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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全：执行到位是关键

在重重的雾霾中，各地陆续传来了对于汽车使用的各种“限制”政策，作为清华大

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的赵福全对于当下持续的雾霾以及由此引发的各

地对于汽车的“围剿”态势有着自己的思考和看法。深秋的一天，在清华大学他的

办公室里，赵福全接受了本刊的独家专访。

“因为汽车是日常看得见的污染源，

所以才会被重点‘照顾’。”虽然转换

了身份，但赵福全直率依旧，“我认为

造成雾霾的因素很多，应该系统地研究

这个问题。虽然使用汽车肯定是有污染

的，但是汽车污染可能并非雾霾的唯一

或主要的原因。”

“全世界有很多汽车保有量比中国

更大的国家，其排放标准与中国接近，

 本刊记者 曹晓昂

但并没有出现雾霾，这就说明造成雾霾的一定还有其它很多原因，需要科学系统

的认真分析研究，以便有效治理。”曾有多年海外经历和企业技术背景的赵福全

现在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做国家的汽车产业战略研究，二是做企业的发展和技术

战略研究。因此，他更习惯于从行业发展的角度分析目前的现象，“从这个角度

来说，环保和汽车发展不应该对立化，而应该和谐发展，从而让汽车更好地服务

社会。”

《汽车纵横》：由于持续的雾霾，很多地方对于汽车的使用采取了“围剿”

的方法——限行、限购——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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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全：我认为短期内可能有一定效

果，但长期看这不是一个科学的解决办法。

事实上，老百姓生活水平提升了就想买车，

这是改善生活质量的正常需求。拥堵和污

染问题，不应该通过限制消费、限制使用

来解决，而应该采取系统的治本的办法，

比如通过合理的城市和交通规划等。中国

10 年间汽车产业规模增加了 1600 万辆，

而达到同样的规模美国用了足足 100 年，

如果我们还是按照尚未进入汽车社会的旧

模式来做城市和交通规划，当然会出问题。

这些问题是中国快速进入汽车社会必然会

出现的，假以时日是可以解决的。所以，

我们决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汽车产业不仅

是现代文明的一种象征，更是工业进步的

一种体现，而且是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着深

远影响的支柱性产业。如不系统研究快速

进入汽车社会的诸多问题，而是简单粗暴

的限制，不仅无法长期有效地解决当前的

这些问题，还会给百姓的日常便捷出行造

成很多不便，长期下去也会对经济发展带

来重大负面影响。

《汽车纵横》：为了应对大气污染，汽车的排放法规也呈现出越来越严格

的趋势，这对于中国本土企业构成了不小的压力⋯⋯

赵福全：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排放标准制定得不严格，而是法规执行得不

严格。我们的法规只限制新车，但是污染严重、不达标准的老车更多。虽然现

在北京的标准都到了国五，相当于欧五，但是北京路上跑的车到底有多少真正

达到了国五标准呢？有的车通过环保认证的国五了，但真要是随机去抽查能达

标吗？有的新车是能达到国五，但跑了一年之后还能达标吗？实际上国五还是

国四都在其次，关键问题还是在执行，通过一台就是一台。我认为加速立法固

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执法，否则即使你立法定的是国六，但路上跑的

全是“国一、国二”的车，能解决我们的雾霾问题吗？

《汽车纵横》：能否再详细解释一下？

赵福全：做个横向的比较就能一目了然，中国 2013 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国四也就是欧四排放法规，而欧洲是在 2005 年推行同样标准；中国全面推行

国四时汽车保有量大约 1.2 亿辆，而欧洲同期的汽车保有量已达 2亿辆以上，

远超过中国，但是欧洲并没有出现雾霾。这其中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汽车并

非造成雾霾的主要原因，要么就是我们的排放法规执行得不到位。所以我们应

该先把执法不到位的漏洞补好才行。

《汽车纵横》：不过有人觉得，严格立法总没有错。

赵福全：逐步提升法规标准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在立法时首先要

进行科学分析，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的立法，要根据执法的可操作性稳健的立

法，否则其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而又得不到实际效果。首先，应该系统研究汽

车排放对于雾霾的贡献度到底有多大，如果汽车不是现今中国雾霾的主要原因，

我们有必要一味加快排放法规的升级吗？我们应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指标，来

评价法规升级后对环境保护的贡献度，以及由于法规升级所带来的经济成本增

加，而不是简单的“跟着感觉走”。国家立法一定要科学、系统、务实、长远。

其次，立法的同时就应该考虑如何将执法贯彻到底，确保落地，否则无法

达到立法的效果，长期下去政府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对于北京数以百万辆低

排放标准的老旧车辆，不快速加以更新，即使每年新增的二十几万辆新车排放

再小，改善环境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最后，环保要求对于企业来讲是技术问题，更是成本问题。环保法规加严，

需要更高的技术，增加更多的成本。在这方面国外车企早有技术储备，届时只

要把国外的技术导入即可，无需额外的研发投入；而对于自主品牌来说，挑战

则要严峻得多，必须加大投入进行技术攻关，同时增加的成本又没有品牌支撑

来买单。从这一点上讲，那种对环境保护贡献不大的法规升级真的要慎之又慎，

否则不仅无法达到治理环境的目的，还会给外国企业在中国抢占市场提供有利

的武器。总之，如果我们真的有科学的数据证明，汽车是造成雾霾的主要原因，

只要把国五升级成国六就可以改善环境，那么即使牺牲一些本土企业的利益，

也应该强制推行。然而现实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应首先将现

有的法规执行到位，同时开展系统科学的研究工作，找到雾霾的真正原因，并

进行有效的根治。

有人说，“错过什么，也不要错

过清华的秋。”秋天，本应是清华最

美的季节，但是约定采访赵福全的日

子，却正赶上北京持续的雾霾天，笼

罩在薄雾中的清华大学汽车研究所依

稀有些江南小楼的样子。事实上，从

杭州的吉利到北京的清华，从本土车

企到高等学府，赵福全在不断变换着

自己的视野。作为清华大学汽车产业

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的赵福全，现

在更关心的是汽车产业发展战略、技

术战略及路线、企业发展战略以及汽

车社会等宏观问题。他所带领的清华

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正致

力于为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提供决策

支持，为汽车全产业链的各类企业提

供发展建议，而成为汽车及相关产业

内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高端智库是他们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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