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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4 月项目亮点 
 

 

 

 

1.1 京津冀“十四五”消除重
污染天气研究结题——破解
重污染天气治理难题 

 

2023年 4月 28日下午，

在能源基金会的支持下，清华

大学、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

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单

位召开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消除重污染天气协同治理路径

研究”联合项目结题评审会。

生态环境部大气司李巍处长、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

区总裁邹骥、项目总顾问中国

工程院贺克斌院士、中国科学

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贺泓院士

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会议。	

该项目通过深入分析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能

耗现状和各行业的减排潜力，

构建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高

分辨率融合碳排放和大气污染

物排放清单。同时，从区域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的角度着手，

以北京市为受体，聚焦重污染

天频发的秋冬季时段，划定联

防联控区域和差异化的城市管

控等级。	

1.2 苏皖鲁豫交界地区散煤
污染特征及控制政策研究中

期会 —— 探究苏皖鲁豫交界
地区散煤污染特征 

2023 年 4 月 21 日，由能

源基金会支持，生态环境部环

境规划院与苏皖鲁豫各省市承

担的“苏皖鲁豫交界地区散煤

污染特征及控制政策研究”项

目中期会顺利召开。生态环境

部大气司处长王凤，生态环境

部环境规划院主任、研究员雷

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大气

部部长钟声，安徽省生态环境

科学研究院副所长汪水兵，济

南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所长王国

臣等专家出席了此次会议。 

项目通过前期初步摸排，

分析了交界地区人口分布、地

形地貌、气候条件、农业生产

以及涉散煤使用的工业行业生

产情况，识别调查的重点与难

点，针对不同散煤消费类型，

分类设计不同类型散煤调查方

案。基于研究提出的调查方

案，开发散煤调查工具，采用

部门走访与入户调查两种方

式，针对交界地区 24个城市的

农业、民用、经营性炉灶散煤

消费情况组织开展入户调查。 

1.3 广东省大气中活性挥发性
有机物研究及其对空气质量

管理的启示”结题会顺利召

开——为广东省未来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提供支持 

2023 年 4 月 27 日下午，

由能源基金会资金支持、暨南

大学承担的“广东省大气中活

性挥发性有机物研究及其对空

气质量管理的启示”课题结题

论证会在广州大厦成功召开。

生态环境部二级调研员李阳、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副处长段献

忠、北京大学院士张远航、中

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龚山

陵、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高健等专家出席了此次会

议。 

项目对广东省环境空气

VOCs 全组分表征和重要 VOCs
排放源的最新研究进行了分

析，对美国 EPA PAMS 监测物

种评估方法进行了梳理与总

结。项目研究成果对我国未来

VOCs业务化监测和二次污染防

控路径的制定具有重要启示，

但需要进一步加强与管理决策

部门之间的合作，将项目研究

成果在实际空气质量管理工作

中进行落地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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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空气、气候与健康 

2.1 京津冀“十四五”消除重污染天气研究结题——破解重污染

天气治理难题 

4月28日，在能源基金会的支持下，清华大学、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中国环境

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召开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消除重污染天气协同治理路径研究”联

合项目结题评审会。生态环境部大气司李巍处长、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

裁邹骥、项目总顾问中国工程院贺克斌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贺泓院士

等领导和专家出席会议。（图 1） 

该项目通过深入分析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能耗现状和各行业的减排潜

力，构建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高分辨率融合碳排放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同时，

从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角度着手，以北京市为受体，聚焦重污染天频发的秋冬季

时段，划定联防联控区域和差异化的城市管控等级，针对高能耗的重点行业建立了生

产全过程的环保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企业重污染天气预警应急期间的差异化管控

方案。研究围绕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的减排需求，制定了以煤控为优先导向的减排路

径：通过实施降低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产业结构优化、农村散煤治理等措施，可预

计减煤 7700 万吨。分析显示，综合减排路径在平均气象条件下的健康效益作用显著，

过早死亡人数可以降低到 370 人/月（–82%）；与此同时，从减排路径的成本效益和

经济社会的影响上来看，“十四五”期间京津冀及周边城市秋冬季重污染天气消除带

来的效益总体上大于支出，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带来正面影响。项目建议进一步优化重

图 1 结题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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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天气精准管控措施，建立重大环境政策经济社会影响分析机制，并建立重污染天

气应对下的部分企业和业主停限产补偿、补贴机制和优惠政策。 

李巍处长充分肯定了该项目的研究成果，他指出，在能源基金会的积极支持下，

项目为冬奥会空气质量保障提供了科学支撑，确保活动期间空气质量保持优良，并建

议全面总结京津冀地区重污染规律及已有措施经验，通过措施优选形成管控效果持续、

经济影响小的重污染天应对方案，也为汾渭平原等其他重点区域提供了有效借鉴。 

邹骥总裁对生态环境部长期以来对能源基金会工作的支持与指导表示感谢，指出

以重点地区重大活动空气质量为案例分析消除重污染天气工作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科学技术意义和管理意义，项目团队在复杂情形下，解决了本地排放与跨区域输送的

问题，有必要对此次实践的实现路径、转型过程、政策工具进行系统梳理，为推进

“十四五”消除重污染工作，支撑中长期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制定更加协同的系统解决

方案提供参考。 

贺克斌院士提到，该项目通过重点地区冬季重大活动空气质量改善案例的研究分

析，把排放、基础减排、应急减排、碳污协同、工程经济、社会影响、健康效益等要

素集合到了消除重污染的成果方案里，研究视角实现了三个兼顾：近期切入兼顾中长

期，污染切入兼顾碳污协同，技术切入兼顾方案经济性。未来要继续总结方案的成功

经验，进一步设计优化路线，以实现减污降碳的增长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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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减污降碳 

3.1  生物质能清洁利用推动减污降碳的战略定位和应用场景研究

中期会 —— 探讨生物质能技术在农村用能方面的潜力 

2022年 4 月 10 日下午，由能源基金会支持，生物质能产业分会承担的“生物质能

清洁利用推动减污降碳的战略定位和应用场景研究”项目中期会顺利召开。会议邀请

了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

研究员任东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杨旭东，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原副总

经理/教授级高工袁宝荣，世界银行高级气候专家李洁，中国能源研究会分布式能源专

业委员会主任、教授级高工段洁仪。项目旨在探讨中国生物质能发展的宏观战略，评

选生物质清洁利用各类技术的示范项目，建立评价体系标准，对生物质能技术在农村

用能方面提出推广建议。 

项目通过对我国生物质能清洁利用现状、路径等研究，论证了生物质能清洁利用

在减污降碳以及实现双碳目标、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的重要作

用。课题对我国生物质资源量及利用潜力进行分析，到 2030年，我国县域有机废弃物

能源利用率可达 40%，替代标煤约 2.5 亿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7.87 亿吨。通过结合我

国生物质能利用的现实情况及目前存在的挑战、机遇等，报告给出了生物质能发展的

宏观战略建议：一是把生物质清洁供热和生物天然气作为主要发展方向，二是把解决

电价补贴拖欠作为重要任务，三是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四是建立县域生物质能开发

利用商业模式，五是建立体系化管理机制。 

课题在研究过程中，通过查阅文献、专家咨询、项目调研等方法，获得了大量的

文字、图片、数据等信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生物质清洁供暖、生物天然气、生物质

热解气化等在内的生物质能清洁利用案例库，并给出了生物质能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

建议，通过对对各类废弃物分类开发和梯级利用，对木质类生物质可作为燃料使用，

对秸秆、畜禽粪污、厨余垃圾等生物质可通过厌氧发酵工艺制取沼气，根据市场需求

后续可提纯为生物天然气或生产生物甲醇、氢气等。（图 2） 

图 2 项目研究-中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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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专家对课题现有进展表示肯定，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梳理报告的结构框架，

理清报告整体的逻辑顺序。减污降碳潜力分析方面，在目前结果的基础上，给出分析

过程。在生物质能清洁利用技术路径上，重点补充生物天然气不同技术路径的优缺点

分析。在案例筛选方面，对生物质能清洁利用的案例进行梳理、分类、总结，分析案

例的筛选标准。在评价体系方面，建立起生物质能清洁利用的评价体系，同时选取典

型案例验证评价体系的适用性和合理性。在应用场景的划分方面，明确应用场景的内

涵及划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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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苏皖鲁豫交界地区散煤污染特征及控制政策研究中期会 —— 
探究苏皖鲁豫交界地区散煤污染特征 

2023 年 4 月 21日，由能源基金会支持，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与苏皖鲁豫各省市

承担的“苏皖鲁豫交界地区散煤污染特征及控制政策研究”项目中期会顺利召开。生

态环境部大气司处长王凤，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主任、研究员雷宇；江苏省环境监

测中心大气部部长钟声，安徽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所长汪水兵，济南市环境科学

研究院所长王国臣，河南省生态环境技术中心大气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马南等专家

出席了此次会议。 

2021 年，交界地区平均 PM2.5 浓度为 39 μg/m3，是全国平均浓度的 1.3 倍，与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平均浓度（43 μg/m3）接近，是全国 PM2.5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各

城市 O3日最大 8小时浓度第 90百分位数的均值为 155 μg/m3，高于长三角地区平均水

平（151 μg/m3），也是全国 O3 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十三五”期间，交界地区

PM2.5平均浓度下降 29.5%，降幅低于京津冀及周边（35.4%）和长三角地区（32.3%），

成为重点区域间空气质量改善的洼地。从近几年重点区域散煤治理成效看，散煤治理

对重点区域 PM2.5 平均浓度改善贡献率达三分之一以上，交界地区散煤治理工作较为

滞后，有较大提升空间，深入了解各城市散煤使用特征是精准施策推动治理的关键。 

项目通过前期初步摸排，分析了交界地区人口分布、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农业

生产以及涉散煤使用的工业行业生产情况，识别调查的重点与难点，针对不同散煤消

费类型，分类设计不用类型散煤调查方案。基于研究提出的调查方案，开发散煤调查

工具，采用部门走访与入户调查两种方式，针对交界地区 24个城市的农业、民用、经

营性炉灶散煤消费情况组织开展入户调查。设计完成散煤入户调查小程序，完成了交

界地区散煤入户调查工作，开展了大量的统计分析，据初步估计，交界地区煤炭总消

费量达 3 亿吨左右，单位面积煤炭消耗强度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相当，半数城市耗煤

图 3 项目研究—取暖散煤使用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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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超过 1000 万吨。基本摸清了交界地区不同类型散煤使用季节性特征、主要煤炭消费

分布等，为科学制定散煤治理路径奠定了基础。（图 3） 

与会专家对项目进展表示充分肯定，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进一步梳理总结

散煤消费特征，确保准确性与代表性；二是基于不同散煤类型，加快推进散煤治理路

径经济性与可行性的相关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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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钢铁行业减污降碳经济政策研究项目结题会 —— 支持钢铁行

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2023年 4 月 26 日，由能源基金会支持，政研中心承担的“钢铁行业减污降碳经济

政策研究”项目结题会在北京顺利召开。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许文，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助理、环保中心主任刘涛，发改委价格成本调查中心

调查一处处长黄进，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战略研究处处长王清容，生态环境部政

研中心环境经济政策首席专家沈晓悦，生态环境部信息中心副总工程师张波，河北省

生态环境厅综合处处长王佳等专家出席了此次会议。 

项目旨在研究支持钢铁行业减污降碳、绿色转型发展的相关经济政策，总结分析

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障碍，以推进长流程炼钢向短流程转变、加速全行业超低排放改造

为重点，为钢铁行业绿色低碳相关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决策参考。 

项目通过政策梳理、文献综述、专家访谈识别问题，并赴河北等钢铁产能集中地

区开展专题调研，与唐山市、武汉市财政、发改、经信、税务和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

和金融机构座谈交流，深入唐山首钢京唐、武汉钢铁等钢铁企业了解行业和企业发展

状况、面临困难和诉求建议，形成《钢铁行业减污降碳经济政策研究报告》。研究表

明，财政政策对钢铁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和污染物减排发挥重要作用，差别化电价政策

显著提高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的积极性，但绿色税收、绿色金融等政策工具对行业

减污降碳尤其是短流程炼钢的促进作用仍有不足。针对问题，提出建议如下：一是加

强地方财政资金的统筹优化管理，有序引导地方财政向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和节能

减排领域倾斜。二是优化整合差异化价格标准，研究制定针对短流程炼钢的价格优惠

政策。三是落实废钢回收流程的税收优惠，扩展废钢资源综合利用优惠范围。四是加

快金融机构与企业供需对接，完善钢铁转型绿色金融相关标准，优化绿色信贷审批流

程。（图 4） 

专家组充分肯定了项目研究成果，认为在国家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背景下，研

究促进钢铁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经济政策，对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释放政策红

利，引导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 

图 4 项目研究--重点地区案例分析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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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协同管理的制度与机制 

4.1 广东省大气中活性挥发性有机物研究及其对空气质量管理的

启示”结题会顺利召开——为广东省未来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

支持 

2023 年 4 月 27 日下午，由能源基金会资金支持、暨南大学承担的“广东省大气中

活性挥发性有机物研究及其对空气质量管理的启示”课题结题论证会在广州大厦成功

召开。生态环境部二级调研员李阳、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副处长段献忠、北京大学张远

航院士、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龚山陵、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高健、生态

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宁淼、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叶代启、暨南大学教授王伯光、广

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陈多宏和中山大学副教授莫梓伟作为专家出

席了此次会议。（图 5） 

该项目通过对广东省环境空气 VOCs 全组分表征和重要 VOCs 排放源的最新研究分

析，发现活性含氧 VOCs物种的排放对大气环境中臭氧的浓度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含氧 VOCs物种在总 VOC中所占的比重与烃类相当，特别是柴油车和许多溶剂源的排放

贡献较高；与此同时，项目对美国 EPA PAMS监测物种评估方法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并

基于广东省典型站点和部分其他城市站点的 VOCs 观测结果，对比了我国 VOCs 监测目

标物种与美国的差异，建议将关键含氧 VOCs物种纳入监测目标物种，通过多技术组合

方式实现主要活性组分的监测表征。研究指出，相较于无差别 VOCs总量减排，基于活

性的 VOCs减排使得珠三角 PM2.5下降显著，臭氧浓度下降 15%，OFP减少 50%。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项目自实施以来，针对活性 VOC识别与来源解析、以及基于

活性 VOC 减排方案的制定等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研究成果，按计划完成了各项

研究内容，研究成果具有较好的创新性和应用价值，对广东及我国其他地区大气二次

污染防治具有重要启示，并且能够为我国未来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中有关 VOCs 监
测物种的确定提供科学支撑。项目研究成果对于我国未来 VOCs 业务化监测和二次污

染防控路径的制定具有重要启示，但需要进一步加强与管理决策部门之间的合作，将

项目研究成果在实际空气质量管理工作中进行落地与检验。

图 5 与会专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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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空气质量分析 

5.1 重要城市及地区 4 月空气质量分析  

应急管理部会商分析指出：4月份共有 6次沙尘过程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

其中，4 月 9日-13日、27 日-29日过程为沙尘暴级别，4 月 18 日-21日达到强沙尘暴

级别，造成华北、西北地区局地农作物受灾。4 月上旬，我国西北地区，内蒙西部，

新疆，中蒙边界等多地出现沙尘天气，影响覆盖范围广。此外，受秸秆露天焚烧影响，

东北平原多地出现重度污染，沈阳部分站点 PM2.5破千。4月中旬，高浓度沙尘向东部

及南部移动，北方广大地区同时爆表。4 月下旬，频发沙尘暂时休止，中东部气温大

幅下降，空气总体恢复清新。 

4 月，北京 PM2.5月

均浓度 42.7μg/m3，同

比上升 17.8%，优良天数

比例 80.0%，同比上升

4.3%。受沙尘气团影响，

北京地区1-4月重度及以

上污染天数累计比例

5.8%，同比上升 5.0%。 

京津冀及周边城市

PM2.5 月 均 浓 度

45.8μg/m3，同比上升

15.0%，优良天数比例

70.1%，下降 11.7%。1-4 月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累计比例 8.0%，同比上升 5.4%。 

汾渭平原地区 PM2.5月均浓度 49.3μg/m3，同比上升 34.7%，优良天数比例 63.9%，

同比下降 22.7%。1-4 月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累计比例 10.3%，同比上升 6.4%。 

长三角地区 PM2.5月均浓度 34.1μg/m3，同比上升 17.0%，优良天数比例 81.6%，

同比下降 2.8%。1-4 月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累计比例 1.5%，同比上升 1.3%。（图 6） 

 

 

 

 

图 6 重要城市及地区 4 月空气质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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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重点城市及地区一季度 PM2.5 同期比较  

2023 年，随

着疫情的有力控

制，整体经济形

势回暖，社会经

济活动迅速恢

复，大气污染治

理工作形势严

峻。据统计数据

显示，一季度生

铁、粗钢、水

泥、有色产量同

比增长 7.6%、

4.1% 、 6.1% 和

9%，原煤、焦

炭、原油产量和

火力发电量同比

增 长 5.5% 、

3.8% 、 2% 和

1.7%，造成短期

内大气污染物排

放同比上升。同

时，1-4 月我国

沙尘天气频发，

全国地级及以上

城市受沙尘影响

的天次超过 2017

至 2020 年的同

期之和，叠加气

候条件扩散不

利，全国大部分

地区 PM2.5 浓度

较去年同期有不

同程度的增加。 

作为“十四

五”的开局之

年，部分地方政

府超额完成“十

三五”规划的大

气污染防治指

标，一定程度上

放松了对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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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华北地区工业企业在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普遍存在不按规定落实减排措施、

自行降低减排要求、甚至采取手段规避监管等情况。 

生态环境部日前公布，一季度，全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0.9%，同比下降 2.5 个百分点。6 项污染物指标中，除 PM2.5 和一氧化碳浓度同比下

降外，PM10、臭氧、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的浓度同比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反弹。 

 

 

 

 

 

 

 

 

 

 

 

北京一季度 PM2.5 平均浓度为 48μg/m3，同比上升 33.3 % 。其中 1 月份 PM2.5 

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 13μg/ m3，2 月份、3 月同步分别上升 32μg/ m3，19μg/ m3。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一季度 PM2.5 平均浓度为 68μg/m3，同比上升 7.9 % 。汾渭平

原一季度 PM2.5 平均浓度为 73 μg/m3，同比上升 4.1% 。长三角地区一季度 PM2.5 平

均浓度为 46 μg/m3，同比下降 2.2% 。珠三角地区一季度 PM2.5 平均浓度为 23 μ

g/m3，同比上升 17.4% 。苏皖鲁豫地区一季度 PM2.5 平均浓度为 63μg/m3，同比上升

4.8% 。（图 7） 

 

 

 

注 1：PM2.5和 O3数据来自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数据说明：城市空气质量根据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发布的

实时监测数据统计，因监测仪器问题，可能出现缺值或异常值，影响统计结果。上述统计数据，未剔

除沙尘天影响，未经有效性审核，仅供参考。 

图 7 重点城市及地区一季度 PM2.5 同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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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当月时政速递 

6.1 大气司张大伟——加强煤电行业超低排放监管 
近年来，在煤电装机容量、发电量分别增长 41%、

28%的情况下，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由

千万吨级下降到百万吨级。煤电行业是二氧化碳排放

量最大的行业，也曾经是大气污染物排放最大的行业。 

近日，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副司长张大伟指出，

电力行业属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人才济济，是出

经验、做表率的行业，面向新形势新要求，需要带头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加快推

动煤电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并重转型，从以煤电机组自身治理改造为主，

向推动运输结构调整、带动低效散煤替代等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拓展延伸，加快完成

清洁低碳转型。 

 

6.2 生物质能产业协会——“第四届全球生物质能创新发展高峰论

坛 
4 月 17 日，以“奋进碳时代，构建新生态”为主题，

由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中国农业大

学、国际能源署生物质能中国组、中国能源研究会绿色

低碳技术专委会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全球生物质能创新

发展高峰论坛暨有机固废资源（能源）化利用科技装备

展”在京召开。能源基金会支持“农村清洁供热和新型

能源系统助力双碳发展”分论坛，与来自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的政府代表、以及众多专家学者

和企业代表，围绕生物质能创新发展，助力双碳构建新生态，展开深层次探讨。 

 

6.3 国际动态——德国关闭最后三座核电站，加快布局氢能，全

面淘汰核电！ 
根据德国政府网站发布的消息，德国将于当地时间 15日关闭该国最后三座核电

站。消息说，“4月 15日，德国核电时代将结束。在法律上、技术上和经济上，都无

法再延迟这一结束时间。” 但在能源短缺问题仍未解决的背景下，有关是否保留核

电的争议仍然存在。德国《图片报》近期民调显示，52%的受访者反对关闭核电站，

37%的受访者表示赞同，另有 11%表示不确定。 

科马尔尼茨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视频专访时说，德国是工业大国，能源需求量

大，但资源储备有限，因此发展氢能，尤其是绿色氢能对德国很重要，是德国必须要

进行的一种能源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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