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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4_B8_8A_c26_647923.htm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

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30

分钟，作答9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材料，按照后面提出的

“申论要求”在答题纸上依次作答。 二、给定材料 材料一：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21 世纪的今天，汽车是人类不可缺少

的交通工具，但汽车尾气却是大气的主要污染源。 法国环境

健康安全理事会日前发表报告指出，法国每年有9000 多人被

汽车尾气等造成的污染夺取生命。其中汽车尾气是各种污染

源中的“第一杀手”。 在法国，有关专家经过8 个月调查，

发现在法国30 岁以上的人群中，有6%到11%的肺癌死亡病例

是排放到大气中的污染颗粒造成的。另外，7%左右因心脏和

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的病例与城市污染直接相关。 两者相加至

少有9700多人。此外调查还发现，60到69岁人群最易受污染

影响。住在公路旁边以及交通繁忙地带的人身体状况与住在

自然景物多的地方的人身体状况明显不同，后者明显好于前

者。 环境健康安全理事会的报告指出，每例大气污染死亡病

例都会花费约几十万欧元。因此汽车交通给社会带来的经济

损失超过了路桥费收入和燃油费用。报告最后指出，城市污

染主要来自城市取暖系统、工业体系以及汽车排放。进入人

们支气管的细小颗粒，有一半以上是小汽车和重型汽车排放

到大气中的。 近日，记者在深圳的大街小巷沿街体验，再一

次感受到广大市民对解决机动车尾气污染的迫切愿望。 “我



在南山工作，家住福田。前几年，每当我开车上班时，一出

门就看到碧蓝的天空和透亮的白云，驶上滨河大道没几分钟

就能看见南山的建筑物。可是现在，阴霾天气越来越多，能

见度越来越差。”市人大代表、飞通公司总经理王勇一说到

深圳空气污染问题，显得非常激动。他表示，深圳空气质量

的下降，纵然原因众多，但是，越来越多的汽车尾气污染是

一大祸根。为此，他希望有关部门找出解决办法。 同乐检查

站有个专为打击车匪路霸和预防交通事故设立的交警值班室

。这里的民警平时每天要对过往的300 多辆驶出深圳的长途大

巴进行检查、登记。旁边还有一个小车通道，每天至少有几

千辆小车过往。 昨天(3 月31 日)，记者来到这里，正在值班

的一中队民警向记者反映，经过这里的车一停下，他们明显

能感到汽车尾气的伤害。一个班下来，鼻孔全是黑黑的，嗓

子干干的，他们不得不经常吃猪血和一些清肺的药。据他们

介绍，汽车在启动和停车时，汽车尾部排出的废气要比正常

情况下成倍增加。所以，在交通不顺畅、行驶路况欠佳的情

况下，车辆启动频繁也会导致尾气增加。此外，在运力不足

，车辆超载严重的情况下，“黑烟”也难以断根.如果维修保

养跟不上，也极易导致机件磨损，使“黑尾巴”更黑。 在采

访中，不少群众反映，与前几年相比，深圳的空气质量有下

降趋势，治理汽车尾气污染已刻不容缓。根据广东省气象局

今年1 月14 日发布的去年广东大气成分公报，去年广东平均

灰霾日数为75.7 天，达到了建国五十九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而在珠三角地区就更为严重，深圳、东莞、广州灰霾天数都

创记录。 气象专家表示，污染物排放增加、干燥少雨、暖冬

天气是今年灰霾天气急增的主因。2007 年深圳空气污染问题



最为严重，在12 月20 日迎来2007 年的第215 个灰霾天，

比2004 年历史最高纪录的177 天还要多41 天。加上12 月下旬

的灰霾天数,深圳2007 年的灰霾天数实际上已经达到了226 天

。广州气象台前天再次发布黄色灰霾预警信号，截至2007 

年12 月28 日，广州的灰霾天气已达130 天，比2006 年多7 天，

东莞则超过180 天，佛山的灰霾天数也居于全省前列。可见珠

三角空气污染的治理形势非常严峻。 据有关专家的看法,当前

，珠三角空气污染问题已呈现出新的特征：首先，空气污染

特征已经过渡到多种污染物复合并存的局面。发达国家一百

多年分阶段出现的大气环境问题在珠三角经过20 多年就压缩

性集中出现。污染的区域性、复合性、压缩性是珠三角新时

期的空气污染特征。其次，大气颗粒物附着大量的有毒有害

化学物质，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2006 年11 月在香

港召开的持久性有机物国际研讨会的专家报告显示，珠三角

的大气颗粒物细粒子上检测出铅、镉、铬等重金属有毒有机

物。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表明，呼吸道疾病、心血管、肺癌

造成的死亡与颗粒物细粒子污染有关，对免疫系统功能较弱

的人群(特别是老人和儿童)的危害最大，每年大约有80 万人

死于城市空气污染。 对深圳市民们来说，空气质量下降最直

观的现象就是霾天的增加，霾在20 世纪60、70 年代的宝安区

较为罕见,从有气象记录到1980 年,深圳地区出现霾天数总共

为10 天，但建立深圳特区以来，深圳出现霾的天数急剧增加

，据市气象台检测数据显示，20 世纪80 年代，深圳常出现霾

的天数为58 天，年平均约6天，20 世纪90 年代出现霾现象的

天数为773 天，年平均约为80 天，2003 年12 月共有29 天出现

了霾，是历史上出现霾现象最多的月份。2004 年增至177 天



，2007 年出现霾的天数达226 天，在1981 年至2003年深圳霾天

数变化情况图表上记者看到，1990 年前深圳的霾天数量都很

低，在30 天以下，而1990 年开始，霾天数量急剧增加，

从1993 年开始，霾天数量最少的一年也在90 天左右，相当于

一年中平均每4 天出现一个霾天。 气象环境的承载能力带来

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所编制的《深圳市

空气污染控制规划》，深圳市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占全市

氮氧化物总排放量的56.4%，一氧化碳占全市总排放量

的93.9%，在罗湖、福田等联片建成区，氮氧化物(NOx)、一

氧化碳(CO)和碳氢化合物(HC)的机动车排放分担率分别达

到64.85%、89.72%及95.6%。 下大力气整治大气环境污染，让

老百姓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成为近年来深圳最大的民心工程

之一。为了斩断公交大巴车的“黑尾巴”，市政府从2003 年

起规划投入3.1 亿元，对每一台提前更新为欧Ⅲ排放标准的公

交车辆实施财政补贴，力争5 年内将所有公交车更新达到欧

Ⅲ排放标准。截至今年11 月底，市政府已下拨财政补贴8930 

万元，全市共有6682 辆公交车达到欧Ⅲ排放标准，占现有公

交车总量的75%，每年可减少4634 吨污染物总量。 抓住新车

上牌这一源头，我市从2004 年起制订并强制执行环保车型目

录，车管部门严格审核机动车的注册登记，在源头上把好关

，对不在该目录上的机动车，不予注册登记，迅速实现了新

车全面达到欧Ⅱ排放标准的目标。从今年3 月1 日起，我市正

式执行符合欧Ⅲ排放标准的车型推荐性目录，为尽快强制实

施欧Ⅲ排放标准做好准备和引导广大车主优先购买符合环保

车型目录的机动车打下了基础。一方面控制新车达标，另一

方面，我市从2004 年起实行“黄绿标”环保分类标志管理，



并于去年7 月1 日起在深南路实施限行措施，引导车主淘汰排

气状况较差的车辆。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非绿标车限行

实施以来，已有6万辆黄标车淘汰或转出市区。一辆黄标车的

污染物排放量相当于7 辆符合国II 标准汽车的排放量，按照黄

标车淘汰更新数量占总量50%来计算，机动车污染物削减总

量每年达到10290 吨，也就是说，非绿标车限行实施以后，为

新车上牌提供了21 万辆的容量空间。2006 年，环保部门进一

步深化机动车环保分类标志管理制度，将大约15 万辆长期出

入深圳的异地车纳入统一管理范围。 材料二： 2002年全市环

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空气质量优)和二级

标准(空气质量良)的天数占全年的99.4%，其中达到一级标准

的天数占49.3%，达到二级标准的天数占50.1%。空气中主要

污染物为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空气中二氧化硫年日平

均浓度为0.018 毫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0.009 毫克/立方米.二

氧化氮年日平均浓度为0.050 毫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0.008 

毫克/立方米.全市可吸入颗粒物年日平均浓度为0.061 毫克/立

方米，比上年下降0.002 毫克/立方米。全市降水pH 年平均值

为4.62，比上年降低了0.32，酸雨发生频率为38.5%。与2001 

年比较，降水酸性增强，酸雨频率下降了3.5 个百分点。 全市

年月平均降尘量为5.78吨/平方公里月，比上年上升0.44吨/平

方公里月，低于广东省推荐标准(8吨/平方公里/月)，其中以1

月和11 月降尘量较高，降尘量相对较大的行政区是盐田区和

南山区。全年废气排放总量为777.82 亿标立方米，其中纳入

环境统计的704 家镇以上有污染物排放工业企业(下同)废气排

放量为731.33 亿标立方米。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排放

量为4.08 万吨,烟尘排放量为0.42 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60.00 



吨。 2003年全市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空

气质量优)和二级标准(空气质量良)的天数占全年的95.6%，其

中达到一级标准的天数占40.5%，达到二级标准的天数

占55.1%。超过二级标准的天数占4.4%。空气中主要污染物为

可吸入颗粒物和二氧化氮。空气中二氧化硫年日平均浓度

为0.020 毫克/立方米，比上年上升0.002 毫克/立方米.二氧化氮

年日平均浓度为0.057 毫克/立方米，比上年上升0.007毫克/立

方米.全市可吸入颗粒物年日平均浓度为0.070 毫克/立方米，

比上年上升0.009 毫克/立方米。全市降水pH 年平均值为4.93

，比上年上升了0.31，酸雨发生频率为52.8%。与2002 年比较

，降水酸性减弱，酸雨频率上升了14.3 个百分点。2003 年全

市降尘量年平均浓度为7.48 吨/平方公里 月，达到广东省推荐

标准，比2002 年上升1.70 吨/平方公里月。最大值为31.0 吨/平

方公里月，超标2.9 倍，全市月测值超标率为34.6 % ，1 月、3 

月、11 月、12 月降尘量较高。全年纳入环境统计的有污染物

排放工业企业废气排放量为820.64 亿标立方米，废气中主要

污染物二氧化硫排放量为4.09 万吨,烟尘排放量为0.49 万吨,工

业粉尘排放量为129.1 吨。 2004年全市总体环境空气质量处于

良好水平，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优)和二级标准(良)的

天数共计344天，占全年的94.0%，但比上年减少了5 天。空气

中主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其污染负荷分别

占43.7%和36.9%。二氧化硫年日平均浓度为0.024 毫克/立方米

，比上年上升0.004 毫克/立方米.二氧化氮年日平均浓度

为0.072 毫克/立方米，比上年上升0.015 毫克/立方米.可吸入颗

粒物年日平均浓度为0.076 毫克/立方米，比上年上升0.006 毫

克/立方米。降水pH 年平均值为4.49，比上年下降0.44，降水



酸性增强.酸雨发生频率为78.9%，比上年上升26.1 个百分点。

降尘量年平均浓度为7.70 吨/平方公里月，符合广东省推荐标

准(8 吨/平方公里月)，比上年上升0.22 吨/平方公里月。2004 

年纳入环境统计范围的工业企业废气排放量为1082.42 亿标立

方米。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排放量为4.36 万吨,排放达

标率为99.8%.烟尘排放量为0.61 万吨，排放达标率为99.2%,工

业粉尘排放量为110.02 吨，排放达标率为99.1%。 2005年全市

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优)和二级标准(良)的天数共

计360天，占全年的98.6%，比上年增加16天.超过二级标准的

天数为5 天，占全年的1.4%(见图1)。空气中的首要污染物为

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年日平均浓度为0.021 毫克/立方米，

比上年下降0.003 毫克/立方米.二氧化氮年日平均浓度为0.039 

毫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0.033 毫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年

日平均浓度为0.064 毫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0.012 毫克/立方

米。全市降水年平均pH 值为4.59，比上年上升了0.10，降水

酸性有所减弱。年平均降尘量为7.08 吨/平方公里/月，达到广

东省推荐标准，比上年下降0.62 吨/平方公里/月。2005年纳入

全市环境统计范围的工业企业废气排放量为1389.74 亿标立方

米。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排放量为4.35 万吨，排放达

标率为99.7%.烟尘排放量为0.64 万吨，排放达标率为99.4%.工

业粉尘排放量为0.01 万吨，排放达标率为99.0%。 2006年全市

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优)和二级标准(良)的天数共

计359天，占全年的98.4%.超过二级标准的天数为6天，占全年

的1.6%。空气中的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年日平

均浓度为0.030 毫克/立方米，比上年上升0.009 毫克/立方米.二

氧化氮年日平均浓度为0.053 毫克/立方米，比上年上升0.014 



毫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年日平均浓度为0.064 毫克/立方米

，与上年持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年日平

均浓度均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全市降水pH 年平

均值为4.51，比上年下降0.08，降水酸性有所增强。酸雨频率

为81.1%，仍处于较高水平。年平均降尘量为5.24 吨/平方公里

月，达到广东省推荐标准，比上年下降1.84 吨/平方公里月。

2007年全市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优)和二级标准(良)的

天数共计361天，占全年的98.9% ，比上年增加2天.超过二级

标准的天数为4 天，占全年的1.1%。二氧化氮是空气中的首要

污染物。二氧化硫年日平均浓度为0.023 毫克/立方米，比上年

下降0.007 毫克/立方米.二氧化氮年日平均浓度为0.054毫克/立

方米，比上年上升0.001 毫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年日平均

浓度为0.064 毫克/立方米，与上年持平。全市降水pH年平均

值为4.73，比上年上升0.22，降水酸性有所减弱.酸雨频率

为56.5%，比上年下降24.6 个百分点，酸雨污染程度有所减轻

。全年平均降尘量为5.71 吨/平方公里月，比上年上升0.47吨/

平方公里月，达到广东省推荐标准。 材料三： 汽车尾气最主

要的危害是形成光化学烟雾。汽车尾气中的碳氢化合物和氮

氧化合物在阳光作用下发生化学反应，生成臭氧，它和大气

中的其它成份结合就形成光化学烟雾。其对健康的危害主要

表现为刺激眼睛，引起红眼病.刺激鼻、咽喉、气管和肺部，

引起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光化学烟雾能使树木枯死，农作物

大量减产.能降低大气的能见度，妨碍交通。 汽车尾气中一氧

化碳的含量最高，它可经呼吸道进入肺泡，被血液吸收，与

血红蛋白相结合，形成碳氧血红蛋白，降低血液的载氧能力

，削弱血液对人体组织的供氧量，导致组织缺氧，从而引起



头痛等症状，重者窒息死亡。 汽车尾气中的氮氧化合物含量

较少，但毒性很大，其毒性是含硫氧化物的3 倍。氮氧化合

物进入肺泡后，能形成亚硝酸和硝酸，对肺组织产生剧烈的

刺激作用，增加肺毛细管的通透性，最后造成肺气肿。亚硝

酸盐则与血红蛋白结合，形成高铁血红蛋白，引起组织缺氧

。 汽车尾气中的铅化合物可随呼吸进入血液，它们干扰血红

素的合成、侵袭红细胞，引起贫血.损害神经系统，严重时损

害脑细胞，引起脑损伤。会影响儿童的生长和智力发育，甚

至出现痴呆症状。铅还能透过母体进入胎盘，危及胎儿。 材

料四： 19972005年，城市建成区面积由300平方公里扩大

到713平方公里，城市常住人口由380万增加到828万，机动车

由20万辆增加到大约100 万辆。2007 年深圳机动车保有量已经

达到100万辆。随着车价下调，市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出行的

要求，深圳的机动车保有量将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以年均增

加15万辆保守估计，到2010 年全市机动车保有量将高达168 万

辆。深圳经济社会的高速增长，给深圳大气环境的承载能力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大洋网讯： 在昨天(3月3日)的深圳

市三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大会上，记者了解到，代表们反映

比较集中、群众普遍关注的34 件议案，被合并成道路交通问

题和机动车尾气污染问题2 项议案，交市政府办理。 按有关

规定，每次人民代表大会都确定一些代表反映强烈的热点问

题，作为大会议案，交给市政府办理解决，市政府接到议案

后必须花大力气办理，并办出成效。道路交通问题力争年内

改善由曾少贵、彭子林、吴立民、张志锋等195 名代表分别提

出的30 件议案被大会确定为第一号议案，即《关于综合整治

我市道路交通问题的议案》。代表们认为，随着深圳经济的



快速发展，车辆拥有量急剧增加。但由于道路及相关设施规

划设计与建设相对滞后，停车场不足、咪表设置不尽合理、

车辆管理不到位，以及交通管理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警力

不足等原因，导致城市交通拥挤区域扩大，一些路段出现时

段性堵塞，交通问题已成为群众关注的一个热点。大会主席

团认为，交通建设与管理是优化投资发展环境和工作、生活

环境的基础性工程，交通问题应该综合整治。希望市政府进

行综合整治，力争年内明显改善。 尾气污染治理两年取得突

破，大会将郑学定、庄义婷等39 名代表提出的4 件相关议案

，合并成大会的第二号议案《关于治理我市机动车尾气污染

问题的议案》。代表们认为，随着我市机动车数量迅速增长

，汽车尾气已成为我市主要的空气污染源之一。大会主席团

认为，治理汽车尾气污染是建设生态城市、提高人民生活质

量的一件大事。建议市政府高度重视，争取在两年内取得实

质性进展。 六个方面问题作为重点建议在本次会议提出。在

本次会议上，代表们所提议案相对集中的问题还有：清理整

顿“烂尾楼”、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严格控制房地产开发、

加强教育发展规划和教育立法、加强解决“城中村”问题、

处理违法建筑等6 个方面。大会主席团认为，这些问题事关

深圳的投资发展环境、城市整体形象、经济发展后劲以及人

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此，决定由市人大常委会作为重要建

议交由市政府办理。 与此同时，大会议案组还收到代表提出

的建议、批评和意见176 件，市人大常委会将其连同议案转为

建议的231 件一起交给有关机关和组织研究处理，并要求承办

单位认真办理，及时将办理结果答复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将

组织力量监督、检查。 三、申论要求 1. 请用120字左右的篇



幅概括出给定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要求叙述全面、完整

。(20分) 2. 请用不超过350字的篇幅，提出解决给定材料所反

映的问题措施。要求条理清晰，并体现出针对性和操作性

。(30分) 3. 就给定材料所反映的问题，用1200字左右的篇幅，

自拟标题进行论述，可以选取某个方面，也可以全面论述。

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有说服力。(50分)深

圳市2008年上半年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解析及参考答案 一、

解析 今年的深圳市公务员考试于08年5月25日举行，深圳市的

申论主题是“大气污染治理”的治理问题，从选题上，从宏

观上看契合的是目前最热的国家政策科学发展观，从微观角

度主要涉及的是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从材料

上分析，今年深圳申论真题的第一则材料主要源于为广东省

气象局在某1月14日发布的一项全省大气情况统计，材料中提

到广深莞三地随着经济发展，大气质量情况堪忧，尤其以深

圳为最，而深圳为全省年均霾天最多城市。在这则材料中，

我们留意到，出现了一个专有名词“年均霾天天数”。很多

考生其实都不是很了解什么是“霾”。这里关键是要区分“

雾”和“霾”。 “雾”是由大量微小水滴或冰晶，在近地面

层的大气中组成的悬浮体。在气象上，把水平能见度小于500

米的雾称为浓雾.能见度小于1公里的雾称为大雾.能见度小

于10公里大于1公里的雾称为轻雾。“霾”是指大量极细微的

干尘粒均匀地浮游在空气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公里的空

气普遍混浊的现象，霾使远处光亮物体微带黄、红色，使黑

暗物体微带蓝色，当水汽凝结加剧时，霾就会转化为雾。“

雾”和“霾”是相对独立的，雾由水汽形成，而霾主要指空

气污染物和杂质.另一方面，它们又互相交织，污染物附着在



水汽上，越积越多，加重雾霾浓度。由于城市不断发展，机

动车尾气等污染源增多，大气污染有所加重，空气中的污染

物浓度提高，扩散更加困难。 其实说白了，“霾”是城市扩

张发展的一个结果。对于这个点，实际上给我们一个提示是

，在公务员申论考试有可能涉及更多的在“常识范畴”的专

业知识，对此值得我们注意。 而申论的第二则材料论述的是

大气污染带来的危害性，主要是从对人体健康的威胁角度去

描述。材料中甚至引用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数据：全世界每

年有80万人死于空气污染。从数据角度体现问题的严峻性。 

申论的第三则材料列举的是深圳市2002年至2007年环保部门

的空气检测数据情况。空气检测指标包括主要污染物二氧化

碳、二氧化硫，酸雨指数、霾天天数、纳入环保监测的镇以

上企业每年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指标。考生可以通过对历年数

据比较，发现空气污染指数仍有上升势头。 申论的第四则材

料论述汽车尾气带来的一系列疾病情况，而第五则材料论述

深圳市政府治理大气污染的情况。综合而言，我们发现深圳

市的申论材料以数据和案例为主，从某种意义上看，侧重考

察的是考生对数据和案例的分析能力。 二、参考答案 1.随着

深圳城市化的发展，大气环境不断恶化，尤以汽车尾气为源

头。有害气体污染物不仅使深圳成为全省年均霾天最多城市

，更带来一系列疾病，严重威胁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身体健

康。深圳市政府目前高度重视大气污染的治理，但未来的治

理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共117字，含标点符号。) 2.(1) 推

行普通公交到环保公交的更新换代。 (2) 加强了车辆的注册登

记审核，限制污染车辆上路。 (3) 推行“黄绿蓝”环保分类管

理制度，加快污染车辆淘汰周期。 (4) 加强对经常出入深圳车



辆的登记管理。 备注： 以上四条是从08年深圳市申论材料五

中抽象出来的相关对策，在字数不超出限制范围的情况下，

考生还可以参考以下治理对策： (1) 严格建设项目审批管理，

严格排污许可证的发放。一切对大气环境质量有影响的建设

项目(包括新建、扩建、技改项目)，必须经过环保部门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否则任何部门不得审批。对环境造成污染的

项目，环保部门有一票否决权。禁止在城区建成区及规划区

内建设炼钢、炼铁、电石、水泥等粉尘污染严重的项目，进

一步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 (2) 严格按照国家机动车产业政策

，停止生产和销售落后车型，加强出租车和公交车的管理，

加快运营车辆更新。严格按照国家发布的政策和标准，做好

机动车报废工作。对超期服役、污染严重的机动车，实行强

制淘汰。 (3) 推广燃气汽车技术，加快燃气站建设，以公交车

和出租车为重点，推广使用液化石油气、二甲醚等清洁能源

。 (4) 加大机动车尾气排放的监督管理力度，将机动车尾气排

放监测纳入车辆年检程序。办理车辆年检、转入等手续时，

应取得市环保部门核发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许可证》，超

标排放尾气的车辆要安装尾气净化装置，尾气超标的机动车

辆一律不得通过年检，不得上路。 (5) 加强对道路上行驶的机

动车尾气排放情况的监督检查，环保部门要建立机动车排放

污染物监督管理动态数据库，定期向政府报告机动车污染物

排放情况。 (6) 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级

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治理大气污染的必要性、

重要性和艰巨性，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抓紧

抓好这项工作。政府应成立大气污染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具体负责专项治理的组织、监督、协调工作。各街道办事



处也要成立相应机构，制定措施，分解任务，明确责任，及

时解决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7) 各部门应紧密配合，形

成合力。环境保护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

各部门通力合作。各责任单位要从大局出发，积极配合，分

工负责，务求实效.要依法履行工作职责，做好管辖范围内的

督查落实工作。 (8) 执法部门应该严格执法，严惩违法行为。

环保部门是主要的环保执法监督部门，要不断加大环保执法

力度，建立集中突击检查与经常性检查相结合的监督检查机

制。供电、技术监督、工商、公、检、法等各有关部门要依

照各自职责，配合环保部门，进行严厉查处。 (9) 扩大环保宣

传，加强舆论监督。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传播媒体

，大力宣传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性和环保法律法规。环保部

门要定期向社会发布环境信息，公布环境污染治理进度及环

境质量状况，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

环保工作的积极性，形成良好的公众参与机制。 (10) 政府应

将把专项治理任务作为环保考核工作的重要内容，制定具体

的考核奖惩办法，严格考核。对在治理过程中成绩突出的先

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对逾期完不成治理任务的单位

，将按照有关的环保法规进行严肃处理。 3. 参考范文谁为“

灰霾天气”埋单? 近几年来，深圳时常出现“灰霾”天气，到

处灰蒙蒙的，似乎满天飞扬的都是烟雾和尘埃，艳阳被蒙上

一层薄纱，市民眼前的景物不再明朗洁净，大街上也弥漫着

呛人的汽车尾气。面对此情此景，或许我们不禁要问：到底

“谁”在污染深圳的空气?或许大多数人很容易将此与深圳城

市日益增多的汽车联系在一起。因为从深圳空气污染源看，

近年来汽车尾气排放大幅增长。据统计，深圳全年汽车销售



已突破11万辆，全市汽车保有量则超过60万辆，另外，每天

还有10多万辆过境的车辆。鉴于此，许多人对汽车日益增多

的问题表示忧虑，汽车增长在直接考验深圳道路“承载力”

的同时，也对深圳空气环境“承载力”提出挑战。 对此，当

我们内心深处追问“谁应该为讨厌的‘灰霾天气’埋单”时

，大家一定会把矛头对准了“日益增多的汽车”。而跟“日

益增多的汽车”有关的其实有三类主体，我们不妨逐一讨论

一番，看看谁最应该为此而“埋单”： 第一类主体是政府，

这是目前的“灰霾天气”埋单人。现在，每年深圳市政府都

要拿出大量的政府支出来改善大气环境。但我们不能一直依

赖政府的财政支出，毕竟汽车尾气的排放人并不是政府，而

沉重的环保支出也可能增大政府的财政负担，不利于城市的

发展。无论从感情角度，还是责任角度，政府都不应该成为

“埋单人”,尽管如今政府正在承担这个责任。 第二类主体是

汽车的使用者。从直接的角度看，汽车的购买者作为汽车的

使用人，应该为此负上一定的责任。或许会有人问，假如让

汽车的购买者“埋单”，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向汽车

的购买者征收费用呢?笔者认为，可以在汽车的汽油费用中增

加一定的环保费用。同时要强调的是，征收环保费用不是“

惩罚”，而是引导。关键是让汽车的使用者尽量选择耗油量

小的车型，同时鼓励在不必要使用私人汽车时，更多地使用

公共交通，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第三类主体当然就是汽车

生产商。或许很多有识之士会提出增加汽车生产商的税收，

或出台相关的环境保护税等新税种，以此来让汽车生产商承

担高额的环境治理费用。但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的目的是

什么?是以此摆脱高额环保费用的负担，还是防止大气污染的



进一步恶化?答案显然是后者。我们需要探究的是，收税真的

可以让汽车生产商更加“环保”吗?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

。增加汽车生产商的税收，其实还是会转嫁在汽车的使用者

身上，最终也是没能解决问题。然而，有人会问：难道汽车

生产商就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吗?答案是否定。我认为有关政

府部门可以出台强制性的汽车政策，引导汽车生产商引进或

改革生产技术，生产能耗小排污少的车型。同时对生产排污

量大车型的生产商应加大税收力度，甚至予以取缔，从而减

少汽车的尾气排放，从经济角度引导环保车型的生产。 综上

所述，我认为探究“谁应该为讨厌的‘灰霾天气’埋单”的

过程中，关键不在费用的支出角度，而是在于如何“引导”

。在上述分析中，汽车的使用者和汽车生产商都应该承担大

气污染的责任，而我们的管理部门关键不是去做相应的“经

济惩罚”，而是通过“经济杠杆”作用，引导“汽车的使用

者”减少能源消耗和尾气排放，同时也引导“汽车生产商”

在生产过程中更多思考“企业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从更深的层次思考，或许大家会发现，为“灰霾天气”寻

找所谓的埋单人其实并非是我们的初衷，更多地是希望不再

需要任何人为此而“埋单”，这才是最重要的。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