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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18 日，北京又连续遭遇重
度污染的雾霾天气。与此同时，“重污染日
单双号限行”的消息在京城也刮起了“旋
风”。业内人士表示，《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
急预案（试行）》只是极端气象条件下“减缓
重污染恶化”的短期应急举措，但空气污染
的形成非一日之功，解决起来还得作长远
打算。

难度前所未有 任务十分艰巨

北京市环保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机动

车 、燃 煤 、扬 尘 对 PM2.5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22.2%、16.7%和 15.8%，成为当前影响北京

市空气环境质量的 3 大重要污染源。同

时，周边地区空气污染的输入性影响也不

容小视

环境保护部日前与京津冀等 6 省区市
政府签订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并发
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实施细则》，确定“实施综合治
理”、“强化污染物协同减排”、“统筹城市交
通管理”、“防治机动车污染”、“调整产业结
构”、“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等 6方面任务。

千斤重担主要压在了北京市的肩上。
不久前发布的《北京市 2013—2017 年清
洁空气行动计划》明确提出，经过 5 年的努
力，到 2017 年北京市的细颗粒物年均浓度
要比 2012 年下降 25%以上，控制在每立方
米 60 微克左右。具体办法是通过实施

“863”行动，即 8 大污染减排工程、6 大实
施保障措施、3 大全民参与行动，力争到
2017年明显改善全市空气质量。

难度前所未有，任务十分艰巨。“实现
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意味着我们要
用 4 年左右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十年的
历程，必须全力以赴打好大气污染防治这
场硬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
书记郭金龙强调。同时，北京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安顺也表示，“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和勇气，用硬措施来完成硬任务，切实改善
首都空气质量。”

为强化考核问责，北京市将细颗粒物
指标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构
建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的目标责任考核
体系，将行动计划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纳入

绩效考核体系。每年初对各区县政府、市
有关部门和市属国有企业上年度任务完成
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考
核评价的重要内容，适时向社会公布，并实
行“一票否决”。

压减燃煤 控车减油

今后 5 年，北京市将突出围绕压减燃

煤、控车减油、治污减排、清洁降尘 4 大关

键领域，落实大气污染防治任务；同时，通

过植树造林、扩大水面、生态修复等措施，

大力提升环境容量

此前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北京市清
洁空气行动计划(2013—2017 年)重点任
务分解》，从压减燃煤、控车减油、治污减
排、清洁降尘、重污染应急、措施保障等 6
大方面细化分解了 84 项具体任务，每条任
务都量化了要实现的目标，给出了建议实
施的政策、方案、措施、完成节点，确定了任
务的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并明确了牵头单
位的责任人。

据悉，燃煤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是最多
的，北京市的二氧化硫目前全部来自燃煤，
燃煤产生的氮氧化物占总数的 20%，细颗
粒物占 16.7%。到 2017 年，北京市燃煤总
量比 2012 年削减 1300 万吨，控制在 1000
万吨以内；到 2015 年，城市核心区实现无
煤化；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区政府完成
剩余 4900 蒸吨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工
程。全市新建项目原则采用电力、天然气
等清洁能源，不再新建扩建使用煤、重油和
渣油等高污染燃料的项目。

北京市环保局大气处处长于建华表
示，北京市的 5 年计划在压减燃煤这块可

以说是下了狠心，不仅要通过清洁能源更
新，还全面禁止新建燃煤项目。据了解，目前
全市年燃煤总量2300万吨，到2017年要削
减1300万吨，减少比例达到56%，超过了一
半，“相比其他省市，这个力度很大，很多地
区削减 20%都相当困难”。到 2015年底，东
城区和西城区将率先彻底告别燃煤。

在广大市民普遍关心的机动车排放污
染防治上，《任务分解》提出，一是控制机动
车规模，2017 年底全市机动车保有量控制
在 600 万辆以内，为此将制定更为严格的
小客车新增数量控制措施，引导购置电动
车、小排量客车，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实
施。二是控制车用燃油总量，通过调整车
辆能源结构、推广新能源汽车和小排量汽
车、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严格执法监管等
措 施 ，到 2017 年 实 现 车 用 燃 油 总 量 比
2012 年降低 5%以上，促进机动车污染物
减排。三是研究制定提高用车成本、降低
机动车使用强度的公共政策。四是加快完
善北京市车辆和外埠车辆限行政策。

此外，老旧机动车排放强度大、污染
重，也需要加快淘汰。

削减存量 严控新增

分析显示，北京市大气污染中，工业的

贡献率约为 15%至 16%。日前，北京市经济

信息化委、市环保局联合向外界公布工业

领域落实清洁空气行动最新进展——从

2013 年 1 月到 9 月底，全市已调整退出污

染企业 184 家。此外，北京市将全方位禁批

未通过节能评估和环评审查的项目

据了解，《北京市 2013—2017 年清洁
空气行动计划》要求，到 2016 年，本市工业

领域要累计调整退出污染企业 1200家，累
计削减工业燃煤 200 万吨。到 2017 年，全
市水泥产能削减到 400 万吨左右，全市炼
油规模控制在 1000万吨。

为完成上述目标，2013 年以来，全
市工业领域严控新增污染源，加大存量
污染削减力度。9 月份，北京金隅顺发
水泥有限公司、金隅平谷水泥有限公司
相继关停燃煤窑炉，年底前将全部实现
停产。停产后，可以压减水泥产能 150
万吨，每年减少煤炭消耗 11 万 吨 ， 减
少二氧化硫排放约 140 吨，减少氮氧化
物排放约 1600 吨，减少烟粉尘排放约
390 吨 。 此 外 ， 北京市控制炼油规模，
已停止审批炼油行业扩大产能项目，还取
消了 800万吨炼油产能扩建计划。对于新
增排放量的工业建设项目，北京实施“减
二增一”的削减量替代审批制度。“有一
家大型企业与我们商谈新上项目的事，我
们先表明，新项目每新增一份污染排放，
首先要在企业其他项目中减少两份污染
排放，才有可能通过项目环评。”北京
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解释说。同时，全
方位禁批未通过节能评估和环评审查的
项目，对未完成大气污染物减排任务的
行业实施全行业限批。

此 外 ， 为 大 幅 削 减 工 业 燃 煤 ，
2013 年 北 京 市 级 以 上 开 发 区 已 完 成
559.5 蒸 吨 燃 煤 设 施 清 洁 能 源 改 造 任
务，提前完成年度 500 蒸吨改造任务。
目前，北京还正在推进工业企业清洁生
产，并加大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力度，
现 已 组 织 108 家 企 业 开 展 清 洁 生 产 审
核，其中强制性审核 38 家，自愿开展
审核 70 家。

据介绍，北京市有关部门已发布通
知，将企业环保守法情况作为银行审办信
贷业务条件之一，并严格限制污染严重企
业上市融资。同时，北京市将完善企业调
整退出、重点污染治理工程等资金补助办
法，鼓励企业深化治理。

北京市还呼吁广大市民，从自身做
起、从点滴做起，同呼吸、共责任、齐努
力，以减少空气污染。比如绿色出行，积
极参与“无车日”行动，少开私家车，多
乘坐公共交通，停车熄火，以及及时维修
保养车辆等。

全力打好北京大气污染防治这场硬仗
本报记者 苏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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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发布 9 月及三季度重点区域和

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

70座城市出现污染天气

10月22日，北京市正式发布新修订后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

应急预案(试行)》，将空气重污染预警分为由轻到重的4个级别，分

别用蓝、黄、橙、红4色预警。按照预案，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启动

时，将实施面向全社会的“停产、停工、停放、停烧、停车、停课和冲

洗道路”等“六停一冲”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本报北京 10 月 22 日讯 记者鲍晓倩报道：环境保护
部今天发布了 2013 年 9 月份及第三季度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 74
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

9月份，74个城市达标天数比例范围为13.3%至100%，
平均为 67.2%。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 32.8%。海口、拉萨、
舟山、福州、银川5个城市的达标天数比例达100%，哈尔滨、
盐城、泰州等 24 个城市达标天数比例在 80%以上，长春、连
云港、扬州等26个城市达标天数比例范围为50%至80%，19
个城市达标天数比例不足 50%。超标天数中以 O3 和 PM2.5

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较多，分别占超标天数的 48.8%和
38.4%。按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评价，9 月份空气
质量相对较差的前 10 位城市分别是邢台、石家庄、唐山、邯
郸、济南、衡水、保定、廊坊、天津和西安。

9 月份，京津冀地区 13 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
范围为 13.3%至 83.3%，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 40.9%，平均
超标天数比例为 59.1%。“长三角”地区 25 个城市空气质量
达标天数比例范围为 43.3%至 100%，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
78.4%，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 21.6%。“珠三角”地区 9 个城
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范围为 46.7%至 93.3%，平均达
标天数比例为 66.0%，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 34.0%。

结果显示，2013 年第三季度，74 个城市达标天数比例
范围为 15.2%至 100.0%，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 68.9%，与
上季度相比提高 6.4个百分点。

本报拉萨 10 月 22 日电 记者夏先清 代玲报道：今
年前 3 季度，拉萨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 271 天，空气质
量优良率达 99.3%。

近年来，拉萨市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努力构建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拉萨市环保局副局长王军敏告诉记者，
2008 年以来，拉萨累计投入 3 亿多元，用于拉鲁湿地自然
保护区的生态恢复、保护能力建设和保护设施建设；累计投
入 3.51 亿元，完成造林、封山育林 54.41 万亩，完成城市绿
化项目 69个。

为保护拉萨的蓝天碧水，拉萨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慎
重发展工业的原则，严格禁止高污染、高能耗项目及企业落
户拉萨。在控制污染方面，拉萨市在国家及对口援藏省市
的帮助下，实施了拉萨市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大大改善了
拉萨环境基础设施。同时，通过开展大气污染源治理专项
行动，拉萨确保了空气质量的高优良率。

拉萨前3季度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