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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性、持续性的雾霾污染对城市环境质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对经济发展、外商投资、旅游等方

面均有负面影响。研究雾霾污染的时空特征及其机理，可为雾霾污染的有效治理提供依据。论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

研究对象，探讨其雾霾污染的演化规律及其时空跃迁机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雾霾污染存在较明显的空间集

聚特征，并且集聚趋势越来越明显；局部空间结构较稳定，空间依赖效应较弱；空间格局的演变具有较强的正向空

间整合性；城市雾霾污染的类型更趋向于保持不变，不同类型之间的转移较少；调控—经济制约、投资—外资驱动、

调控—结构制约三种驱动/制约模式呈现出自北至南由同向发展向同向制约分布的空间格局。最后，提出差异化的

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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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雾霾频发，区域性、持续性的雾霾污染对城市的环境质量造成了严重影响[1]，并威胁人体的健康[2,3]。此外，雾

霾污染对城市形象、经济发展、外商投资、旅游等方面均有负面影响[4]，雾霾污染问题也成了当前政府、学术界等关注的焦点。

随着中央及众多地方政府陆续出台雾霾污染治理的行动计划，中国雾霾污染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18年全国 PM2.5平均浓度

相对 2015年降低 17.2%，但污染程度仍然较重，远未达到合格标准[1]。因此，研究雾霾污染的时空特征及其机理，为实现雾霾污

染的有效治理提供决策依据，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当务之急[5]。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雾霾污染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内容涉及多个方面，根据本文研究内容，主要从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两

方面来阐述已有研究。（1）时空演变。①在时间层面，主要从日变化、季节变化和年变化的视角进行研究。在日变化特征上，于

建华等[6]、魏玉香等[7]分别发现北京和南京 PM2.5浓度均呈现出双峰型的变化特征；在季节变化特征上，刘永林等[8]、李会霞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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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民[9]分别对重庆、西安等城市的研究发现，PM2.5呈现出明显的夏季低、冬季高的特征；在年变化特征上，不同区域表现出不同

的变化特征，例如 Van Donkelaar等[10]认为 2000—2012年北京 PM2.5年平均浓度逐渐上升；黄永源等[11]认为广东 PM2.5平均质量分

数在 1998—2015 年呈现出先上升后缓慢下降的过程。②在空间层面，已有研究对雾霾污染的空间分布与对比、空间集聚特征、

空间溢出效应等内容进行了分析。例如刘海猛等[12]对京津冀 PM2.5空间格局进行研究，发现整体上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态势，

并且具有显著的空间积聚性；刘华军和彭莹[13]的研究发现，中国雾霾污染呈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并且空间溢

出效应随时间推移加强。（2）影响因素。分别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①在自然因素方面，已有研究分析了气

温、气压、风向、风速、湿度、植被等自然因素的影响。郭春颖等[14]研究发现，降水量对长三角地区的雾霾污染影响最大。②在

社会因素方面，已有研究分析了人口集聚、城镇化、工业化、FDI、技术进步、产业集聚、环境规制等社会要素的影响。张生玲

等[15]研究发现，二产畸高、民用汽车保有量增多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人口密度和绿化水平的影响不明显；邵帅等
[16]
认为中国城市化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呈现正向单调线性关系。综上，已有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首

先，在时空演变特征方面，已有研究主要采用 ESDA 方法，对空间截面数据进行时序分析，忽视了雾霾污染在时间维度的变化，

缺乏时空交互视角的分析；其次，已有研究雾霾污染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对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关系的研究相对缺乏，对演化机理

剖析不够透彻；第三，缺乏针对不同污染程度的机理的分析，进而在制订“共同但有区别”的雾霾污染治理对策方面存在不足。

Rey 提出的 ESTDA 框架能够有效克服 ESDA 只针对截面数据，而忽略时间维度的问题[17]；将分位数回归结果与不同时空跃迁类型

进行深度嵌套，嵌套结果能够很好地揭示时空跃迁的作用机制
[18]
。因此，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借助 ESTDA 框架的

LISA 时间路径和时空跃迁等方法分析雾霾污染的时空联动特征，并将时空跃迁与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嵌套，探索不同时空跃迁

驱动机制模式。最后针对不同城市提出不同的对策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经济发达、城市集聚和人口密集地区，其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典型性[19]。长三角城市群整体上 PM2.5 浓度

较高，大部分城市未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是中国雾霾污染的重点区域[20]。因此，研究长三角城市群雾霾污染，一方

面为长三角城市群不同程度雾霾污染的城市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另一方面能够为其他区域雾霾污染治理提供借鉴性思路。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LISA时间路径 

LISA时间路径是一种 LISA马尔科夫转移矩阵的连续性表达方式，可以对 Moran’s I散点图中不同空间单元的坐标转移进

行连续性的表达[21]。LISA时间路径可以分析地理现象的时空动态性，揭示区域内地理现象变化的协同演化和局部差异[17,22]。根据

其几何特征，可分解为路径长度和弯曲度。其中，相对长度反映局部空间结构的动态性特征，相对长度越长，表明局部范围内，

某城市或其相邻城市雾霾污染增长更具潜力；弯曲度反映局部空间结构波动性特征，弯曲度越大，表明某城市的雾霾污染空间依

赖效应较强，即受相邻城市的影响较大，同时，自身雾霾污染随着时间推移波动越显著。不同年份的 LISA坐标的移动路径可以

表示为[(yi,1,yLi,1),(yi,2,yLi,2),…，(yi,t,yLi,t)]，其中 Li,t为城市 i 在第 t 年的雾霾污染的标准化值（应用 z-score 标准化进行

处理），yLi,t为城市 i在 t年的空间滞后项[23]。 

 

式中：d表示时间路径长度，其值越大，说明局部空间结构动态性越强烈；f表示路径弯曲度，其值越大，说明 LISA时间路

径越弯曲，则局部空间结构的波动性越曲折；N表示城市数量；T表示时间间隔；d(Li,t,Li,t+1)是 i城市在 t和 t+1年的移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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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时空跃迁 

为了进一步探索在局部空间中，相邻城市雾霾污染空间关系的演变，引入时空跃迁分析
[24]
。基于 LISA 时间路径，Rey 结合

Moran’sI散点图中不同单元的局部空间类型转移情况，提出时空跃迁，并将时空跃迁并划分为 4种类型。 

1.3分位数回归模型 

分位数回归模型可以估计在不同分位数下的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关系，其对分布假设的要求不高，把加权平均残

差绝对值作为最小化目标函数[25]，所以估计结果受极端值的影响较小，具有较强的稳健性[26]。分位数回归的结果可以与不同时空

跃迁类型进行深度嵌套
[18]

，可以揭示不同影响因素对城市雾霾污染时空跃迁的作用机制。 

假设随机变量 Y的概率分布为： 

 

Y的τ分位数定义为满足 F(y)的最小 y值，即： 

 

F(y)的τ分位数q(τ)可以由最小化关于ξ的目标函数得到，即： 

 

式中：argminξ{}函数表示取函数最小值时ξ的取值。 

1.4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来源问题，本文研究期限为 2000—2016年。其中，雾霾数据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经济数据和应用中心公布的、

卫星监测的全球 PM2.5浓度年均值的栅格数据为基础，并将其解析为不同城市 PM2.5浓度的具体数值。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与平

稳性，PM2.5浓度数据为原始数据的三年滑动平均值，其他数据也做相应的滑动平均处理。其余数据来源于 2000—2016 年的《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统计年鉴。为消除价格波动的

影响，相关数据均转变为 2000不变价。 

2 结果分析 

2.1雾霾污染的时空演变特征及空间自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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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长三角城市群的雾霾污染的变化趋势及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2000—2016 年，各城市平均 PM2.5浓度

呈现出波动变化趋势；2000—2008 年，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2000 年平均浓度最低，为 30.79μg/m3,2008 年达到

52.91μg/m
3
;2008—2012年，呈现出下降趋势，2012年平均 PM2.5浓度为43.59μg/m

3
;2012—2015年，呈现出上升趋势，2015年

的浓度最高，达到 53.50μg/m3;2016年，PM2.5浓度再次下降，达到 45.08μg/m3。借助基尼系数可知，城市 PM2.5浓度的区域差异

也呈现出波动趋势，大部分年份围绕在 0.120 上下波动，2014 年之后明显上升，2016 年达到 0.159，区域差异达到最大值。由

此可知，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平均雾霾污染呈现出波动变化趋势，近年来区域差异变大。 

 

图 1长三角城市群平均 PM2.5浓度及其基尼系数演化 

从空间分布来看（图 2),2000 年，城市雾霾污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常州、无锡、镇江等城市的 PM2.5浓度较高，而台

州、舟山等城市的浓度较低；2008年，逐渐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无锡成为 PM2.5浓度最高的城市，苏州、镇江等城

市浓度也较高，台州、舟山仍为 PM2.5浓度最低的城市；2016年，城市雾霾污染则呈现出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泰州 PM2.5

浓度最高，与扬州、盐城成为前三甲，而台州、舟山浓度仍然最低。由图 2看出，雾霾的集聚较为明显，再通过计算 2000—2016

年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的雾霾污染的全局 Moran’s I 来更加精确地分析其集聚程度。PM2.5浓度的全局 Moran’sI 指数全部

为正并且数值较大，而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所以长三角城市群的雾霾污染存在较为明显的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即

具有较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此外，Moran’sI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表明空间集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由此看出，长三角城市

群的雾霾污染较严重的城市在空间上邻近，而雾霾污染较低的城市在空间上也相邻，具有“空间俱乐部”的特征。 

 

图 2 2000—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 PM2.5浓度（μg/m3）的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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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PM2.5时空联动特征 

2.2.1LISA时间路径几何特征分析 

借助于 LISA时间路径几何特征分析长三角城市群雾霾污染的局部空间结构的动态性及其在空间依赖方向上的波动性，依据

自然断点法将 LISA时间路径相对长度及弯曲度划分为 4种类型。如图 3所示。整体上看，LISA时间移动路径较长的城市主要在

东北—西南方向上分布，移动路径较短的城市主要在东南—西北方向上分布。这表明以盐城、南通为代表的东北部地区及以宣

城、芜湖为代表的西南部地区雾霾污染变动幅度较大，具有更加动态的局部空间结构；以金华、宁波为代表的东南部地区及以南

京、镇江等为代表的西北部地区雾霾污染变动幅度较小，具有更加稳定局部空间结构。依据图 3，移动长度大于 1.025的共有 10

个城市，小于 1.025 的有 16 个城市，总体上来看，长三角城市群雾霾污染具有稳定的局部时空依赖关系的城市更多，整体上，

具有稳定的局部空间结构。其中盐城（1.821）的 LISA时间路径移动长度最大，表明盐城及其相邻城市形成了长三角城市群雾霾

污染最为波动的局部空间结构，雾霾污染变动幅度较大；金华（0.553）的 LISA时间路径移动长度最短，表明金华及其相邻城市

形成了长三角城市群雾霾污染最为稳定的局部空间结构。 

通过图 3可知，LISA时间路径弯曲度较高的城市主要位于长三角城市群的西北部，其中，泰州（21.642）、马鞍山（19.194）

的 LISA时间路径弯曲度最高，表明泰州及马鞍山雾霾污染的空间依赖效应较强，受相邻城市雾霾污染影响较大。杭州（2.733）、

常州（2.875）、绍兴（2.889）等城市的 LISA时间路径弯曲度较小，表明这些城市雾霾污染的空间依赖性较小，进一步可以反映

出这些城市及其领域城市的雾霾污染变化相对稳定。依据图 3，弯曲度大于 8.092的城市有 10个，小于 8.092的城市有 16个，

总体上，长三角城市群雾霾污染的空间依赖效应较弱的城市较多。 

 

图 3 LISA时间路径的几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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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LISA时间路径移动方向分析 

通过对 2000—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 26个城市 Moran’sI散点图位置的变化来计算各个城市 LISA坐标点的移动方向。如果

一个城市移动方向位于 0°～90°之间，则此城市与其相邻城市的雾霾污染呈现出正向协同增长；位于 90°～180°之间，则此

城市雾霾污染呈现低增长趋势，而相邻城市呈现高增长趋势；位于 180°～270°之间，则此城市与其相邻城市的雾霾污染呈现

出负向协同增长；位于 270°～360°之间，则此城市雾霾污染呈现出高增长趋势，而相邻城市呈现出低增长趋势[27]。计算结果

整体来看，共有 19个城市是协同增长，占总数的 73.01%，表明长三角城市群雾霾污染空间格局在演化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空间整

合性。其中，正向协同增长的城市有 10个，略多于负向协同增长的城市，正向整合略大于负向整合。表明长三角地区雾霾污染

的空间格局的演变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整合性。 

2.2.3LISA时空跃迁分析 

利用时空跃迁分析方法来分析长三角城市群雾霾污染的局部空间关联类型的转移特征，得到 Local Moran’sI 转移概率矩

阵。所有对角线上的数值要大于非对角线上的数值，说明城市雾霾污染的类型更趋向于保持不变，不同类别之间的转移较少。在

非对角线上，HLt→LLt+1上的转移概率最大，达到了 0.219;LHt→HHt+1的转移数量最多，有 8个城市发生类型转移；其余各种类型

转移的概率及城市数量较少，表明了长三角地区雾霾污染的空间结构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通过对空间离散程度计算可知，长三角城市群雾霾污染为类型Ⅳ型时空跃迁的城市占 88.2%,表明雾霾污染的局部空间联动

性较弱，空间集聚性存在相对较高的路径锁定特征；Ⅰ、Ⅱ、Ⅲ时空跃迁类型的比例分别为 6.3%、4.3%和 1.1%。从跃迁类型的

比例来看，长三角城市群的大部分城市的雾霾污染受相邻城市雾霾污染的溢出效应影响较小，城市自身因素对雾霾污染空间结

构的改变影响较大。 

2.3PM2.5的时空跃迁机制 

2.3.1影响因素分析 

为探析长三角城市群雾霾污染的驱动机制，本文选取人口密度（PI，常住人口总数/行政区面积）、经济发展水平（PG，人均

GDP）、产业结构（IS，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外资强度（FO，实际利用外资占 GDP的比重）、政府调控（GR，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投资强度（FI，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的比重）和技术水平（TC，政府财政支出中科技支出所占比例）等影响因素进行

分位数回归。分位数回归结构所示。人口密度在低分位阶段，对雾霾污染呈现出促进作用；经济发展在低分位阶段能够制约雾霾

浓度的增加，而到了高分位阶段转变为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在低分位阶段起促进作用，高分位阶段起制约作用；外资强度和投资

强度在高、低分位阶段均起促进作用；政府调控在高、低分位阶段均起制约作用；技术水平在低分位阶段起促进作用，在高分位

阶段起制约作用。 

2.3.2驱动机制构建 

分位数回归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不同影响因素对雾霾污染时空跃迁的机理，不同响应阶段影响因素的分位数与时空跃迁类

型之间具有很强的嵌套性，根据分位数回归模型，可以将分位值划分为两种类型：低分位（0.1～0.5）和高分位（0.5～0.9）。

依据不同分位点驱动因素的系数的正负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低分位驱动、低分位制约、高分位驱动和高分位制约。 

低分位制约能够解释 LHt→LHt+1、LHt→LLt+1、LLt→LLt+1、LLt→LHt+1类型的时空跃迁机制，此类型在低分位阶段自身状态保持

不变，即雾霾污染保持在较低水平。同向制约类型包括 LHt→LLt+1、LLt→LLt+1两种跃迁类型，表示临近城市雾霾污染受阻，污染

水平降低或者维持低水平，这两种类型包括杭州、宁波等 10个城市。反向发展类型包括 LHt→LHt+1、LLt→LHt+1，即临近城市雾霾



 

 7 

污染发生跃迁或维持较高污染水平，宣城市属于 LHt→LHt+1类型。 

低分位驱动能够解释 LHt→HLt+1、LHt→HHt+1、LLt→HLt+1、LLt→HHt+1类型的时空跃迁机制，此类型在低分位阶段使自身单元由

低向高发生跃迁，即城市自身雾霾污染加重。同向发展包括 LHt→HHt+1、LLt→HHt+1类型，临近城市雾霾污染增加或者保持较高水

平，这两种类型包括上海、合肥等四个城市。本研究区域中，并没有城市属于反向发展类型。 

高分位制约能够解释 HLt→HLt+1、HLt→HHt+1、HHt→HLt+1、HHt→HHt+1类型，此类型城市的雾霾污染在高分位段上发展受阻，雾

霾污染由高向低跃迁。HLt→LLt+1、HHt→LLt+1 属于同向制约，表示临近城市雾霾污染受到抑制；HLt→LHt+1、HHt→LHt+1 属于反向发

展，表示邻近城市污染增加。在高分位制约相应类型中，只有湖州属于 HHt→LHt+1类型。 

高分位驱动能够解释 HLt→HHt+1、HHt→HHt+1、HLt→HLt+1、HHt→HLt+1，此种类型表示在高分位阶段，城市本身能够保持较高污

染水平。其中 HLt→HHt+1、HHt→HHt+1为同向发展，表示临近城市污染增加或者保持较高污染水平，南京、无锡、常州等 9 个城市

属于此种类型。HLt→HLt+1、HHt→HLt+1属于反向发展，表示临近城市雾霾污染受到抑制，嘉兴属于此种类型。 

2.3.3要素模式构建 

将雾霾污染时空跃迁类型与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嵌套，对长三角城市群雾霾污染的时空动态性演变机理进行分析，建立调

控—经济制约、投资—外资驱动、调控—结构制约三种城市雾霾污染时空跃迁的驱动/制约模式，如图 5所示。 

 

图 4长三角城市群分位数响应及发展方向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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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经济制约：低分位制约类型属于此模式，政府调控、经济发展水平是抑制雾霾污染最显著的因素。在此模式下，随着

当地政府调控的加强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雾霾污染程度的减弱。低分位制约模式的城市数量多于低分位驱动模式的

城市，表明雾霾污染位于低分位的城市，更多是抑制雾霾污染的增加。在空间上，此制约模式的城市主要位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浙

江及安徽部分，分布较为集聚，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除宣城之外，杭州、宁波、芜湖等城市均为同向制约，与其相邻城市均能

够在政府调控或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下，使雾霾维持较低水平。宣城属于反向发展，临近城市雾霾污染加重。 

 

图 5长三角城市群雾霾污染时空跃迁驱动机制模式 

投资—外资驱动：低分位驱动及高分位驱动类型均属于此种驱动模式。在低分位驱动模式中，投资强度、外资强度、产业结

构是促进雾霾污染的主要因素。在雾霾污染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及实际利用外资强度的增加以及第二产业增加值

比重的增加均促进了上海、合肥、南通和滁州四个城市雾霾污染实现跃迁，雾霾污染程度增加。低分位驱动类型的城市均为同向

发展，在自身雾霾污染实现跃迁的同时，相邻城市的雾霾污染变化也呈现出协同发展趋势。在高分位驱动类型中，投资强度、外

资强度及经济发展水平是促进雾霾污染增加的主要因素。其中，投资强度和外资强度的影响系数较大，对此类型的雾霾污染浓度

增加的影响较大。经济发展水平仅在 0.7 和 0.8 分位数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影响系数要远小于投资强度和外资强度。此类

型的城市包括南京、苏州等城市，主要位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江苏部分，在空间上具有集中分布的特征。除浙江嘉兴以外，其他城

市均为同向发展，因此，南京、苏州等城市雾霾污染增加的同时，也对周围城市的雾霾增加起到了推动作用。嘉兴属于反向发展

城市，自身雾霾污染虽然增加，但是其邻近城市的雾霾污染得到了抑制。 

调控—结构制约：高分位制约属于此种模式，产业结构、政府调控和技术水平对雾霾污染呈现抑制作用。仅有湖州属于此模

式，并且表现为反向发展，此类型城市数量远少于其他类型的城市数量，表明高分位制约的瓶颈相对较高，不易冲破。 

总体上，长三角城市群雾霾污染的时空跃迁驱动模式呈现出自北至南由同向发展向同向制约分布的空间格局。其中，在低分

位阶段，雾霾污染受要素制约的城市比较多，要素驱动的城市比较少；在高分位阶段，雾霾污染受要素驱动的城市比较多，要素

制约的城市比较少。 

3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 2000—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雾霾污染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1）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平均雾霾污染呈现出波动变化的趋势，近年来区域差异变大。雾霾污染存在较明显的空间集聚特

征，并且空间集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具有“空间俱乐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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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ISA时间移动路径较长的城市主要在东北—西南方向上分布，移动路径较短的城市主要在东南—西北方向上分布。总体

上，具有稳定的局部空间结构的城市更多。LISA 时间路径弯曲度较高的城市主要位于长三角城市群的西北部，总体上，具有相

对稳定的空间依赖方向。长三角地区雾霾污染的空间格局演变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整合性。 

(3）长三角地区雾霾污染的空间结构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城市雾霾污染的类型更趋向于保持不变，不同类别之间的转移较

少。大部分城市雾霾污染受相邻城市雾霾污染溢出效应的影响较小，城市自身因素对雾霾污染空间结构改变的影响较大。 

(4）长三角城市群雾霾污染的时空跃迁驱动模式呈现出自北至南由同向发展向同向制约分布的空间格局。其中，在低分位阶

段，雾霾污染受要素制约的城市比较多，要素驱动的城市比较少；在高分位阶段，雾霾污染受要素驱动的城市比较多，要素制约

的城市比较少。低分位制约类型的城市属于调控—经济制约模式，分布较为集聚，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低分位驱动及高分位驱

动类型均属于投资—外资驱动模式；上海等低分位驱动类型的城市均为同向发展，在自身雾霾污染实现跃迁的同时，相邻城市的

雾霾污染变化也呈现出协同发展趋势；高分位驱动类型的城市包括南京、苏州等城市，在空间上具有集中分布的特征。高分位制

约属于调控—结构制约模式，仅有湖州属于此模式，并且表现为反向发展，此类型城市数量远少于其他类型的城市数量，表明高

分位制约的瓶颈相对较高，不易冲破。 

通过对长三角城市群雾霾污染及其时空跃迁机制的分析，可采取差异化的雾霾污染治理措施。经济发展水平对杭州、宁波等

低分位制约城市的雾霾污染起抑制作用，在经济新常态下，树立高质量发展意识，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此类城市雾霾污染

的治理。产业结构对湖州等高分位制约类型城市的雾霾污染起抑制作用，优化产业结构，减少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的比例，有

利于此类型城市雾霾污染的治理。投资强度和外资强度对上海等低分位驱动类型和南京等高分位驱动类型城市的雾霾污染起促

进作用，因此，应该优化投资结构，合理引导外资投资，同时设置投资的环境门槛。政府调控对高分位制约和低分位制约城市的

雾霾污染均起到了抑制作用，对于此类型的城市，应该积极发挥政府的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能力，同时应该建立起规范化和约束

性体制，合理引导政府的调控功能，规范政府行为。此外，技术水平对高分位制约类型城市的雾霾污染起抑制作用，加大科技投

入，发展和引进绿色节能、污染治理等新技术，加大对资源的利用程度，有利于雾霾污染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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