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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负责人就《轻型汽

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五

阶段）》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答记者问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

第五阶段）》标准从今日起向全社会第二次公开征求

意见，记者就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标准修订相关问

题，采访了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负责人。 

1. 目前轻型汽车执行什么标准？为什么要制

定《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

五阶段）》？ 

答：为适应汽车保有量高速增长过程中环境保

护的需要，我国从 1989 年发布《轻型汽车排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以来，已先后 4 次提高轻型汽车排放

标准，分别是 2001 年发布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以及

2005 年发布的第三、四阶段的《轻型汽车污染物排

放限值及测量方法》。由于油品供应的问题，目前轻

型柴油车执行第三阶段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执行

第四阶段排放标准。与 1989 年标准的排放控制水平

相比，第三阶段标准排放限值加严了 75～92％，第

四阶段标准排放限值加严了 91-96%。由于及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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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应汽车排放标准，“十一五”期间，在轻型汽车

保有量增长了 129%的情况下，氮氧化物排放量仅增

加了 4.6%。 

随着汽车越来越多地走入普通家庭，我国轻型

汽车得到了快速发展，2011 年产销量达到 1600 万

辆左右，已连续三年居世界首位。同时轻型汽车保

有量年增长率保持在 20%以上，截至 2011 年底，

全国轻型汽车保有量 8264 万辆，其中九成以上是汽

油车，柴油车不到一成。随着保有量的快速增长，

其污染物排放量也不断增加，给城市和区域空气质

量带来巨大压力。据统计，2011 年轻型汽车排放氮

氧化物（NOx）80.7 万吨、颗粒物（PM）6.5 万吨、

碳氢化合物（HC）166.2 万吨、一氧化碳（CO）1621.7

万吨。已成为北京等城市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 

预计未来几年我国轻型汽车保有量仍会快速增

长，“十二五”期间将新增轻型汽车约 8000 万辆。

去年颁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增加了细颗粒物

（PM2.5）和臭氧 8 小时项目，收紧了可吸入颗粒物

（PM10）等污染物的浓度限值，要求加强主要行业大

气污染防治，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提高轻型车污染物

排放控制水平、降低单车的污染排放量，以进一步

减轻汽车增长给环境带来的压力，早日实现环境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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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量改善目标。 

2. 标准适用于哪些车辆？ 

答：标准适用最大总质量小于 3.5 吨的汽车。

从燃料类型来看，包括了汽油车、柴油车、气体燃

料车（如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两用燃料车及混合

动力车等。本标准适用于新车定型、生产和销售环

节，不涉及已经使用的在用车辆。 

3. 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的污染物控制项目及

其限值与国家第四阶段排放标准相比有何不同？ 

答：本标准是对国家第四阶段轻型汽车污染物

排放标准的修订，主体内容和框架与现行标准类似，

但各项技术要求有所加严和提高。二次征求意见稿

中染物控制项目包括氮氧化物（NOx）、一氧化碳

（CO）、碳氢化合物（THC）、非甲烷碳氢（NMHC）、

颗粒物（PM），以及颗粒物粒子数量（PN）。与第

四阶段标准相比，新增 PN 限值要求，该项要求将

促使汽车采用更有效的颗粒物排放控制技术，将大

幅削减颗粒物尤其是细微粒子的排放。 

与现行第四阶段标准相比，二次征求意见稿大

幅度加严了污染物排放限值，以轿车为例：汽油车

的氮氧化物加严 25%，柴油车的氮氧化物加严 28%，

颗粒物加严 82%。对汽车污染控制装置的耐久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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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由 8 万公里增加到 16 万公里，即在 16 万公里

以内，汽车污染物排放应达到本标准限值要求。对

于大多数家用轿车来说，16 万公里基本涵盖了整个

使用寿命期。 

与国外汽车排放法规标准相比，标准二次征求

意见稿的技术水平和欧洲正在实施的第 5 阶段排放

法规相当。 

4. 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对轻型汽车的环保管

理要求与国家第四阶段排放标准有哪些不同？ 

答：根据我国汽车环保管理实际需要，结合国

家第一阶段轻型汽车排放标准实施以来的经验，标

准二次征求意见稿还提出了一些新的技术要求，主

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增加排放控制关键零部件检查要求。其中催

化转化器的贵金属种类及含量与尾气排放控制密切

相关，碳罐是控制油气蒸发排放的核心部件，其性

能好坏直接影响车辆实际使用过程中的油气回收效

率。对上述两类零部件加强检查，有利于确保汽车

达标排放。 

二是改进生产一致性检查判定程序，对批量生

产汽车的环保抽查和合格性判定增加了新的、可操

作性强的判定程序，以满足我国汽车环保标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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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的需要。 

三是提高车载诊断系统功能要求。我国从第三

阶段标准开始提出排放控制相关的车载诊断

（OBD）系统要求。与第四阶段相比，加严了 OBD

限值，同时 OBD 系统的监测项目和功能也有所增

加，更有利于对在用车辆实际排放状况进行监控。 

5. 标准第一次征求意见的情况如何？为何要

第二次征求意见？ 

答：本标准的研究制定，一直受到社会各界广

泛关注。2011 年 3 月，环境保护部向社会公开发布

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收到 60 家单位的回函，其

中有 35 家提出了书面修改意见。反馈意见经整理共

有 305 条，其中 270 条是关于修改完善标准内容的

建议，内容涉及颗粒物数量控制、车载诊断系统监

测频率、排放控制关键零部件检查、生产一致性检

查和车载油气回收系统，以及实施方案等方面。 

在第一次征求意见之后，我们对这些意见进行

了逐条分析和讨论，采纳或部分采纳了 232 条，主

要包括将颗粒物粒子数量纳入污染物控制项目，增

加车载诊断系统（OBD）实际监测频率要求，改进生

产一致性检查判定方法等。未采纳 38 条，主要包括

取消催化转化器的贵金属含量检测要求和增加车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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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回收系统（ORVR）技术要求的建议。鉴于本

标准的社会影响广泛，特向全社会第二次公开征求

意见。 

6. 关于车载油气回收（ORVR）技术问题是如何

考虑的？ 

答：汽油车加油时会从加油口挥发一定量的汽

油蒸汽，目前能有效控制加油排放的技术有两种，

即加油站油气回收技术（Stage II）和汽车车载油气

回收（ORVR）技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欧盟

部分国家采用了 Stage II，美国同时采用了上述两种

控制技术，日本现阶段不控制加油过程中污染物的

排放。我国从 2007 年起，开始推行 Stage II，目前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已基本完成 Stage II

改造以控制加油排放。 

自本标准第一次征求意见之后，部分单位建议

增加 ORVR 技术要求，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

专家对此进行了反复研究。研究建议，在引入 ORVR

技术之前，需完成对该技术的全面评估，包括实施

后的环境影响、成本效益分析、实际试验验证等内

容。以现在情况来看，评估工作的完成尚需时间，

而第五阶段排放标准的发布较为紧迫，因此本标准

中未规定 ORVR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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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二次征求意见为何没有确定标准的实施时

间？ 

答：机动车排放标准的实施与油品供应密切相

关。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制定第五阶段《车用

汽油》和《车用柴油》，相关部委也在积极协调满足

上述标准的优质燃油的供应时间，我们将根据最终

协调结果确定轻型车第五阶段排放标准的实施时

间。 

8. 北京市地方排放标准《轻型汽车（点燃式）

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北京Ⅴ阶段）》与本标

准是什么关系？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和《地方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审批办法》，经

国务院批准，地方可以制定严于现行国家标准的机

动车地方排放标准。由于技术方面和燃油供应等原

因，《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

五阶段）》发布受到了影响。有研究表明，机动车已

经成为北京市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排放了全市

58%的氮氧化物、40%的挥发性有机物和 22%的细

颗粒物（PM2.5）。北京市出于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

迫切需求，先行制定了北京 V 阶段标准。同时，北

京市已解决了低硫燃油的供应问题，具备实施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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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轻型汽油车排放标准的条件，因此待国务院批

准后北京市将先行实施北京 V 阶段标准，在中国第

五阶段标准发布后，立即废止北京 V 阶段标准，改

为提前实施中国第五阶段标准。 

9. 如果实施本标准，对改善我国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有何作用？ 

答：前面已经提到，通过实施第五阶段排放标

准，轻型汽车单车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减排氮氧

化物 25%-28%，减排颗粒物 82%。同时，通过提高

车载诊断系统要求、增加关键部件（催化器、炭罐）

的检测，以及提高污染控制装置的耐久性里程要求

等，将进一步确保车辆在使用过程中的排放控制效

果。 

另外，轻型汽车第五阶段排放标准的实施，将

促进国内车用汽油和柴油品质的提升，不但对新车

污染物减排发挥作用，还将改善大量在用汽车的污

染物排放状况。研究表明，车用燃料从第四阶段升

级到第五阶段，国一、国二阶段汽车的氮氧化物排

放将降低 3%左右，而国三、国四阶段汽车将降低

10%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日供应满足第五阶

段排放标准的燃油，争取尽快实施新标准，对进一

步降低氮氧化物、碳氢化合物和颗粒物等一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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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排放，以及削减 PM2.5、臭氧等二次污染物，改善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