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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燃令”可否一放了之？ 

2023 年 1 月 

 

 

一旦“禁改限”，将对城市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建议首先从细化对烟花爆竹

燃放的管理入手，依据气象扩散条件发布烟花爆竹燃放指数，基于精准预报，

科学划定并公布定时、定点燃放方案，落实精细化管理，避免扰民，有效控制

燃放对城市环境的影响。 

 

长远来看，迈向烟花爆竹燃放解禁的条件有三条：形成与当地高密度城市居住

环境相一致的燃放守则；制定烟花爆竹废气和噪声排放标准，使其燃放能够与

现行空气质量和噪声标准相匹配；通过严格的环保标准，促使烟花爆竹生产厂

家回归传统工艺，生产超低排放的微型烟花和鞭炮。 

 

2023 年 1 月 5 日，第 39 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幕，开幕

式现场举办绚丽烟花秀，吸引游客驻足观看。（中新社 /图）  

 

疫情防控政策近期做出重大调整，恰逢春节将近，烟花爆竹“禁燃令”松绑的呼声

此起彼伏，若干城市亦对禁燃规定做出调整。解禁呼声既源于对传统年味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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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反映了当下人们对回归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强烈期盼。 

 

执行多年的“禁燃令”是否应该一放了之？这其实不是我们第一次面对同样的问

题了。上世纪 90 年代，国内主要城市都曾实施“禁燃”，SARS 之后的春节，政策

松绑为“禁改限”，2018 年前后又再度禁止，之后更趋严格。 

 

面对最近的烟花爆竹燃放解禁声浪，我们希望各地在尊重传统民俗同时，也要认

真研判，审慎决策，针对烟花爆竹燃放可能带来的空气指数爆表、噪声超标、废

弃物随意丢弃等问题，以及火灾等公共安全风险，拿出相关风险预案，基于科学

和法治做出回应，力求满足社会的多重诉求。 

 

农村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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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爆竹对于文化传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相信多数有些年纪的人，都记得

儿时放花放炮带来的兴奋和欢乐，那粘在手指上、飘散在空气中的特殊味道，还

有其中饱含的亲情、友情。而在禁燃、限放年代成长的年轻一代，也可能会在背

诵“东风夜放花千树”“爆竹声中一岁除”这样古典诗词时，生出对这一传统习俗的

好奇和向往。 

 

但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每一个市民，都不应忽略过去 40 年我们的城市环境

和社会经济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烟花爆竹本身及其消费模式的巨大变

化。 

 

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国内绝大多数城市都没有今天这样林立的楼群，鞭炮格外

细小，火药含量极为有限，很多孩子还会把挂鞭拆开来一颗颗点燃，在大片的平

房和少数低层住宅楼间，噼噼啪啪的燃放不会造成多少污染。 

 

烟花爆竹本身及其消费模式已发生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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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鞭炮格外细小，火药含量极为有限，很多孩子还会把挂鞭拆开来一颗颗点燃（图

源网络）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花炮的规格开始不断膨胀——

小鞭成了钢鞭，从 100 和 200 响为主，扩展到 500 到 1000 响为主，其声音分贝

之高、亮度之耀眼，远非传统小鞭炮所能比拟。 

 

烟花更是不断升级。从主要适合小孩子玩耍的喷射高度、旋转面积极为有限的小

烟花，发展到以彩明珠、闪光雷为代表的喷射烟花，直至大型礼花弹。由于对声

光效果的极致追求，其含有的成分和污染影响也远比传统工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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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烟花爆竹，由于对声光效果的极致追求，其含有的成分和污染影响也远比传统

工艺复杂（文汇 /图）  

 

所以，当我们在谈论希望保留这个文化传统的时候，还要意识到，今天的烟花爆

竹并不是传统的烟花爆竹，我们的城市也变成了人口密集、建筑密集、机动车密

集的城市了。经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燃煤、交通和扬尘排放在很

多重点区域都远超环境容量，一旦加上大型烟花的集中排放，造成严重污染的同

时，还可能会导致火灾、伤人事故。 

 

 

 

 

 

显然，我们居住的城市已不可能回归过去那个较为空旷和开敞的空间，能改变的

只剩烟花爆竹和燃放行为。 

 

作为长期关注污染防治的环保机构，我们多年关注烟花爆竹燃放对空气质量的影

响。烟花燃放中的主要污染物之一是 PM2.5，它是指大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

从除夕 PM2.5 爆表到“跨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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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与较粗的大气颗粒物相比，PM2.5 更易附带有毒、

有害物质（例如重金属、微生物等），且在大气中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因

而对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的影响更大。 

 

2012 年，北京在全国率先开展 PM2.5 监测和发布。当年除夕，我们看到北京西

城官园站点 PM2.5 浓度从 18 时的 20 微克，飙升至 23 时的 503 微克，至凌晨 1

时达到 1593 微克。而 PM2.5 国家标准日均值限值为 75 微克。 

 
@公众环境马军  微博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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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全国 74 个城市开展 PM2.5 监测，春节 0 点唐山一站点达到 985 微克，

济南一站点达到 852 微克。 

 
@公众环境马军  微博截图  

 

2014 年，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城市扩展到 161 个城市，除夕夜 68 个城市

发生了重度及以上污染。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通报指出，除夕夜间烟花爆竹集

中燃放是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春节凌晨 1 时到 3 时 PM2.5 小时浓度明显

升高，桂林、咸阳、株洲、衢州、西安、北京等 80 个城市 PM2.5 小时平均浓度

严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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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起，我们开始通过蔚蓝地图 APP 做更多跟进观察。当年春节凌晨 2 时，

北京共有 9 个站点爆表，其中平谷县城浓度高达 1000 微克，河北多个监测站

PM2.5 浓度破千。 

       

 

蔚蓝地图 APP 截图  

 

2016 年除夕全国有 67 个监测站点爆表。2017 年除夕，包括北京在内，全国多

个站点 PM2.5 浓度上千，抚顺新华站点浓度达 1751 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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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蓝地图 APP 截图  

 

 

需要指出的是，PM2.5 具有在大气中停留时

间长、输送距离远的特性，因此它并非只是在

除夕夜产生影响，而是可能形成挥之不散的

“跨年霾”。2017 年初一早晨，全国多个城市

爆表。@新浪湖南记录了湖南多个城市 PM2.5

爆表甚至导致航班延误的状况：“9 点监测，

常德 450，岳阳 446，株洲 438，长沙 427，

赶超京津冀。空城长沙成了寂静岭，黄花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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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也延误了。” 

 

2018 年，在五年大气污染治理行动计划取得进展、三年蓝天保卫战启动的背景

下，北京、上海等城市纷纷出台禁燃令，除夕夜 PM2.5 峰值浓度显著下降。根据

@北京环境监测 的统计，平均浓度较 2017 年下降 225 微克。与之相对照，区域

内部分未禁燃地区仍爆表频发，河北 12 站点 PM2.5 浓度超过 1000 微克。 

 
2018 年，北京、上海等城市纷纷出台禁燃令，除夕夜 PM2.5 峰值浓度显著下降。与

之相对照，区域内部分未禁燃地区仍爆表频发。（蔚蓝地图 APP 截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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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统烟花爆竹的噪声污染也更加严重。根据相关标准，居民区昼间噪声应在 55

分贝之下，夜间为 45 分贝之下。2012 年曾有记者在北京测试，在关紧门窗的条

件下，室内噪音最高达到 94 分贝。而在高层住宅林立的小区燃放，其回声效果

影响的人群进一步放大。 

 

 

 

 

鉴于距离 2023 年春节只有不到半个月，要完成对烟花爆竹生产和排放规格的调

整基本来不及，建议首先从细化对烟花爆竹燃放的管理入手。必须认识到，一旦

“禁改限”，将对城市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 

 

从 2023 年春节假期的可行选择来看，建议有意“禁改限”的城市参考欧盟国家的

做法——在临近重要节日之前，当地一些社区政府和管理机构会向居民发出通告，

规定出本地区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保证燃放现场的秩序、人身

安全和卫生清洁。 

 

大型烟花表演，既可以满足增加传统年味、营造节日气氛、释放市民压力的需求，

同时也能相应降低民众自行燃放烟花爆竹的愿望。有条件的城市可以选择适合观

赏的空旷地点，组织集中燃放和观赏。国内一些城市已经就此做了尝试，新加坡

等地也有成功实践可供借鉴。 

迈向烟花爆竹燃放解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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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湖南长沙在橘子洲举办烟花秀。郑晓光  摄  

 

目前来看，由政府机构或具备相关资质和条件的机构组织集中燃放，也是 2023

年春节可行的选项。建议各地依据气象扩散条件发布烟花爆竹燃放指数，基于精

准预报，科学划定并公布定时、定点燃放方案，落实精细化管理，避免扰民，有

效控制燃放对城市环境的影响。 

 

从长远来看，迈向烟花爆竹燃放解禁的条件有三条。一是形成与当地高密度城市

居住环境相一致的燃放守则，禁止在春节期间设立的一般网点和摊位销售任何污

染排放超标的超大、超响烟花爆竹。 

 

二是制定烟花爆竹废气和噪声排放标准，使其燃放能够与现行空气质量和噪声标

准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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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通过严格的环保标准，促使烟花爆竹生产厂家回归传统工艺，生产超低排放

的微型烟花和鞭炮。这样可能会导致烟花爆竹生产成本上升，但可以通过价格指

导因素遏制过度消费，减少由燃放带来的环境负外部性。 

 

回顾历史，是希望可以照进未来。历经十年艰苦努力，付出万亿以上的治理成本，

我国主要城市空气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内很多区域

至今仍会在秋冬季出现重污染，国家为此设定了 2025 年基本消除重度及以上污

染天气的目标。相信很少有人愿意让我们的老人、孩子和有基础病的人群，暴露

在指数爆表的空气和严重的噪声影响下，我们也希望各方共同参与研讨，基于科

学和法治推进形成负责任的烟花爆竹燃放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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