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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我国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十分严重 



京津冀是我国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重中之重！ 

2014年上半年，74个城市达标天数比例在11.7%
～97.2%之间，PM2.5平均浓度为70μg/m3，同
比下降7.9%；PM10平均浓度为115μg/m3，同比
下降6.5%；NO2平均浓度为44μg/m

3，与去年同
期持平；SO2平均浓度为36μg/m3，同比下
降16.3%；CO日均值第95百分位数平均浓度
为2.2mg/m3，同比下降15.4%；O3日最大8小时
平均值第90百分位数平均浓度为142μg/m3，同
比上升6.8%。 
2014年上半年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前10位城市
是邢台、石家庄、保定、唐山、邯郸、衡水、
济南、廊坊、西安和天津。 

0 

50 

100 

150 

200 
2013年空气质量状况 

0 

50 

100 

150 

200 
2014年上半年空气质量状况 

全国平均 

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 

注：其中CO为日均值第95百分位数平均浓度，O3为日最大8小时均值第90百分位数平均浓度 

PM2.5 
ug/m3 

PM10 
ug/m3 

SO2 
ug/m3 

NO2 
ug/m3 

PM2.5 
ug/m3 

PM10 
ug/m3 

SO2 
ug/m3 

NO2 
ug/m3 

CO 
101mg/m3 

O3 
ug/m3 



0% 

5% 

10% 

15% 

20% 

2013年PM2.5重度污染以上的天数所占比例 

京津冀区域PM2.5重度污染以上的天数占全年的
比例高达19% ,长三角区域6%，珠三角区域0.4 
%，74个城市平均8%。 

PM2.5重污染对年均值贡献大：北京，2013年共
58个重污染日（15.9%），日均值218 ug/m3

，对年均值贡献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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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地形+地理环境à气流停滞、逆温增多
、污染辐合带 



大气污染来源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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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2010 年5月11日，环境保护部等九部委共同制定《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 

2012年2月29日，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2012年12月5日，发布《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2013年9月12日，国务院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013年9月23日，6省市7部委联合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实施细则》  

2013年10月23日，京津冀及周边6省区市和7部委协作联动构建“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 

《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天津市清新空气行动方案
》和《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2014年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环保法修订案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已经列为国家一类立法计划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 

《大气污染防治法（1988）》 
1987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22次会议通过， 

1988年6月1日起施行 

《大气污染防治法（1995）》  
1995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作出修正 

《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 
2000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进行修订， 

2000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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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存在的问题 

• 没有建立环境空气质量改善为核心的管理体系 
• 政府环境质量责任制没有落实 
• 管控的污染因子较为单一 
• 排污许可证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 缺乏大气污染防治区域协作机制 
• 机动车污染控制的规定过于原则，管理脱节 
• 缺乏重污染天气应对内容 
• “违法成本低”的现行规定，与打击违法排污行为
的迫切需要不相适应 



• 实现空气质量达标 
• 覆盖全污染源和全污染物 
• 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
生态环境 大气法修改

基本思路 

• 与“国十条”及新修订
的《环保法》相衔接 

• 借鉴国外大气污染控制法规 

基本原则和目标  指导思想  
  

制度先行 

七个统筹并行 

• 理顺管理体制 

• 明确各级政府部门职责 • 全面推进和重点突出结合 

• 强化环保部门大气环境监
督管理职能 

• 大气污染防治和良好空气质
量保护结合 

• 空气质量达标和快速有效应
对重污染天气结合 

• 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结合 
• 区域污染控制和行业污染控
制结合 

• 行政监管与市场调控结合 
• 大气污染防治和履行国际公
约结合 

• 建立严格考核评价机制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改建议 



（1）构建空气质量目标责任制 

国家实行以环境空气质量改善为核心的大
气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 

上级人民政府将大气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
况作为对下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的考核
评价内容。 

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开。 



（2）新增产品质量标准要求 

硫含量、烯烃、芳烃等�

燃  油、石油焦�

硫份、灰分等�

燃  煤� 涂料等含VOCs产品�

VOCs含量等�



实施范围从总量控制区扩大到全国 

确立“无证不得排污”的基本规则 

详细规定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包括内容、发证范围 

将发证机关由政府改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强调排污许可证是企业合法排污的依据，也是环保部门对
企业进行环境监管的法律准绳 

（3）完善排污许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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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监督管理，组
织实施环评会商、联合执法、情况互通、信息共享
、预警应急等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环境保护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主体功能区划目标
、区域空气质量状况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需要，划定
国家大气污染重点区域，报国务院批准 

（4）建立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 

划定区域	�

联防联控	�

国家设立重点区域空气质量管理机构，协调解决区域
突出大气环境问题 设立机构	�



（5）建立多污染监管、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的防治体系 

大气污染 
综合防治体系 

切实改善城市和区
域大气环境质量 

积极推进农业大气
污染防治 

加强燃煤、工业
、移动源、扬尘及
其他大气污染的防
治 

对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烟粉尘和挥发性
有机物等多种污染物
进行协同控制 



（6）强化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 

 

营造全社会参与大气环境监督管理的气氛 

• 环保部门公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行政许可、环境
统计、行政处罚、排污费征收等情况 

• 企业主动公开环境信息，并对信息负责 

• 政府公布企业违法信息，并综合使用经济、财政、行政
手段 

• 公众享有获取大气环境信息和监督大气环境保护的权利 

• 对污染大气环境的检举，实行有奖举报制度 



国家制定煤炭消费总量中长期控制目标，逐步降低煤炭
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优化煤炭使用方式 

（7）加强燃煤大气污染防治 

总量控制	�

国家禁止生产、进口、销售和燃用未达到质量标准的煤
,重点区域不得进口、销售和燃用灰份高于16%、硫份高
于1%煤炭。 

煤质管理	�

所采煤炭属于高硫份、高灰份的煤矿，必须同步建设配
套的煤炭洗选设施 

煤炭开采	�

火电厂和其他燃煤单位必须配套建设除尘、脱硫、脱硝
等减排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措施 

燃煤污染
控制	�



（8）以环保标志为主线，强化移动源管理 

定型：生产列入公告的车型
的企业，应当在新车出厂时
粘贴环保检验合格标志�

新车：未粘贴标志，不得办
理注册和营运等手续�

在用车：未粘贴标志，不得
上路行驶�

管理范围：车、船、非道路移
动机械、航空器以及油、交通
管理要求�

定型 
批量 
生产 

注册 
登记 

环保 
检验 

环保 
治理 报废 

环 保 检 验 合 格 标 志 



类 型 涉及内容 主管部门 

建筑施工 
强化企业责任 

污染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和提交保证金 
城乡建设等 
部门 

交通扬尘 
监控运输车辆防止物料遗撒 
加强道路、广场等公共场所管理 

市政、公安交通等
部门 

裸地扬尘 
裸露农田和农村的荒地生物覆盖、留茬免耕等 
绿化或者铺装河道沿线及其它裸露地面 

市政、农业、国土
等部门 

料堆扬尘 
密闭贮存、围挡、有效覆盖大型煤堆、料堆等；填埋场

、消纳场等分区作业 环境保护部门 

理顺防治体系，要求政府明确各类扬尘的监管单位 

（八）以环保标志为主线，强化移动源管理 （9）分类施治，强化扬尘大气污染防治 



（10）精细化管理 ，强化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 

产品标准要求：生产、销售、使用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
材料和产品的，其挥发性有机物含量需符合规定的限制
标准 

防治设施要求：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
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
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 

建立物料台账：工业涂装企业应当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
含量涂料，建立记录生产原料、辅料的使用量、废弃量
和去向，及其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台账 

泄露收集处理：石油、化工等企业，应当采取措施减少
物料泄漏，并对已经泄漏的物料及时收集处理。 



（11）建立重污染天气应对体系 



（12）大幅提高违法成本 

双罚制 

罚单位、罚个人（在全额赔偿所造成直接损失的基础上进行处罚） 

按日计罚 

经处罚仍不停止违法行为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实施按日计罚 

扩展证据 

在线监测数据和遥感检测结果可以作为行政处罚证据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 

2014年9月9日-10月8日  



（2014年9月9日国
务院法制办公布修
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大气污染防治的标准和规划 
第三章  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第四章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第一节  燃煤大气污染防治 
第二节  工业大气污染防治 
第三节  机动车船大气污染防治 
第四节  扬尘污染防治 
第五节  其他大气污染防治 
第五章  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 
第六章  重污染天气应对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源头治理，协同管控。 

综合施策，突出重点。 

强化责任，从严管理。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八章一百零二条 

 

1.  明确政府的环保责任。 
2.  完善排放总量控制和
排污许可制度。 

3.  加强重点领域大气污
染防治。 

4.  突出重点区域大气污
染防治。 

5.  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
预警体系。 

6.  完善法律责任，加大
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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