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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 2021年重点工作包括大气污染
防治：强化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和联防联控，加强细颗粒物和
臭氧协同控制，北方地区清洁取暖率达到70％。

可以说，在未来一年的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和联防联控方
面，中国政府为自己设置了高难度的目标，彰显了加强污染
防治和生态保护的坚定决心。

近年来，为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国政府精准施
策、铁腕治污。总体而言，中国大气污染防治的策略是联防
联控，具体政策措施包括煤电超低排放、散煤清洁化替代、
落后产能淘汰、工业排放提标改造、移动源排放管控、燃煤
锅炉整治等。

自 2013 年实施国务院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以来，
中国的空气质量明显改善。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9年，中
国 74个重点城市大气中二氧化硫（SO2）浓度下降了 75%，二氧
化氮（NO2）浓度下降了 23%，细颗粒物（PM2.5）浓度下降了
47%。这些成果实实在在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经过几年努力，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但与此同时也进入深水区，需要解决一些难啃的“硬骨头”。

其中，细颗粒物 （PM2.5） 和臭氧 （O3） 如何协同控制，
是中国在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领域的一块“硬骨头”。中国大气
污染日益呈现PM2.5和O3双高的高度复合污染特征。由于存
在影响辐射通量、氧化驱动、自由基淬灭等相互作用，PM2.5
和O3之间表现出复杂的耦合关系。利用大数据分析发现，在
中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 PM2.5 浓度较高的北方，PM2.5 和 O3

的浓度变化负相关，明显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跷跷板效应”。
这增加了PM2.5和O3协同控制的难度。

这个问题的解决没有先例可循，更没有现成的方案，需
要中国敢为人先，大胆探索出一条新的治理之路。

一是依靠科技支撑，实现精准治污；二是加强顶层设
计，建立与“碳中和”目标相一致的创新型技术标准体系；
三是加强法治建设，让污染治理的各个环节都有法可依；四
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减
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
高水平保护；五是加强国际合作，在一个更加创新和开放的
平台上，既向技术先进的国家学习先进经验，也为更多后发
国家提供借鉴。

“十四五”时期，中国大气污染防治的成效与未来实现碳
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息息相关。对此，政府工作报告也设置
了明确目标：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和城
市黑臭水体；落实 2030 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
境高水平保护，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
降低13.5％、18％。

要实现这些目标，不仅需要政府出台循序渐进的节能减
排措施，还需要全社会逐步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唯有如
此，中国才能真正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

（本报记者 贾平凡采访整理）

世界贸易组织 2 月 18 日发布的最新一
期全球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2020年第四
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增长依然强劲，已
从第三季度的深度下滑中反弹。但同时，
由于全球贸易的关键风向性指标似已见
顶，去年第四季度出现的贸易扩张步伐不
太可能在2021年上半年持续。此外，疫情
反弹和病毒新变种等因素，无疑将给 2021
年第一季度的全球货物贸易带来压力。因
此，今后一个时期全球贸易增长势头或难
以持续。

正如美联社报道指出的，全球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美联社和彭博社的报道均
引用专家的预测称，随着对口罩和其他医

疗用品的需求减缓以及海外竞争对手重返
全球市场，中国的出口增速应该会下降。

不过，这并不影响世界加码中国市场
的信心。德新社称，中欧贸易在全球贸易
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欧盟加码中国市场的
信心不减，去年欧盟对华直接投资达57亿
美元；另据中国欧盟商会调查数据，超过
60%以上的欧盟企业表示，中国仍然是其
前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

中国美国商会3月9日发表对345家企
业的调查结果显示，2/3 的美国公司表示
2020 年在华收入增加或保持稳定，56%的
受访企业表示去年在中国实现了盈利；约
81%的在华美国企业预计其所在行业今年

会实现增长，2/3 的受访企业表示其公司
今年将增加对中国业务的投资。

德国经济研究所最近公布的报告称，
2020 年中国进一步巩固其“世界出口冠
军”的地位。当年，中国在世界货物贸易
市场上的份额增加 1.5 个百分点至 14.5%，
而 美 国 的 份 额 则 下 降 约 半 个 百 分 点 至
8.5％，德国下降0.1个百分点至8％。

分析认为，2020年中国出口的蓬勃发
展支撑了经济从疫情中 V 型复苏；而 2021
年的“开门红”不仅为全年开了一个好头，也
增长了出口企业的信心。一项调查显示，随
着出口订单的增加，出口企业纷纷对未来几
个月的出口形势保持乐观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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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海关总署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美元计价，今
年前2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8344.9亿美元，增长41.2%。
外媒注意到，中国贸易的繁荣为其他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红利。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复苏的重
要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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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出
口增速达到2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进口也
大幅增长。这表明，中国外贸已从新冠肺
炎疫情导致的活动几近停滞的状况中强力
复苏。

美国 《华尔街日报》 网站报道，官方
数据显示，中国1月至2月的出口额同比增
长了60.6% （按美元计价）。这是自1995年
2 月以来的最高涨幅，远远高于 《华尔街
日报》 所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的 40%，也
远高于去年 12 月录得的 18.1%的同比增
速。其中，中美贸易数据最为“突出”，两
国贸易总值为 7163.7 亿元人民币，增长
69.6%，中国对美出口 5253.9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75.1%，自美进口 1909.8 亿元人
民币，增长 56.1%。可以看出，美国已成
为中国出口第一大市场。

彭博社报道称，中国外贸在2021年实
现“开门红”，远超各大专业机构和学者的
预期。法新社、彭博社等媒体均指出，全
球对医疗设备和居家办公设备的需求激
增，中国外贸的亮眼表现反映了国际市场
对中国制成品保持着强劲需求。

据法国 《回声报》 网站报道指出，经
济学家们此前就预计中国外贸会有强劲增
长，因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中
国经济在2020年逐步复苏。报道总结了这
种创纪录增长的原因：比较基数较低：由

于疫情影响，2020 年 1 月至 2 月，中国出
口下降 17.2%；许多国家对医疗产品和远
程工作设备的需求激增：今年头两个月，
中国电子产品和纺织品 （包括口罩） 的海
外销售分别增长 54.1%和 50.2%；中国主要
客户消费复苏：一年前，由于与疫情相关
的隔离和限制措施，中国的消费大受影
响，当时的进口同比下降4%。

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也指出，
中国外贸表现抢眼，一方面是得益于欧美
等主要经济体消费复苏，对中国产品需求
增加；另一方面则在于今年农历春节期
间，中国多数制造业从业者选择“就地过
年”，保障了贸易订单的正常交付。

增长远超预期

中国的外贸“开门红”给很多国家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收获。

中国海关总署今年前 2 个月的进出口
数据显示，东盟继续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
伴 ， 贸 易 总 值 7862 亿 元 人 民 币 ， 增 长
32.9%，占中国外贸总值的 14.4%。葡萄牙

《公众》 日报网站指出，2020 年，东盟取
代欧盟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近日，据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报
道，欧盟统计局发布的贸易数据显示，中
国在2020年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大
贸易伙伴。捷克24小时资讯网资深评论员
安德烈·盖什撰文指出，在经济如此不景气

时期，令人吃惊的是，欧盟对中国的商品
出口却增长了2.2％，从中国的进口甚至增
长了5.6％。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
大贸易伙伴。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文章称，在全
球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经济衰退的背景
下，中国外贸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繁荣，
德国经济也从中受益。德国《时代》周报网站
指出，中国在疫情期间仍然是德国最重要的
贸易伙伴。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统计数
据，2020 年两国之间的商品贸易总额为
2121亿欧元，德国对华贸易增长3%。中国连
续5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

巴西也是受益者。近日，巴西央行发
布报告说，受初级产品对华出口表现良好
的提振，2020年巴西外贸盈余比2019年增
长29亿美元。美国彭博社则注意到，中国
在 2020 年重新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印度自中国的进口总额为 587 亿美元，超
过其从美国和阿联酋进口的总和，两国分
别是印度第二大和第三大贸易伙伴。

“毫无疑问，中国是全球贸易复苏的重
要贡献者。”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
助理主任、中国事务主任黑尔格·贝格尔所
说，中国经济在后疫情时代将实现更平衡
复苏，为全球经济带来积极溢出效应。

积极溢出效应

加码信心不减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各项数据显示，近年来，中
国的大气质量得到了重大提升，证明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效
果显著。西班牙Niusdiario网报道，中国积极与环境问题作斗
争，向世界展现出可靠的大国风貌。报道指出，中国曾被视
为污染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今正在积极应对环境问题，
并逐步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领头国家。西班牙《理性
报》在报道中介绍了中国在改善环境方面的各种措施，例如禁
止进口“洋垃圾”、在大城市率先开展垃圾分类等。在改善空气
质量方面，中国正努力降低PM2.5的平均含量。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
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 贺 泓

大气污染防治——

中国敢啃“硬骨头”

专 家 解 读

为落实好“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辽宁省锦州市
进一步加大供暖设备的技术改造力度。图为锦州热力集团的工
作人员在巡检设备。 蔡 壮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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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3 月 9 日，墨西哥外交部
长马塞洛·埃布拉德·卡绍冯表示，墨西
哥将订购 2200 万剂中国疫苗以弥补缺
口。埃布拉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透
露，总统洛佩斯首先努力从中国获得更
多的帮助，“得益于总统的亲自主导和
推进，我们已确认将获得多达2200万剂
疫苗。”埃布拉德表示，墨西哥已经额
外订购了 1000 万剂中国疫苗，并将于 5
月—7 月交付。在此之前，墨西哥已经
订购了 1000 万剂，预计将于 3 月至 5 月
交付。

此外，他在推特上发文称，300 万
剂中国的康希诺新冠疫苗将于 3 月 10 日运抵墨西
哥，之后将被送往克雷塔罗州进行打包。他还补充
说，一旦获得卫生监管机构的批准，墨西哥还将订
购1200万剂中国国药集团研制的疫苗。

——据路透社报道

墨西哥伊达尔戈州阿卡克索奇特兰 3 月 9 日开
始接种中国的新冠疫苗，首批接种人群为 60 岁及
以上的老年人。图为一处新冠疫苗接种点的医务人
员进行新冠疫苗接种准备工作。

新华社记者 辛悦卫摄

墨西哥订购大批中国疫苗

2019年中国市场电动汽车的销量 （120
万辆） 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销量的总和

（105万辆）。这种领导能力不是偶然，而是
中国政策推行的成果。

中国政府督促地方加快关键科技产业
的发展，其中之一便是发展新能源汽车。
2009 年，由工信部牵头的各政府机构财团
发起一项补贴计划，用于多个城市购买电
动公共交通工具。2014年至 2015年电动汽
车销量增长了 3 倍。截至 2017 年，公共财
政投入总计数千亿元人民币，其中 60%以
个人购车补贴的形式提供。之后，中国政
府开始逐步撤回援助。撤资始于 2017 年，
到 2020 年基本完成。后来，中国敞开了市场大门，
美国电动汽车巨头特斯拉进入中国市场。

瑞银证券的另一份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国电
动汽车公司将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据西班牙《国家报》网站

一汽海马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推进向新能
源汽车、智能汽车生产商转型步伐。未来5年，海马汽
车计划在海南市场投放 2000 辆氢燃料电动汽车。图
为3月1日，在海马汽车海口基地的生产车间，工人对
车辆进行面漆前打磨。 袁 琛摄（人民视觉）

中国领跑电动汽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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