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保护部部长 周生贤

（二○一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各位委员、各位专家，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高兴与老朋友们共同围绕“面向绿色发展的环境与社会”这一主题，进行深入研讨。

这里，我就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蓝天白云，与大家交流看

法。

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昨天胜利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中国改革进程作出总体部署，提出将全

面深化各个领域改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

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全会立足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在系统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

来的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新思想新举措，包括正确

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保障人民群众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在重点领域实现突

破，等等，为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不竭动力和坚实保障。

全会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对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做出全面安排和部署，明确将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

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并要求改革生态环

境保护管理体制，建立统一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等一系列环境管理制度。

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的重要抓手，是加快低碳发展的坚实保障，是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的有力举措，



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必须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

中国为目标指向，坚持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同步，牢固树立保护生态

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坚持保护优先方针，积极探索

环境保护新路，从宏观战略层面切入，从再生产全过程着手，从形成山顶到海洋、天上到地

下的一体化污染物统一监管模式着力，主动遵循、准确把握生态环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维

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增强环境监管的统一性和有效性。

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涉及面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推进生态环境保

护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建立统一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独立进行环

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健全国有

林区经营管理体制，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及时公布环境信息，健全举报制度，加强社会

监督；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行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

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各位委员、各位专家！

今年以来，在中国政府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的指导下，通过各方面共同努力，环境保护

取得积极进展。

一是扎实推进主要污染物减排。印发“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和监测办法。

以火电厂、钢铁厂、水泥厂、造纸厂、城镇污水处理厂、畜禽养殖场和机动车等“六厂（场）

一车”为重点，强力推进污染减排。今年上半年，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排放量同比分别下降 2.37%、2.15%、2.48%、3.02%。

二是发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作用。严格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发布《电子玻璃工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新的国家环保标准 88 项，对重点控制区的火电、钢铁、石化等六大

行业以及燃煤锅炉项目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三是深化重点流域领域污染防治。强化饮用水安全保障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加大《全国

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2008~2020 年）》实施力度，组织开展地级以下城市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状况评估。发布《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十二五”投

入 100 多亿元启动一批防治项目。全力实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 年）》。

今年 1~9 月，我国地表水国控断面好于Ⅲ类水质断面比例同比提高 2.6 个百分点，劣Ⅴ类

水质断面比例同比降低 0.9 个百分点。编制良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工程技术指南，推

进良好湖泊生态保护试点。

四是强化生态保护和农村环境保护。修改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体系工作取得新进展。

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新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1 处。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

治示范工作督查，推进“以奖促治”。

各位委员、各位专家！

经中国政府同意，我们确定了今后五年三项重点环保工作：一是以细颗粒物（PM2.5）

防控为重点，深化大气污染防治；二是以饮用水安全保障为重点，强化重点流域和地下水污

染防治；三是以土壤污染治理为重点，深入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落实好这三项重点工作，

要求分别制定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清洁水行动计划、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行动计划。

今年年初以来我国出现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雾霾天气，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身

体健康。当前的重中之重是，以 PM2.5 防控为重点，打赢大气污染防治主动仗。国内外的

经验表明，只要措施对路、力度到位，PM2.5 是可治、可控的，能够在推动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的同时，实现环境质量的好转。“十一五”以来，我国通过大力推进节能减排，二氧化

硫累计削减幅度超过 20%，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出现拐点，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 PM2.5

浓度。如果没有节能减排，PM2.5 的污染会更加严重。



今年 9 月 12 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大气十条》），

提出十条 35 项措施。这是我国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探索环境保护新

路的重大举措，扣响了向 PM2.5 污染宣战的“发令枪”，掀起了以防治大气污染为目标的

全社会行动。

出台《大气十条》的总体考虑：一是坚持环保为民，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雾霾污染

问题。这既是满足人民群众享有美好环境新期待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突破口。头顶着蓝天白云，是人民群众对生态文明最朴素的理解；呼吸上清洁空气，是人民

群众对环境保护最基本的诉求。没有蓝天白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一个生态文明的美

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就无从谈起。

二是立足国家宏观战略层面，搞好大气污染防治顶层设计。注重改革创新，坚持污染治

旧与控新、能源减煤与增气、政策激励与约束并举，着力建立健全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

场驱动、公众参与的新机制。

政府要加强领导，负起责任，统筹全局；企业是治污主体，要担负治理成本，做到达标

排放；市场机制要得到充分发挥，畅通多方参与的大气污染防治投融资渠道；全社会要树立

“同呼吸、共奋斗”的行为准则，引导广大公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

三是把握“稳、准、狠”的基本原则，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共赢。“稳”就是稳妥可行，

稳中求进；“准”就是抓住重点，找准突破口，实施精确治理；“狠”就是重拳出击，综合

施治，让污染降下来，环境好起来。在指标设定上，强调分区施策、分阶段推进的差别化目

标；在实施效果上，注重“一石多鸟”，把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科技创新支撑、提高经济增

长质量和保障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利用环境保护的倒逼机制，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



四是从再生产全过程入手，完善一揽子环境经济与管理政策。综合运用经济、科技、法

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尤其是运用市场机制，在完善财税、价格等政策方面有不少创新和突

破，涉及多污染物协同控制、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建立区域协作机制、妥善应对

重污染天气等诸多方面。

五是重点突破，突出抓好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区域的污染治理。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这三大重点区域单位面积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是其他地区的 5 倍以上，污染最重，是

治理重点，主要控制 PM2.5。其他地区主要控制可吸入颗粒物（PM10）。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是重中之重，环境目标更高，治理措施更严。

《大气十条》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具体指标是：经过 5 年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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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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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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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括起来，《大气十条》有 6 个方面的主要举措：

第一，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压缩过剩产能。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新增产能，

实行钢铁等行业产能总量控制，提前一年完成 21 个重点行业“十二五”淘汰任务。认真清

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在建项目，尚未开工的，一律不准开工建设；正在建设的，一律停

止建设。

第二，加快调整能源结构，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增加天然气、煤制天然气、煤层气供应，

发展核电、水电、风能和生物质能，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强化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优化天然



气使用方式，逐步淘汰分散燃煤锅炉，推进煤炭高效清洁利用。其中，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需

要削减煤炭 8300 万吨。

第三，严格治理机动车污染，提升燃油品质。科学调控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实施机动车

国五标准，加快淘汰黄标车。加快车用燃油低硫化步伐，2017 年底全国供应符合国家第五

阶段标准的车用燃油。实施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战略，加强步行、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缓解

城市交通拥堵。

第四，强化综合治理，实施多污染物协同控制。采取燃煤电厂脱硫脱硝除尘、工业锅炉

窑炉污染治理、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扬尘环境管理、餐饮油烟污染治理、北方采暖季节

污染控制等综合措施。

第五，建立监测预警应急体系，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系，

及时发布监测预警信息。制定和完善应急预案并向社会公布。根据预警等级，迅速启动应急

预案，采取重污染企业限产限排停产、停止建筑工地土方作业、机动车限行等应对措施。

第六，加强组织领导，切实落实保障措施。运用价格税收杠杆，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激

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治理大气污染。修改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严格监管，严厉打击

环境违法行为。定期公布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月度排名，向全社会公布最好的 10

位和最差的 10 位，给落后者以压力。建立区域协调机制，落实地方政府责任，未完成年度

任务的地区，约谈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同志，督促整改。

冬季来临，北方地区陆续进入采暖期，落实《大气十条》面临严峻考验。我们将全力做

好今冬明春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区域污染联防联控。在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面前，任何地区都不可能独善其

身，既要强化属地管理，又要实行区域联动。加快完善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联防联

控机制，着力建立健全信息共享、环评会商、联合执法、应急处理等合作机制，统筹协调政



策落实，强化跟踪检查，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各项措施见到成效，全方位提高重点区域共同应

对大气污染的能力和水平。

二是做好监测预警和重污染天气应急。组织地方环保部门，加强空气质量监测，着力构

建由城市站、背景站、区域站统一布局的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强化与气象部门的会

商研判，加快建设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染天气预警系统，做好重污染天气过程趋势分析，

及时发布空气质量监测预警信息。指导和督促地方政府制定并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抓

紧印发《关于加强应对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强化对全国尤其是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处置工作的指导。

三是加大环境执法监管力度。严格实施《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检查督查工作方案》，对重

点地区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执法检查。对企业环境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涉嫌环

境污染犯罪的，一律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提高环境执法监管的震慑力。

我部将派出督查组，每月对各地落实《大气十条》情况和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检查情况进

行督查，对于其中发现的突出问题，督促地方政府严肃处理，汇总后向国务院报告。

四是完善环境政策法规。抓紧研究起草《大气污染防治法》，重点解决“守法成本高、

违法成本低”等突出问题。开展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和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的前期研究论证

工作。加快出台《大气十条》相关配套政策，其中，能源行业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耗煤项目煤炭减量替代管理办法、考核办法等，力争在 2013 年底前发布实施。

五是强化科技支撑。科学技术是大气污染防治的根本支撑。抓紧实施《清洁空气研究计

划》，摸清我国大气污染的时空分布特征及跨界传输规律，重点解决污染物动态排放清单、

预警应急、达标策略等关键技术问题，为尽快消除重污染天气，加速重点区域、重点城市空

气质量达标和持续改善，维护公众健康和生态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各位委员、各位专家！



当前，中国环境保护既处于任务繁重、压力空前的艰难时期，也处于有所作为、解决新

老问题的关键时期。希望第五届国合会围绕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环境保护融资、环境与健康

等环发领域的重大问题，动脑筋，谋实策，建良言，为社会公众享有更多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作出更大贡献！

最后，祝国合会 2013 年年会圆满成功！祝各位来宾在北京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