2010

年，住建部的一位负责人在第六届国际绿色

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说：“我国是每年新

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却只能持续 25－30

年。”

相较之下，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达到

132年，美国是 74年。

谁缩短了房屋的寿命？

究竟是谁缩短了房屋的寿命？杭州土

木建筑学会副秘书长陈旭伟认为，需要从规

划设计、建筑质量和实际使用三方面进行评

估。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后，为了解决老百

姓住的问题，很多地方确实建造了一批快餐

式的房子。”陈旭伟说。一些业内人士表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由

于规范标准体系跟不上建设速度，很多建筑

工人甚至来不及学习建筑常识，就从“稻田”

直接上了脚手架。加上技术和资金方面的

原因，建筑工程质量很难得到保证。

此外，考虑到建筑成本，当时一些结构

应该采用钢筋和水泥的地方或减少或取消，

甚至以泥浆代替水泥砂浆使用，也会严重影

响房屋质量和使用寿命。

采访中，有的业内人士指出，除了规划

设计和建筑质量以外，建筑寿命长短很重要

的一方面，取决于住户的态度和方式，即人

们能不能呵护已经使用一定年限的“老楼”。

在我国，破墙开店、野蛮装修屡见不鲜，

为日后房屋坍塌埋下隐患。浙江中设工程

设计有限公司建筑师吴正群指出，砖混结构

是一种“免疫力”很低的结构，往往看起来很

强壮，但内里已经千疮百孔。“哪怕把打掉的

墙再重新填回去，也虚不受补，因为结构性

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楼房安全一分钟都
不能等”
“步入新世纪，随着建筑水平的提高，如

今城市中的大部分商品房，已采用抗震性更

强的框架结构。但‘80’‘90 后’的民居还大

量存在，很多老百姓住在这些房子里。”

吴正群指出，为防止身边有更多“老楼”

提前寿终正寝，各地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对所

辖城市的老旧楼房进行全面普查和彻查。

同时，对没有维护价值，抑或是妨碍城市规

划建设的危楼，采取外迁安置居民的办法，

并通过拆迁补偿，最大可能消除那些“未老

先衰”房屋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

作为一个有 27 年从业经历的建筑设计

师，陈旭伟也坦言，交付使用二三十年的房

子，所有权可能都几次易手，结构是否动过

也不得而知，普查难度非常大。

2012 年 ，香 港 就 曾 推 行 强 制 验 楼 计

划，其中清晰界定了私人业主与政府的责

任：政府监督不能缺位，业主作为楼宇的

产权人也要对建筑负起保养、维修之责。

专家建议，施行强制验楼刻不容缓，各地

政府宜早日推出适合本地情况的“强制验

楼计划”。

“楼房安全一分钟都不能等。”陈旭伟

说，再难也要逐步建立档案，不仅是建立建

设成果的档案，更重要的是建立使用档案。

“政府应逐步加强社区工作，实行属地管

理。在老旧小区，应该社区跟物业联合起

来，对楼房加强监督。”

（据新华社）

“80后”“90后”楼房危机几重

此次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意味

着更多小微企业将降低税负，有助于更好激发小微企业

活力，也是当前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稳增长、调结构的重

要举措。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这样表示。经国
务院批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8 日联合印发了
《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明确自 2014年 1月 1日起，将享受减半征收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范围由年应纳税所得额
低于 6 万元（含 6 万元）扩大到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10万元（含 10万元）。

国家工商总局日前发布的《全国小微企业发展报告》
显示，小微企业已占市场主体的绝对多数，是经济持续稳
定增长的基础。截至 2013 年年底，全国小微企业
1169.87 万 户，占各类企业总数的 76.57％ 。若将
4436.29万户个体工商户视作微型企业纳入统计，则小
微企业在工商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中所占比重达到
94.15％。全国小微企业解决了我国1.5亿人口的就业
问题。

我认为亚洲经济的最大发展动力来自于这个地区的

人民，这也是目前西方国家和亚洲最大的不同。亚洲在

劳动力资源方面存在着巨大潜力，而且亚洲人民具有勤

劳刻苦的性格特点。

——英国标准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格里·格里姆斯
顿表示，中国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将会在较长时间内
释放政策红利。此外，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改革措施也必
将弥补当下并不占据优势的人口结构。

格里姆斯顿认为，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增长
速度在6％至7％之间。他对中国未来实现更可持续性
增长表示“非常乐观”。鉴于目前中国经济体量巨大，这
一增速对于亚洲和全球经济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增长
动力”。

当前存在的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很多孕妇都愿意到

三甲医院去分娩，使三甲医院人满为患，二级和一级助产

机构床位利用率不足。

——面对大医院产科爆满的问题，北京市卫生计
生委副主任钟东波这样说。2013年，北京市助产机构
共 127 家，其中三级机构 41 家，二级机构 73 家，一级
机构 13 家。北京市各级助产机构产科核定床位数
4466张。按照目前每张床位每年平均周转 60人次计
算，北京市各级助产机构每年可以承担分娩量约 26
万人次。

北京市各级医疗机构近三年产科分娩量分别为：
2011年约 19.1万人次、2012年约 22.4万人次、2013年
约 21.6 万人次。从近三年平均分娩量为 21万人次来
看，目前医疗卫生资源基本可以满足北京市孕产妇分娩
需求。

能否破除以药补医、把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问题解

决好，这是考验公立医院改革成败的两个硬指标。目前，

医务人员的工资待遇比较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

要研究制定符合医务人员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如果不

能够保障医务人员有一个合理的收益，调动医务人员的

积极性恐怕就很难实现。

——国家卫生计生委本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卫
计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司长毛群安就医改等问题回答
了记者提问。他指出，医改5年来，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
总共投入的经费达到了3万亿左右。全民基本医保的制
度框架全面建成，病有所医的目标迈出了关键性步伐。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
合改革持续深化。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深入开展，均等化
水平明显提高。

中国环境保护部相关负责人今年 1 月表示，机

动车污染已成为中国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是造成

灰霾、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原因，机动车污染防

治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环境保护部日前发布《2013年中国机动车污染

防治年报》（以下简称《年报》），公布了 2012 年全国

机动车污染排放状况。《年报》显示，中国已连续四

年成为世界机动车产销第一大国。

《年报》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机动车保有量持

续增长，达到 22382.8万辆。按排放标准分类，达到

国Ⅳ及以上标准的汽车仅占一成，有 7.8%的汽车还

达不到国Ⅰ标准。按环保标志分类，“绿标车”占

86.6%，高排放的“黄标车”仍占 13.4%。

该负责人表示，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

长，中国城市空气开始呈现出煤烟和机动车尾气复

合污染的特点。由于机动车大多行驶在人口密集

区域，尾气排放直接影响群众健康。

《年报》显示，2012 年中国机动车排放污染物

4612.1 万吨，汽车作为污染物总量的主要贡献者，

其排放的氮氧化物(NOx)和颗粒物(PM)超过九成，

碳氢化合物(HC)和一氧化碳(CO)超过七成。

值得注意的是，仅占汽车保有量 13.4%的“黄

标车”却排放了 58.2%的 NOx、81.9%的 PM、52.5%

的 CO 和 56.8%的 HC。

据了解，国务院 2013 年 9 月批准发布的《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加强城市交通管

理，对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要严格限制机

动车保有量。同时提升燃油品质，加速“黄标车”

和老旧车辆淘汰，到 2017 年，全国范围“黄标车”

基本淘汰。

环保部：机动车污染是造成灰霾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