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源基金会 

清洁空气战略研究 
!" 34#$

2023.07	

Energy Foundation China 

Clean Air Strategic Study 



能源基金会清洁空气战略进展  总第34期  目录 

 

 

  

	

一、	7 月项目亮点	.................................................................................................................................................	2	

1.1 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和碳排放控制及减污降碳评估研究中期会	——	全面评估 1998 年以来

北京大气污染防治及碳减排工作	...................................................................................................................................	2	

1.2	“中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治理体系与应用研究“中期会顺利召开	--	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

方案》重点任务措施细化落地提供技术支撑	...........................................................................................................	2	

1.3	北京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科技支撑体系研究项目结题会	——为北京市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技术

攻关提供支撑	..........................................................................................................................................................................	2	

二、	空气与气候协同治理规划	...........................................................................................................................	3	

2.1		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和碳排放控制及减污降碳评估研究中期会	——	全面评估 1998 年以来

北京大气污染防治及碳减排工作	...................................................................................................................................	3	

三、行业减污降碳	..................................................................................................................................................	5	

3.1	基于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低碳村庄示范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期会	——	探索可复制、

可推广的低碳村庄模式	.......................................................................................................................................................	5	

3.2		北京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科技支撑体系研究项目结题会	——为北京市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技

术攻关提供支撑	......................................................................................................................................................................	7	

四、	协同管理的制度与机制	...............................................................................................................................	8	

4.1	“中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治理体系与应用研究“中期会顺利召开	--	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

施方案》重点任务措施细化落地提供技术支撑	..................................................................................................	8	

五、	空气质量分析	..............................................................................................................................................	10	

5.1		2023 年 7 月全国 PM2.5 浓度情况	....................................................................................................................	10	

5.2		2023 年 7 月全国 O3浓度情况	.............................................................................................................................	11	

5.3	重要城市及地区 7月空气质量分析	....................................................................................................................	12	

六、	当月时政速递	..............................................................................................................................................	13	

6.1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京召开	.........................................................................................................................	13	

6.2	中央深改委——《关于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意见》	................................................	13	

6.3	北京大学研究——《生态文明时代大气环境治理的变革与转型》	.....................................................	13	

目      录 



能源基金会清洁空气战略进展  总第34期 【7月项目亮点】 

2 

 

  

一、 7 月项目亮点 

 

 

 

 

1.1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和碳
排放控制及减污降碳评估研

究中期会 —— 全面评估 1998
年以来北京大气污染防治及

碳减排工作 

 

2023年 7月 14日，由能

源基金会支持，清华大学和在

北京市应对气候变化管理事务

中心承担的“北京市大气污染

治理成效评估研究”	与“北京

市碳排放控制及减污降碳评估

研究”中期会在京顺利召开。

会议邀请了北京大学朱彤院

士、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

院聂磊研究员、儿童投资基金

会中国区副首代 /研究员刘

强、中国人民大学王克副教

授，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白荣春顾问、国

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戴

彦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

究员李善同，北京市生态环境

局科技国际处（应对气候变化

处）明登历处长、大气环境处

谢金开副处长等领导专家。	

项目旨在全面评估 1998
年以来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及

碳减排工作，推动北京市空气

质量持续改善，进一步缩小与

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差距。	

1.2 “中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治理体系与应用研究“中期

会顺利召开 -- 为《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实施方案》重点任

务措施细化落地提供技术支

撑 

 

 

2023 年 7 月 24 日，由能

源基金会支持，生态环境部环

境规划院承担的的《中国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治理体系与应用

研究》项目召开中期研讨会，

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的专

家参会指导。 

项目围绕生态环境部与国

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印发的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

案》，服务于当前减污降碳协

同管理的政策需求，针对减污

降碳工作协同推进存在的短

板，重点解决四个方面的问

题：一是分阶段大气环境改善

与碳排放控制协同目标的定量

化表征与技术方法；二是火电

行业减污降碳关键举措与实施

路径；三是大宗固体废物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的重点措施、技

术路径与配套政策；四是京津

冀地区未来不同阶段的减污降

碳协同目标与关键控制指标。 

1.3 北京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科技支撑体系研究项目结题

会 ——为北京市相关部门组
织开展技术攻关提供支撑 

2023 年 7 月 7 日，由能

源基金会支持，北京科技大学

承担的北京市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科技支撑体系研究项目结题

会在北京紫玉御骊酒店召开。

中国科学院高庆先研究员，北

京国环清华环境工程设计研究

院朱帅院长，京能能源研究

院、北京碳中和学会冯武军研

究员，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气

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项目部主任

陈丹研究员，北京林业大学马

伟芳教授等评审专家出席本次

会议。	

研究分析了北京市温室气

体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特点，梳

理了当前北京市重点领域科技

成果和优势资源，结合技术筛

选与情景模拟，形成了北京市

减污降碳科技支撑体系，为管

理部门提前开展技术攻关布局

提供了支撑。相关成果提交至

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为管理部

门开展技术布局、组织技术攻

关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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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空气与气候协同治理规划 

2.1  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和碳排放控制及减污降碳评估研究中期

会 —— 全面评估 1998 年以来北京大气污染防治及碳减排工作 

2023 年 7月 14 日，由能源基金会支持，清华大学和北京市应对气候变化管理事务

中心承担的“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成效评估研究” 与“北京市碳排放控制及减污降碳

评估研究”中期会在京顺利召开。会议邀请了北京大学朱彤院士、北京师范大学田贺

忠教授、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聂磊研究员、儿童投资基金会中国区副首代/研究

员刘强、中国人民大学王克副教授，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白荣春顾

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戴彦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北京

市生态环境局科技国际处（应对气候变化处）明登历处长、大气环境处谢金开副处长

等领导专家。（图 1） 

项目旨在全面评估 1998 年以来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及碳减排工作，推动北京市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进一步缩小与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差距。项目进行了大量数据收

集、整合和校验工作，获取了扎实的数据基础；基于中国多尺度排放清单模型（MEIC）

和空气质量模型 WRF-CMAQ，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包括情景假设、因素分解等方法，对

北京市 1998 年以来的污染物排放和空气质量变化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归因；基于

减排基准排放 BJCBE 模型，运用情景假设、排放因子法等方法，对各项典型措施产生

的碳减排效益进行梳理、计算、分析。 

图 1 中期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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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专家对项目进展表示充分肯定，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 项目团队的两个课

题组需加强交流，统一大气污染治理和碳减排的核算口径，尤其注意政策措施、数据、

方法和结论的一致性和协调性；2. 分析量化减污降碳协同措施将来进一步发挥作用的

潜力空间，并聚焦重点问题，例如建筑节能改造、绿色出行、垃圾发电等，展开详细

的分析讨论；3. 项目总结提炼的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经验、未来措施针对性不足。项目

团队需要在对过去成就进行完整、细致评估的基础上，深入总结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经

验，提出更具可行性、前瞻性的未来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可靠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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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减污降碳 

3.1 基于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低碳村庄示范及评价指标体系

研究中期会 —— 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低碳村庄模式

2023 年 7 月 6 日，由能源基金会支持，农业农村部生态总站承担的基于碳达峰碳

中和战略目标的低碳村庄示范及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项目中期会在安徽顺利召开。会议

邀请农业农村部生态总站总农艺师/正高级工程师李惠斌，中国沼气学会研究员李景明，

北京北控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教授级高工段洁仪，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

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姚宗路，北京化工大学生物质能源与环境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刘广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亚静，中国城镇

供热协会农村清洁供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副研究员单明等领导专家。 

项目研究采用大量的实地考察和问卷调研，遴选出项目典型示范村庄并开展基线

研究，总结出 8 种技术模式，采用统计分析、归纳比较对典型村庄进行了基础性要素

分析研究，确定了低碳村庄评价指标遴选原则和方法。以典型村庄为基础，初步构建

的全面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政策制度建设建议。相关研究方法科学严谨，基线

调研数据翔实可靠，论据支撑合理充分，所总结的模式和评价体系，基本反映了农村

生产生活用能基本情况，并对农业农村开展低碳村庄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意见。

（图 2） 

与会专家对项目进展表示充分肯定，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以示范村庄调研

数据为基础开展分析、测算和评价，从数据分析运行机制的角度进一步优化低碳村庄

图 2 项目研究——五大区域用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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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模式，量化分析这些技术模式减排情景，细化示范村庄相关内容；

二是统筹考虑南北方农村特点和村庄建设内容，进一步优化低碳村庄评价指标体系，

并通过在 10个示范村开展评价，进一步修正权重设置，完善评价方式，阐明测算方法；

三是综合示范村庄数据分析结果、成功案例运行机制等，提出有针对性的激励补偿机

制、投融资模式和市场准入制度等建议；四是通过会议等形式发布项目研究成果，提

高相关方对低碳村庄建设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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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北京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科技支撑体系研究项目结题会 ——
为北京市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技术攻关提供支撑 

2023 年 7 月 7 日，由能源基金会支持，北京科技大学承担的北京市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科技支撑体系研究项目结题会在北京紫玉御骊酒店召开。中国科学院高庆先研究

员，北京国环清华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朱帅院长，京能能源研究院、北京碳中和学会

冯武军研究员，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项目部主任陈丹研究员，北

京林业大学马伟芳教授等评审专家出席本次会议。会议邀请的领导嘉宾有北京市生态

环境局李雪调研员，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科技国际处杜玉颖高工，北京市生态环境研究

院翟艳芝副研究员，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理会社会发展科技处罗浩副处长等。（图 
3） 

该项目旨在通过对北京市碳排放和大气污染特征的分析，以及减污降碳相关技术

的梳理和模型模拟评估，构建北京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科技体系，为北京市相关部门

组织开展技术攻关提供支撑。本研究综合分析了北京市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特

点，梳理分析了当前北京市重点领域科技成果和优势资源，结合技术筛选与情景模拟，

研究形成北京市减污降碳科技支撑体系，为管理部门提前开展技术攻关布局提供了支

撑。相关成果提交至政府相关管理部门，为管理部门开展技术布局、组织技术攻关提

供了很好的支撑。 

与会专家认为，未来，在已建立的北京市减污降碳技术路径基础上，可进一步开

展主要领域相关技术应用潜力研究，核算协同减排量，并从京津冀区域协同角度扩大

行业技术领域，定量探究未来北京市减污降碳协同措施实施优化方案；同时，开展气

候效应分析模拟工作，评估未来技术以及相关政策的实施对气候效益的影响。 

图 3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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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协同管理的制度与机制 

4.1 “中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治理体系与应用研究“中期会顺利召

开 -- 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重点任务措施细化落地

提供技术支撑 

2023 年 7月 24 日下午，由能源基金会支持，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承担的《中国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治理体系与应用研究》项目召开中期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参会指导。 

项目围绕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印发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工作目标与重点任务，服务于当前减污降碳协同管

理的政策需求，针对减污降碳工作协同推进存在的短板，重点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

课题一是分阶段大气环境改善与碳排放控制协同目标的定量化表征与技术方法；课题

二是火电行业减污降碳关键举措与实施路径；课题三是大宗固体废物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的重点措施、技术路径与配套政策；课题四是京津冀地区未来不同阶段的减污降碳

协同目标与关键控制指标。（图 4） 

课题一在数据分析、数值模拟基础上，确定了全国及重点区域碳排放达峰目标、

“2035 美丽中国”及重点区域环境目标，研究建立了减污降碳多维协同优化方法，初

步提出了 3 个重点地区减污降碳协同作用机制与协同路径，建立了减污降碳协同评价

指标体系并开展了有效性识别。专家们建议，应明确减污降碳协同目标研究的基本原

则、情景假设、政策技术背景等，并对未来实现目标的政策与技术不确定性进行分析。

同时，要细化大气环境减污降碳协同评价指数，并量化碳控制与空气质量改善之间的

双向驱动作用。 

图 4 项目围绕的四个重点课题 



能源基金会清洁空气战略进展  总第34期  【协同管理的制度与机制】 

9 

 

   

课题二分析了在可行协同减排技术下减污降碳的重点任务，包括能源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提升治理水平、节能和 CCUS。提出了突出结构调

整优化措施、坚持全面系统综合治理和注重从源头上发力的减污降碳基本方略，从煤

电耦合生物质发电、节能降耗、灵活性改造、供热改造、运输结构优化和深度污染治

理方面预测煤电行业减污降碳潜力。专家们指出，应完善全国及不同区域火电行业减

污降碳协同治理路径情景方案，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全国及不同区域火电行业中长期

减污降碳任务措施建议和政策机制建议。 

课题三选取煤矸石、农作物秸秆两种大宗固体废物作为研究对象，开展煤矸石燃

烧发电、生产水泥熟料、烧结制砖、矿区充填等不同减污降碳路径生命周期测算分析，

以及秸秆直接焚烧、直接还田、直燃发电、沼气发电加沼液肥料等不同减污降碳路径

生命周期测算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初步构建固体废物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评估指标

体系的对策建议。专家们指出，应对其他大宗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过程减污降碳提出可

借鉴的政策机制建议。 

课题四分析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能源消费特征、污染物及碳排放特征，识别了协

同管控的重点行业及领域，充分考虑未来经济发展需求对产品产量的影响，科学提出

基于减污降碳协同要求的区域煤控目标。专家建议，应进一步明确空气质量改善与碳

排放控制目标对区域煤炭消费总量的约束机制，并加强煤炭减量利用与清洁利用措施

的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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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空气质量分析 

5.1  2023 年 7 月全国 PM2.5 浓度情况 

 

2023 年 7 月，全国各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16 μg/m3，环比下降

14.75 %，同比下降了 7.94 %；其中，日

喀则市 7 月 PM2.5 平均浓度在全国各地级

及以上城市中最低，为 2.87 μg/m3。(图 5)  

 

 

 

 

在 2023 年 7 月全国 338 个城市中，

PM2.5 月均浓度不高于 15 μg/m3 城市数量 
155 个，占比 45.86 %;  月均浓度在 15-35 
μg/m3城市数量 182 个，占比 53.85 %; 35-75 
μg/m3城市数量 0个; 高于 75 μg/m3城市数

量为 1,占比 0.30%。（图 6） 

图 5-2023 年 7月全国 PM2.5 月均浓度分布 

图 6-2023 年 7 月 PM2.5 各平均浓度段城市数量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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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023 年 7 月全国 O3浓度情况 

 

2023年 7月，全国各地级及以上城市

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第 90 百分位浓度

（以下简称 O3浓度）为 146.4μg/m³，与

同年 7月相下降 0.9μg/m³，降幅 0.59 %。

其中，海南省儋州市 7 月 O3浓度在全国

各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最低，为 72 μg/m³。
（图 7） 

 
 

图 7-2023 年 7月全国 O3浓度分布图 

 

在 2023 年 7 月，全国 O3浓度在 100 
μg/m³及以下城市 26 个，占比 7.69%；

介于 100μg/m³及 120μg/m³之间的城市

70 个，占比 20.71%；介于 120μg/m³及
160μ g/m³之间的城市 128 个，占比

37.87%；160 μg/m³及以上的城市 114个，

占比 33.73%。(图 8) 

 

 

  

图 8-2023 年 7月 O3各平均浓度段城市数量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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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重要城市及地区 7 月空气质量分析  

7 月上旬，全国大部分空气优良，华北高温晴热继续，臭氧大范围偏高，PM2.5 改

善趋势持续，其中，北京前 7 个月累计浓度降至 40 微克以下。7 月中旬，北方大范围

降雨，温度下降，空气清新。7 月下旬，台风“杜苏芮”登陆，沿海多省市迎来历史

罕见的大范围持续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图 9) 

7 月 ， 北 京

PM2.5 月 均 浓 度

19.3μg/m3，同比上

升 2.6%，O3 浓度

224.0μg/m3，同比上

升 46.2%，优良天数

比例 58.1%，同比

下降 21.7%。其中，

1-7 月重度及以上污

染 天 数 累 计 比 例

3.8% ， 同 比 上 升

2.8%。 

京津冀周边城

市 PM2.5 月均浓度 
20.4μg/m3，同比下降 8.3%，O3 浓度 212.6μg/m3，同比上升 18.0%，优良天数比例

50.9%，同比下降 18.7%。其中，1-7 月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累计比例 4.7%，同比上

升 2.8%。 

汾渭平原 PM2.5 月均浓度 21.5μg/m3，同比下降 0.3%，O3浓度 198.5 μg/m3，同比

上升 11.1%，优良天数比例 57.9%，同比下降 9.5%。其中，1-7 月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累计比例 5.9%，同比上升 3.6%。 

长三角地区 PM2.5 月均浓度 14.5μg/m3，同比下降 14.8%，O3浓度 140.8μg/m3，

同比上升 9.0%，优良天数比例 94.2%，同比上升 7.4%。其中，1-7 月重度及以上污染

天数累计比例 0.9%，同比上升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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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重点城市及地区空气质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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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当月时政速递 

6.1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京召开 
7月 17日至 18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今后 5 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要

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

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建设美丽中国摆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城乡

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

效，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6.2 中央深改委——《关于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

意见》 

7 月 11 日下午，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

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研究起草了《关于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意

见》，提出了有计划、分步骤推动制度转变的工作安排和实施路径。《意见》经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意见》强调从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要坚持先立后破，完善能耗双

控制度，优化完善调控方式，加强碳排放双控基础能力建设，健全碳排放双控各项配

套制度，为建立和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积极创造条件。 

 

6.3 北京大学研究——《生态文明时代大气环境治理的变革与转

型》 
日前，由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张远航院士、戴瀚程研究

员联名撰写的《生态文明时代大气环境治理的变革与转型》观点性文

章，收录于由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党组书书记

方力研究员主编的《全球变局下的中国机遇与发展》公开发表。 

本书通过经济、科技、高新产业、环境和传播五个篇章，解读了

在全球大变局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各种挑战，优化经济布局，强化

科创引擎，参与全球治理，携手国际社会来抓住机遇，实现长足发展。

其中环境篇聚焦于生态文明时代中国的环境污染治理及能源技术创新的现状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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