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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城市化加剧复合型环境污染
细粒子
细粒子
细粒子
细粒子

/灰霾－臭氧为代表的大气复合污染
灰霾－臭氧为代表的大气复合污染
灰霾－臭氧为代表的大气复合污染
灰霾－臭氧为代表的大气复合污染

有机污染物
有机污染物
有机污染物
有机污染物

—重金属共存的土壤复合污染
重金属共存的土壤复合污染
重金属共存的土壤复合污染
重金属共存的土壤复合污染

有机物、重金属以及氮磷等共存并联合作用水体复合污染
有机物、重金属以及氮磷等共存并联合作用水体复合污染
有机物、重金属以及氮磷等共存并联合作用水体复合污染
有机物、重金属以及氮磷等共存并联合作用水体复合污染
多介质、多界面复合污染
多介质、多界面复合污染
多介质、多界面复合污染
多介质、多界面复合污染
多介质、多界面复合污染
多介质、多界面复合污染
多介质、多界面复合污染
多介质、多界面复合污染

�
我国东部整体区域性大气污染将继续加重。随着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
我国东部整体区域性大气污染将继续加重。随着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
我国东部整体区域性大气污染将继续加重。随着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
我国东部整体区域性大气污染将继续加重。随着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
开发和迅速崛起，在长株潭地区、中原城市群、辽宁中部城市群、晋陕蒙能源重
开发和迅速崛起，在长株潭地区、中原城市群、辽宁中部城市群、晋陕蒙能源重
开发和迅速崛起，在长株潭地区、中原城市群、辽宁中部城市群、晋陕蒙能源重
开发和迅速崛起，在长株潭地区、中原城市群、辽宁中部城市群、晋陕蒙能源重
化工基地以及成渝地区等城市密度大、能源消费集中的地区将出现区域性复合大
化工基地以及成渝地区等城市密度大、能源消费集中的地区将出现区域性复合大
化工基地以及成渝地区等城市密度大、能源消费集中的地区将出现区域性复合大
化工基地以及成渝地区等城市密度大、能源消费集中的地区将出现区域性复合大
气污染。
气污染。
气污染。
气污染。

�
预计未来
预计未来
预计未来
预计未来

1
0年，城市大气污染暴露人口（
年，城市大气污染暴露人口（
年，城市大气污染暴露人口（
年，城市大气污染暴露人口（

P
E

P）将达
）将达
）将达
）将达

4亿多，而且大部分集中在中
亿多，而且大部分集中在中
亿多，而且大部分集中在中
亿多，而且大部分集中在中

小城镇地区。
小城镇地区。
小城镇地区。
小城镇地区。

主
要

内
容

主
要

内
容

主
要

内
容

主
要

内
容

主
要

内
容

主
要

内
容

主
要

内
容

主
要

内
容

基
本
态
势

基
本
态
势

基
本
态
势

基
本
态
势

主
要
问
题

主
要
问
题

主
要
问
题

主
要
问
题

主
要
问
题

主
要
问
题

主
要
问
题

主
要
问
题

未
来
选
择

未
来
选
择

未
来
选
择

未
来
选
择

Im
b

a
la

n
ce: ea

stern
 a

n
d

 w
estern

S
o

m
e

 ru
ra

l a
re

a
 in

 C
h

in
a

’s
 w

e
s

t

S
o

m
e

 u
rb

a
n

 a
re

a
 in

 C
h

in
a

’s
 s

o
u

th
e

a
s

t

S
e

rv
ic

e
s

B
u

ild
in

g
s

T
ra

n
s
p

o
rta

tio
n

E
d

u
c
a

tio
n



发
达

国
家

城
市

环
境

问
题

的
一

般
规
律

�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城市环境问题产生的重要
根源

�
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各阶段环境问题呈现出
一般性变化规律

�
城市环境问题在工业化中期集中出现

�
不同类型城市环境问题具体表现不同

我
国

城
市

环
境
保
护

基
本
思

路
我

国
城

市
环

境
保
护

基
本
思

路
我

国
城

市
环

境
保
护

基
本
思

路
我

国
城

市
环

境
保
护

基
本
思

路

�
划分不同城市类型，分
析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
展进程及环境保护的现
状；

�
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
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

�
不同类型城市环境问题具体表现不同

我
国

城
市

的
实

际
情

况
�
整体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城市化处于中
期加速阶段

�
城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差距明显，生态
环境问题和相应的治理保护能力差异显著

�
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推进和和谐社会的建设
，城市之间的差距将逐步缩小

�
城市环境治理和保护具有后发优势

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
城市环境问题一般规律
，结合各类城市发展趋
势制定具有针对性、差
异化的环境保护目标；

�
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努
力实现城市环境保护的
穿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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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类型的城市（从人口和经济发展角度将全国所有城市分为大而强、大而弱、小而强、小
而弱、资源型城市以及城市群六个类别），提出不同目标时段中国城市环境保护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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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而

强
城

市
大

而
强

城
市

大
而

强
城

市
大

而
强

城
市
产业结构清洁化、高附加值化特征明显；环保技术创新水平提高，实
现从末端治理向全程监控的转变；循环经济体系初步构建，生产型环
境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城市与周边地区生态环境基本协调，城市生态
系统稳定性显著提高。

大
而

弱
城

市
大

而
弱

城
市

大
而

弱
城

市
大

而
弱

城
市
以环境换发展的情况得到有效改变，产业得到清洁化改造；环保基础
设施基本满足城市发展需求；贫困型环境问题和生产型环境问题并重

大
而

弱
城

市
大

而
弱

城
市

大
而

弱
城

市
大

而
弱

城
市
设施基本满足城市发展需求；贫困型环境问题和生产型环境问题并重
共治；环境保护纳入城乡一体化规划；城市生态系统稳定性提高。

小
而

强
城

市
小

而
强

城
市

小
而

强
城

市
小

而
强

城
市
实现高水平清洁化生产，循环经济体系健全；环保技术创新与引进并
重，产业化水平提高；生产型环境问题基本解决，消费型环境问题得
到有效解决；生态建设优先于经济发展，初步建成宜居型城市。

小
而

弱
城

市
小

而
弱

城
市

小
而

弱
城

市
小

而
弱

城
市
以清洁化目标为导向，积极承接和发展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产业与投
资；基础设施滞后问题有效缓解；基本解决贫困型环境问题，预防治
理生产型问题；有效防治城市无序扩张，城乡环保投入差距缩小；生
态系统稳定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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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海

城
沿

海
城

沿
海

城
沿

海
城

市
群

市
群

市
群

市
群

环境污染实现源头治理；城市间环境污染监测网络完善，环保政策
与基础设施协调优化；基本构建大循环经济体系；实现城市群与周
边区域生态环境的统筹协调，在条件优越的城市率先实现生态城市
建设目标。

中
西

部
中

西
部

中
西

部
中

西
部

城
市

群
城

市
群

城
市

群
城

市
群

各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完善，城市群污染排放全面达标；条件较好的
城市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循环经济体系；城市群与周边

城
市

群
城

市
群

城
市

群
城

市
群

城市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循环经济体系；城市群与周边
区域环境矛盾基本解决，部分城市实现生态城市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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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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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群

市
群

市
群

市
群

城市间环境保护统筹协调，城市群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形成良
性循环；城市群整体基本实现生态城市建设目标，并带动周边地区
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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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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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中
西

部
中

西
部

城
市

群
城

市
群

城
市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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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及周边区域生态环境基本恢复；城市群环境保护协调
机制完

善；
多
数城市形成循环经济体系，相

当
比
例达到生态城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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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城
所

有
城

所
有

城
所

有
城

市
群

市
群

市
群

市
群

城市群
内部及周边地区环境保护高

度协调，整体环境实现良性循环
，实现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