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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布“大气十条”考核办法

地方空气不过关
国务院领导约谈

27日，国务院下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试行）》，对地方政府的“空

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和“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办法》强化空气质

量改善的刚性约束作用，终期考核仅考核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未完成《大气污染防治

目标责任书》所列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即视为未通过考核。

对地方政府考核的指标包括
“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和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
况”。

考核办法提出，复合型大气
污染严重的京津冀及周边、长三

角、珠三角、重庆市等 11个省份，
以PM2.5年均浓度下降比例为质
量考核指标；其他省（区、市）以
PM10年均浓度下降比例为质量
考核指标。

考核1
京津冀考核PM2.5降幅

《考核办法》考虑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
性，体现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
珠三角三大区域与全国其他地区
分类指导的原则，突出各自工作
重点。

在年度考核时，对大气污染

严重的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珠
三角地区实施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完成情况和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
务完成情况双考核；对其他地区
实施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
单一考核，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
务完成情况作为评估性指标。

【解读】

“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
况”和“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
成情况”满分均为 100分，“大气
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包
括 10项指标，其中占比较高的大
气环境管理 16分、工业大气污染
治理 15 分、机动车污染防治 12

分、产业结构调整 12分。综合考
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
合格四个等级。终期考核和全国
除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区
域、珠三角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
的年度考核，仅考核空气质量改
善目标完成情况。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柴发合表示，在 10项指标中，“工
业大气污染治理”和“产业结构调
整”占了很大分值，这也说明了我
国污染的根源，很多污染问题都

是产业结构的问题，重污染工业
比重较大，而这必将成为今后治
理的重点。而对城市来说，机动
车是重要的污染源，因此机动车
的污染防治必然也是重点。

考核2
重点考核机动车防污

【解读】

考核结果经国务院审定后向
社会公开，并交干部主管部门，今
后将作为对各地区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
据。中央财政将考核结果作为安

排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重要
依据，对考核结果优秀的将加大
支持力度，不合格的将予以适当
扣减。

问责1
不合格地方多掏钱治污

柴发合认为，不管奖还是罚，
前提都是必须完成任务。如果中
央财政扣减“大气污染防治专项
资金”，并不代表大气治理的投入

减少，而是意味着地方政府要投
入更多的钱。因此，这项奖惩应
是一种动力，促使地方政府更积
极主动治理大气。

【解读】

柴发合表示，可以说这个《大
气十条》的考核办法，其力度前所
未有。此前唯GDP论时，也没有
地方政府的负责人因完不成GDP

任务而被国务院领导约谈，可见
中央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决心。这
也必将给地方政府的负责人巨大
的压力，解决好环境问题。

对未通过年度考核的地区，
由环保部会同组织部门、监察机
关等部门约谈省（区、市）政府及
其相关部门有关负责人，提出整
改意见，并暂停该地区有关责任
城市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建设项
目（民生与节能减排项目除外）的
环评文件审批，取消国家授予的
环境保护荣誉称号。

对未通过终期考核的地区，
除暂停其所有新增大气污染物排
放建设项目（民生与节能减排项
目除外）的环评文件审批外，要加
大问责力度，必要时由国务院领
导同志约谈省（区、市）政府主要
负责人。

考核中发现篡改、伪造监测
数据的，其考核结果不合格。

问责2
不合格国务院领导约谈

【解读】

作为“大气十条”重要配套政策性文件，《考核办法》
共十二条，明确了实行“大气十条”的责任主体与考核对
象，确立了以空气质量改善为核心的评估考核思路，标
志着我国最严格大气环境管理责任与考核制度的正式
确立。

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司长赵英民介绍，《考核办法》
设置了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和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任务完成情况两类指标，实施双百分制。重点选择
了对空气质量改善效果显著的任务措施，建立了可量
化、可评估、可考核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
指标体系。

“《考核办法》突出了以环境质量考核环保工作，
强化空气质量改善的刚性约束作用，终期考核仅考核
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赵英民说，未完成《大
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所列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即
视为未通过考核。

□官方声音
完不成目标
视为未通过考核

“北京将研究正在申办的2022年冬奥会期间的
局部地区空气质量达标方案。”27日，记者从北京市
环保局举办的英国驻华大使馆繁荣基金项目启动会
暨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研讨会上获悉，北京将编制

“北京环境总体规划”，该规划将以2030年首都环境
质量达标为目标，确定环境承载力底线，划定生态
环境红线。规划的大纲、文本和图集预计将于明年
完成。

据悉，规划的总体目标是：以建设宜居城市，改
善环境质量为目标，从资源环境约束的角度，按照
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确定适宜的城市发展规模、
结构及布局，明确环境承载力底线，划定生态环境
红线，确定规划期内城乡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方
向、实施路径、关键措施。

3月 14日，国际奥委会官网正式公布了 2022
年冬奥会的 5个申办城市，北京榜上有名。记者
注意到，在总体规划的污染防治研究课题中，有一
项就是《2022年冬奥会期间局部地区空气质量达
标方案研究》。

□北京落点
北京将研究冬奥会
空气质量保障

27日，北京市政协进行提案办理协商座谈。北
京市环保局等部门对今年政协关于大气污染治理
的 11件提案进行集中答复，北京市环保局表示，
下一步将细化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管理，将防治
工作推进到农村、社区。

政协委员刘一兵提案中表示，北京应建立统
一的管理平台，使网格化城市管理工作向郊区县
等扩展。北京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大
气污染举报管理平台已经建立，群众可以拨打政
府热线 12345、环保局热线 12369等进行投诉举
报。下一步，北京市环保局要将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推进到农村、社区。

政协委员梁嵘提案指出，学校和科研机构
的实验室废气等排放问题也不容忽视。北京市
环保局介绍，北京市众多国家级、省部级重点实
验室，以及大学、研究所等附属实验室，其污染
排放已逐步纳入各部门日常监管范围。各部门
同时将环境管理作为实验室评选、验收、认证的
考核内容。今年，北京市环保局将会同有关部门
开展实验室环境管理专项调查，并根据排放情
况进行专项整治。

大气污染防治
将进社区

去年9月12日，国务院发布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行动
计划》提出，经过五年努力，使全
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
气较大幅度减少；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等区域空气质量明显
好转。力争再用五年或更长时间，
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
量明显改善。

具体指标是：到2017年，全国
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
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
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
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
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
立方米左右。

为实现这些目标，《行动计划》确
定了十项具体措施，因此该《行动计
划》也被称为“大气十条”。该《行动
计划》由国务院牵头，环保部、发改委
等多部委参与，被誉为我国有史以来
力度最大的空气清洁行动。

北京PM2.5目标
60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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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京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