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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沈阳12月11日电（记者 孙仁斌）

辽宁省环保厅日前公布了省内因大气污
染被扣缴罚金的8个城市名单，包括沈阳、大
连在内的8市共计被罚5420万元。

然而，一些基层政府官员对这种罚款并不
认同，有人提出：空气是流动的，周边空气质量
差，影响到本地区，让我们缴罚款不合理。也
有公众质疑：地方政府治污不力，应当受到惩
戒，单纯用经济手段制裁，而且靠财政支付，大
气治理怎能最终转嫁到纳税人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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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京海说，2012年2月，国家发布
了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并规定2015年
将这一标准覆盖所有地级以上城市。
为此，辽宁省制定了《辽宁省环境空气
质量考核暂行办法》。虽然他们开出

“雾霾罚单”引起了社会上的不同声
音，但其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有地方政府领导说周边地区雾
霾扩散影响到当地，处罚不公平。我
认为雾霾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我们
还是应当集中全力做好自己的事，雾
霾扩散，政府不能不管。”朱京海说。

辽宁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赵军
认为，治理雾霾的“第一单”之所以会
引发轩然大波，归根到底是因为雾霾

已经成为普遍性的民生问题。“辽宁省
率先在全国对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做
出重罚，让人们看到了一种希望。”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大气
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陈进生认为，辽宁
省开出的“雾霾罚单”是一种有益的尝
试。但是他也明确表示，当前的大气
污染形势较前几年发生了明显的变
化，仅靠局部地区的努力成效有限，

“不能对一时一地的治理措施抱太高
的期望，应对雾霾天气，要全国一盘
棋，联防联控，才能取得实效”。

陈进生说：“这或许是大气污染治
理方面的一个风向标，为攫取经济利
益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该被叫停了。”

罚款如何用？孙鹏轩说，目前
扣缴的罚款全部用于辽宁省环境空
气质量治理的“蓝天工程”。据介绍，

“蓝天工程”是辽宁省自2012年启动
的一项旨在改善全省环境空气质量
的环境治理工程，总投资1661亿元，
目前已投入77.6亿元，完成大气治污
工程1341个。

“‘雾霾罚单’只是我们治理大
气污染的一项措施，此外我们还采
取对违法排污企业进行限贷、对不
达标城市环保限批等多种措施，通

过‘组合拳’治理雾霾。”辽宁省环
保厅厅长朱京海说，沈阳、大连、丹
东、营口、盘锦和葫芦岛6市11月
空气质量平均达标率为68.9%，高
于全国74个重点城市达标率18.2
个百分点，前不久东三省的大范围
雾霾，辽宁也是最轻的。

朱京海说，与“蓝天工程”的总
投入相比，罚款只不过是杯水车
薪。“雾霾罚单”的本意也并非单纯
为了罚款，而是为了引起地方政府
的重视，加大对雾霾治理的力度。

辽宁省环保厅大气污染防治

管理中心主任孙鹏轩介绍，根据
《辽宁省环境空气质量考核暂行办
法》，核定有关市每月空气质量考
核罚款总额，由辽宁省财政部门在
年终结算时一并扣缴。

辽宁省环保厅一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雾霾罚单”开出后，被
罚的地方政府反应强烈。“他们感
觉脸上没面子，反应很强烈。这
也是好事，说明真正对他们产生
触动了。”

从2012年 5月《辽宁省环境
空气质量考核暂行办法》公布以
来，媒体首次披露了辽宁省给8个
城市开出的“雾霾罚单”，总计扣缴
5420万元。

据介绍，罚款将全部用于“蓝
天工程”，治理环境空气质量。

沈阳 3460万元

大连 160万元

鞍山 780万元

抚顺 160万元

本溪 20万元

营口 40万元

辽阳 500万元

葫芦岛 300万元

三项指标严重超标将
给予有关市红色通报，并
要 求 其 制 定 措 施 限 期 整
改，并予以相应惩处。

考核指标暂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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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城市被开“雾霾罚单”1 罚单开给谁？

2 罚款的依据是什么？

3 罚款如何用？

4 专家：应对雾霾要全国一盘棋

雾霾罚款全部用于辽宁“蓝天工程”

日前辽宁省开出“雾霾罚单”，沈阳、大连等8市被罚5420万元，由此引来争议：
罚款的依据是什么？罚款如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