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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十条”已明确了空气质量改善的目标
和工作任务 
u 质量改善目标： 

l  2017年，PM10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 
l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PM2.5浓度下降25%、20%、15%左右，北京
市PM2.5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u 任务要求： 
l  燃煤机组脱硫改造3.7亿千瓦、建设脱硝4.2亿千瓦；烧结机建设、改造脱硫3.5
万和5万平方米 

l  淘汰1500万辆黄标车、63万辆老旧车 
l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和山东省压减煤炭消费总量8300 万吨。 
l  2015年淘汰炼铁1500万吨、炼钢1500万吨、水泥（熟料及粉磨能力）1亿吨、
平板玻璃2000万重量箱 

l  。。。。。 



2、任务的分解落实 

� 在国家层面：任务已分解到各部门 

� 地方层面： 

�  具体目标任务已分解到各省 

�  与各省签订了目标责任书 

�  质量改善目标 

�  工作任务 

�  各地制定了实施细则或行动方案 



3、强化实施考核 

� 强化实施考核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 

� 加强实施考核是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得的重要机制 

�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

考核办法 

� 明确了考核内容 

� 明确了考核方法 



4、考核办法要求 

     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依据国家确定的空气质

量改善目标，制定本地区《大气十条》实施细则和年

度工作计划，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市（地）、县级人

民政府，把重点任务落实到相关部门和企业，并确定

年度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合理安排重点任务和治理项

目实施进度，明确资金来源、配套政策、责任部门和

保障措施等。 



5、考核的思路 

强化绩效考
核 

兼顾工作评
估 

客观反映空气质量改善
效果，与人民群众直观
感受更加契合 

发挥各地治污的主观
能动性，体现各地工
作努力程度 

以空气质
量改善为
核心 



6、考核重点 

� 绩效考核 

� 传统的大气污染控制管理以减排污染控措施为主，强化的是

重点治理项目 

�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考核强调的是空气质量改善考核 

�  考核方式由过去的过程考核为主转变为以实施效果为主 

�  这样可有效促进地方优化污染控制方案，由单纯的污染减排转化到

产业结构调整、空间布局调整、污染防治等全面的控制措施上来 



7、考核对象 
�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的主体是各级人民政府，考核
的对象应是各级人民政府 

�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需要全方位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区域的
环境质量，不仅是环保部门的责任： 

� 产业布局 

� 结构调整 

� 污染控制  

� 多措并举，共同发挥作用 



8、考核内容 

� 质量改善状况 

� 年度质量改善情况 

� 目标年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 

� 工作完成情况 

�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对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措施有详

细的要求，是保障目标完成的基础，在考核办法中列出

了相应的工作考核内容 

35% 

65% 



     8、考核内容 
分值  序号  单项指标名称  

单项指 
标分值 

子指标名称  子指标分值 

100 

1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12  

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控制  2 
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在建项目清理  2 

落后产能淘汰  6 
重污染企业环保搬迁  2 

2  清洁生产  6  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审核与技术改造  6 

3  煤炭管理与油品供应  10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0(6)1（8）2 

煤炭洗选加工  4(0)1、2 

散煤清洁化治理  0(2)1 
国四与国五油品供应  6(2)1、2 

4  燃煤小锅炉整治  10  燃煤小锅炉淘汰  8 
新建燃煤锅炉准入  2 

5  工业大气污染治理  15  工业烟粉尘治理  8 
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7 

6  城市扬尘污染控制  8  建筑工地扬尘污染控制  4 
道路扬尘污染控制  4 

7  机动车污染防治  12  

淘汰黄标车  7 
机动车环保合格标志管理  2(1)1、2 

新能源汽车推广  0(1)1、2 

机动车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1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  2 

8  建筑节能与供热计量  5  新建建筑节能  5(2)3 
供热计量  0(3)3 

9  大气污染防治资金投入  6  地方各级财政、企业与社会大气 
污染防治投入情况 

6 

10  大气环境管理  16  

年度实施计划编制  2 
台账管理  1 

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应急体系建设  5 
大气环境监测质量管理  3 

秸秆禁烧  1 
环境信息公开  4 



9、考核依据 

� 主要依据国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点位监测数据 

� 强化监测数据质量控制，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考核结

果为不合格，并严肃追究责任 

� 国家将逐步建立国家直接管控的监测点，用于校核各地监

测数据 



10、考核方式 

Ø 环境保护部会同有关部门组成考核组 
Ø 每年上半年 
Ø 依据目标责任书、实施细则、年度实
施计划、工作台账和自查报告 

考核方式 

现场核查与重点抽查 

地方自查 

Ø 各地区人民政府自查 
Ø 自查报告于次年2月底报送环
保部，抄报国务院相关部门 

日常督查与不定期抽查 

Ø 重点工作进展情况 
Ø 管理措施要求落实情况 

Ø 国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评价点
位监测数据 

非现场核查 



11、考核结果 

评估考核结果报经国务院审定后，并向

社会公布。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们对各

地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

重要依据 

 
 

政绩依据 

评估考核结果 l 充分发挥考核的导
向作用 

l 充分调动地方主动
能动性 



12、奖惩措施 

评估考核结果优秀的 
l 中央财政安排资金的重要依据 
l 环境保护部还将会同有关部门予以表彰 

惩罚： 

奖励： 

未通过考核 

l 环保部会同中组部、监察机关等部门进行通报批评 

l 约谈省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有关负责人 

l 年度未通过，责任城市限批，取消国家环保荣誉称号 

l 终期未通过，地区限批 

工作不力、失职渎职 
等导致未能有效治理 
和应对重污染天气、 
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监察机关依法依纪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干预、伪造监测数据 l 即视为未通过考核 

l 监察机关依纪依法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