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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加强非道路移动源排放控制

 近年来，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成效显著，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年平均浓度从2013年77微克/立方米下降到39
微克/立方米。《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比2015年下降15
%以上；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2015年下降18%以上。要达到这一目标，我国大气污染防治仍面临巨大挑
战。

 随着我国燃煤锅炉整治、电厂超低排放、工业提标改造等工作的深入开展，固定污染源的减排空间正在逐渐减小，
移动污染源NOX和PM2.5排放控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尤其是部分空气质量改善走在前列的城市，工业排放体量较小
，移动源排放贡献更加突出，如北京、上海、杭州、济南、广州和深圳等城市，移动源排放已经成为当地PM2.5的首
要来源。

 通过近20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机动车尾气污染物排放控制体系，并且随着国六汽车排放标准的实
施，机动车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将进一步大幅下降。而非道路移动源的排放控制长期滞后，其相应的NOX和PM的排放
量已与机动车相当（见图1），急需强化相应的排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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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源排放的管理难度更大。一方面，非道路移动源种类繁多，包括建筑工程机械、农业机械
、船舶、港作机械、火车和飞机等，这些机械和运输工具分属不同的管理部门，协调管理的难度更大。另一方面，非
道路机械使用年限更长且更加昂贵，如船舶和重要的建筑施工机械的使用年限可长达20-30年以上，需要更长的时间
周期才能逐步更新替换所有机械。

 鉴于上述原因，在非道路移动源的排放管理中，无法完全照搬道路机动车管理的相关经验，需要根据非道路移动源
的特点进行调整和创新，建立一套非道路移动源排放控制体系。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推动老旧非道路柴油机的改造升级。鉴于非道路机械使用年限长、购置成本高的特点，大量地淘汰更新非道
路机械难以实施，因此，通过对老旧非道路柴油机进行改造升级，以满足更严格的排放要求，将是更加切实可行的方
式。然而改造项目并非适用于所有柴油机，而且改造项目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造后的运行维护与管理，这
些工作都需要

 专业的技术团队来提供支撑。建议相关管理部门尽早开展改造项目试点，积极总结和推广经验，推动老旧非道路柴
油机的改造升级。

 第二，实施低排放区，探索零排放区，鼓励电气化。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鼓励城市划定非道路机械低排放区，
进而限制高排放机械在划定区域的使用，从而保护划定区域内的大气环境。这对加速淘汰老旧高污染移动机械非常重
要，但是目前缺乏对先进技术的鼓励政策。在实施大范围低排放区的同时，应积极探索一定范围的零排放区，以鼓励
非道路移动源的电气化，特别是在港口区域、旅游区及城市核心区。

 第三，制定实施船舶排放国际控制区。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中国占据了7个，因此，船舶排放造成的污染不
容忽视，将成为未来的控制重点。为了控制船舶大气污染，中国从2015年开始实施国内排放控制区。尽管这一政策有
效地降低了港区的污染物浓度，但国内排放控制区的实施水域范围有限，且NOX要求无法适用于非中国籍船舶。考
虑到将来船舶污染控制的紧迫需求，我国应该尽快完成船舶国际排放控制区方案，争取在2025年以国际排放控制区承
接取代国内船舶排放控制区。

 排放控制长期滞后的非道路移动源，将成为未来许多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重点和难点。因此，相关管理部门和机构
宜尽早开展非道路移动源管理研究和战略部署，建立完善法规标准体系，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助力打赢蓝天保卫战
，实现美丽中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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