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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研究表明，颗粒物已成为环境空气污染最突出的问题之一。由于颗粒物的污染，华北地区主城区环境空气质量超标

的日数也为数不少。此外，由于颗粒物能够散射太阳光，对大气能见度和气候造成一定的影响，给交通和生活也带来极大的不便。那么

由此，研究颗粒物的组成并更好地控制它们是很有必要的。

Abs咖ct：In recent years'studies show that particulate manerhas become one of山e most pmminent problems of enViIonment air poUutioll．

Due to particulate pollutiom the days when environmental air quality in urban area of nonh China exceeds national envimnment air quality

standard are quite a few．In additioTl，the panicles can scatter lig址which innuences atmospheric visibility and tlle climate，and brings great

inconvenience to transportation and 1if．e．As a resul0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research出e composition 0f p枷culates and better contrul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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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近年来，我国以颗粒物(PMl0和PM2．5)为首要污染

物的区域性大气重污染事件频发，且污染范围日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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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国74个城市中仅有3个城市的细颗粒物浓度

达标。颗粒物污染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空气颗粒物污染防治特别是PM2．5的污染防治，是我

国大气污染防治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进行空气颗粒物源解

析，揭示城市和区域污染源与空气环境的定量输入响应关

系，识别和解析各重点污染源的贡献值和分担率，明确颗
粒物污染防治的主要方向，是科学进行空气质量管理、有

率，相反，会阻碍经济效率。同时，制度是否发生创新或变

迁还要考虑制度发生变化的收益和成本，只有收益大于成

本时，制度才会发生变化。

2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计划经济，又与

市场经济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经济要进一步市场化，探索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意味着制度层面的深层次变革，

因此，对制度经济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的分析是关键。

首先，制度经济学强调了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

要性。我国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对制

度最优选择的结果，同时，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和明确客

体归属也属于制度范畴，实践证明制度是经济效率提高的

关键，在我国逐步加强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的过

程中，更应该强调制度的作用。

其次，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如，对交易费用理论和产权

理论的理解可以指导我国制定相关政策，激发生产者的生

产和创新积极性，同时，通过减少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

然后，明确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方面，政府在

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需要让位于市场，让市场进行资源配

置，提高经济活力和效率，另一方面，政府是唯一合法使用

强制性手段的主体，因此，在市场失灵的环节以及市场环境

方面，政府应通过颁布法律、制定制度等措施来予以保证。

最后，新制度经济学促进我国企业理论发展。科斯提

出的交易费用的概念，从新的角度对企业的性质进行阐

述，认为企业是对市场部分交易活动的有效替代。同时，委

托一代理理论的完善也对企业发展有重要意义，我国的国
有企业存在着严重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借鉴新制度经济学
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有利于找出解决或减弱委托一代
理问题的方法。

3结论

深化改革开放，健全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是我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的经济现实。在该阶段，结

合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及方法，对我国目前的各种经济

制度进行评价和修正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必由之路。本文对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和西方制度经

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梳理，二者都建立了独立的制度经

济学体系，在研究方法、基本范畴和产权等理论的解释上
均有差异。在建立我国的制度经济学体系的过程中，要对

二者进行辨证看待，将二者相结合，同时联系我国的经济

现状，提出有效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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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制定空气颗粒物污染防治对策的前提和基础，可为《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提供技术支持。

1颗粒物源解析现状不容乐观

目前，我国颗粒物污染存在以下特点：颗粒物污染严

重，来源复杂。我国大部分区域PMl0和PM2．5经常超过

国家二级标准。2013年全国74个城市中细颗粒物

(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PMl0)的达标比例仅为4．1％和

14．9％。大气颗粒物来源复杂，呈现工业污染、燃煤污染、汽

车尾气污染、扬尘污染与二次污染物相互叠加的复合型污

染特征。

燃煤的贡献明显。由于我国的能源结构主要以煤炭为

主，致使燃煤排放对颗粒物的贡献占有较大的比例。国内

源解析研究结果统计表明，煤烟尘对PM2．5和PMl0的贡

献率分别在10％一19％和15％～30％。

深入进行源解析是治理颗粒物污染的前提和基础，然

而，目前我国的颗粒物源解析研究情况不容乐观。

一方面，源解析模型各异，解析结果可能有较大差别。

目前，我国源解析研究方法的计算原理不同，源解析结果
的内涵也有差别，容易导致即使是同一研究区域，所得到

的源解析结果也不统一。这就需要各地做好解释、解读和

衔接工作。源解析报告中应包括详细工作内容、内涵、方

法、对比和不确定分析等，以免误读。

另一方面，源解析工作还面临诸多困难。大气颗粒物

源解析是一项复杂且系统的技术工作，专业性强，技术要

求高。但目前，我国源解析相关的技术人才、监测设备和相

关仪器十分缺乏，污染源细粒子采样规范缺乏，尚没有统

一的源解析技术体系，本地化的源解析软件有待完善。这

些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空气颗粒物来源解析发展的瓶

颈，进而影响解析结果的准确性和适用性。

2抑制空气中颗粒物的有效措施

每年春季的3。5月份是沙尘暴严重的季节，也是空气

中颗粒物最多的时候。为了保护人们的财产利益以及身体

健康，就需要社会有关部门、个人深思，如何有效地预防颗

粒物的消极影响：首先，有关部门要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减少风沙危害；其次，个人自身的防护尤为重要，例如①关

紧门窗；②戴口罩：③及时清洗；④多喝水；⑤疾病发作及

时就医等。

3源解析方法需提高科学性

目前，我国面临的颗粒物问题较为严重，来源复杂多

样，当前的源解析结果存在不确定性，需要发展更加科学
和有效的源解析手段及相关的方法。

3．1统一污染源分类方法和采样方法。科学进行污染

源分类，是有效进行源解析的基础。城市空气颗粒物排放

源种类很复杂，目前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分类方法。笔者

建议，可以按照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环境空气细颗粒物污

染综合防治技术政策》(2013年第59号)中按工业污染源
(包括燃煤源和工业生产过程排放源)、移动源、扬尘源、生

活源和农业源进行分类。同时，要采取统一的采样方法。统

一采样方法有助于源解析结果的可比性。例如，工业燃煤
污染源可以采用稀释通道采样法，样品选择应包括不同吨

位、不同燃烧方式和不同除尘方式的锅炉，同时考虑脱硫

方式的影响。

3．2构建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受体样品库、污染源样
品库、受体数据库(包括化学成分库和粒径谱库)、污染源

化学成分数据库(化学成分库和粒径谱库)，建立专注、专

业、服务、快捷的信息共享平台，为空气颗粒物来源解析工

作提供基础数据和平台支持。

3．3建设规范化的源解析技术体系。要完善源解析技

术原理与方法；研发样品快速分析技术及在线源解析技

术，提高解析结果的时效性；规范污染源标识元素／组成的

选取：研究二次颗粒物来源解析方法，开展二次有机气溶

胶的精细来源解析。出台高质量、强实用性的颗粒物源解

析的技术规范和导则，指导全国源解析工作，促进地方政

府解析出可信性高的颗粒物来源。形成集技术决策、技术

咨询、技术管理、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于一体的完整的技
术支持平台，为源解析工作提供技术服务。

3．4开发和完善本地化的源解析软件。对国内现有的

源解析软件进行改进、完善、升级和二次开发，提高软件性

能，并实现免费共享，以满足源解析工作的需求。

4国外经验值得借鉴

国外对大气颗粒物的来源解析研究开展较早，取得大

量成果，政府在颗粒物削减、颗粒物基准文件的编制、空气

质量标准、污染控制立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我

国借鉴。

美国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颗粒物源解析工作。

1998年，美国国会加强了对大气颗粒物的研究，在5年内

成立了5个大气颗粒物研究中心，开展大气颗粒物的环境

健康效应、空气污染的化学特征及颗粒物来源等方面的研

究，为美国环保局制定有效的政策和标准提供支持。

日本政府也较重视颗粒物源解析工作。2011年日本

颁布了“微小粒子状物质(PM2．5)成分分析导则”，导则中

提出：“地方政府为确保PM2．5环境质量标准，应当在开展

质量浓度检测的同时，对其化学成分进行分析，以便能够

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污染源控制政策。”依据这一导则中的规

定，日本各地方政府相继开展了针对PM2．5源解析工作。

5结束语

综上所述，是对具体的防护知识进行的分析，要想达

到长期的防护标准，就需要做到以下几点：①加强环境的
保护，把环境的保护提到法制的高度来。②恢复植被，加强

生物防护体系建设，保护植被，防止水土流失，阻止风沙尘

暴的产生。③大力发展防止风沙尘暴的工程技术措施。④

促进农业技术改进措施。⑤加强对颗粒物形成的因素，运
动的规律，时空分布的研究。⑥加强预报、预警以及通讯系
统的现代化。⑦加强宣传，对经常发生大面积悬浮颗粒物

的地区，做好环保宣传工作，让群众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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