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定《城市空气质量管理初步方案》的 10 个步骤概要 

Mike Scheible，美国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空气质量规划主管 

中文由能源基金会北京办公室翻译 

 

步骤 1：回顾和评估目前的空气质量数据 

步骤 2：回顾和评估目前排放源的信息 

步骤 3：收集未来 15-20 年的经济、能源使用和人口增长指标 

步骤 4：为目前和未来“五年计划”目标污染物的增量准备基准排放清单 

步骤 5：建立初步的空气质量改善优先措施清单——将“合理可行的控制措施”运用到排名

前十的优先排放源；将能提高能源效率的措施运用到能源使用的重点类别。 

步骤 6：为“五年计划”目标污染物增量准备改进的未来排放清单（在优先措施完全实施之

后） 

步骤 7：估测实施优先措施的成本，协同效益和实施优先措施带来的空气质量或者排放量的

预期变化 

步骤 8：为了实现更大的减排量或者解决超支成本的问题，决定是否需要做出改变；适当地

修改/增加措施 

步骤 9：基于步骤 8 的结论，开始步骤 10，或者准备改进的方案以包括更多的措施，并且重

复步骤 6 和 7 

步骤 10：提出实施措施的方案，并获得批准；确定实施措施和追踪过程的机制和责任制。 

 

（下面是更详细的提纲。紧随其后的是关于潜在问题和困难的讨论。） 

 

制定《城市空气质量管理初步方案》10 个步骤的扩展提纲 

 

步骤 1：回顾和评估目前的空气质量数据 

 确定监测站的位置和所监测的污染物 

 收集最近三年的数据以确定： 

 污染物的地理分布 

 峰值和年均值 

 与每一种污染物的国家标准比较的水平 

 确定一些定性的问题，尤其是对本地影响严重的污染源（本地空气污染的主要特点） 

 决定哪些污染物超过标准，哪些是需要优先控制的重点。 

 

步骤 2：回顾和评估目前的排放源信息 

 确定排放清单是否存在；如果存在，评估其质量和全面性 

 确定与排放相关的其他指标，例如： 

 电力和工业排放源年度产出和能源使用清单，以及排放源的特征，如新旧程度和技

术类型 

 按主要部门计算（电力部门、工业部门、民用部门、交通部门），能源的每年使用

情况 

 机动车登记数据 

 人口和经济数据 



 

步骤 3：收集未来 15-20 年的经济、能源使用和人口增长的指标 

 确定 2030 年预期增长数据的来源 

 获取以下数据： 

 人口增长 

 按主要部门计算（电力部门、工业部门、交通部门和民用部门），能源使用预测 

 机动车拥有量和使用量的改变 

 经济增长——地区 GDP 和人均收入 

 城市地区预期电力部门和工业部门扩张（或收缩） 

 如果可以获得多种数据，那么确定哪些最适合用于污染物排放预测 

 将所得信息格式化，允许以 5 年为单位预测未来排放量的增长，预测到 2020 和 2030. 

 

步骤 4：为目前和未来“五年计划”目标污染物的增量准备基准排放清单 

 基于步骤 2 和步骤 3 收集的信息来准备： 

 2010 年污染物和源类别详细清单1
 

 2010 年主要重要单个排放源和排放清单 

 假设没有使用额外的控制措施或者提高能效的措施（不包括那些已经在使用的，或

者在目前的管理条例下要求的），预测 2015 年到 2030 年的排放水平和能源使用情况（按污

染物、燃料类型和源类别） 

 城市区域预期的主要重点单个新增或扩张的排放源清单；将要关闭或者被替代的排

放源清单 

 使用以上信息： 

 按照其在 2020 年排放的重要性，对源类别和单个主要排放源进行排序 

 确定需要控制的最主要的优先排放源和源类别；估计这些排放源和源类别的预期排

放量 

 收集排放源和源类别的详细信息，评估优先控制措施的潜在影响 

 

步骤 5：建立初步的空气质量改善优先措施清单——将合理可行的控制措施运用到排名前十

的优先排放源；将能源效率措施运用到能源使用的重点类别 

 供参考的优先源/类别： 

 环保部空气质量管理规划指南（制订中）中“要求的”措施； 

 适用于源类型或该类别的能源效率措施2； 

 其他适用于源类型或该类别的“合理可行的”或者“最先进”控制措施3
 

 按措施、源、类别，计算运用可行的效率措施的排放影响 

 按措施、源、类别，计算运用可行的排放控制措施的排放影响 

 

步骤 6：为“五年计划”目标污染物的增量准备改进的未来排放清单（预测优先措施完全实

施之后的情况） 

 将步骤 5 获得的信息和基准线预测的信息运用到： 

 预测一系列排放控制措施对每一种污染物未来年份清单的影响 

 预测一系列能源效率措施对每一种污染物未来年份清单的影响 

                                                        
1 或者用最近年份的数据作为基准进行估测 
2 开发这种易于使用和易于说服别人的措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3 同注解 2 



 估计排放控制措施和能源效率措施对每一种污染物未来年份清单的联合影响；当两

种措施同时作用时，消除减排效果的“重复计算”，反映减排效果的合理分配 

 描述所有措施同时作用时的影响，并提交改进的未来排放估计 

 

步骤 7：估计实施优先措施的成本，协同效益和实施优先措施带来的空气质量或者排放量的

预期变化 

 成本估计： 

 使用每一措施的成本—效益估计值和预期减排量来粗略地估计这一措施每年的成

本 

 估计每一措施的投资/资本成本 

 估计措施的“协同效应值”（例如——由于提高效率而使能源成本减少，减少一种

污染物对其它污染物及温室气体带来的协同减排效应等） 

 加总所有措施的年度成本和资本成本；为协同效益适当地调整 

 将成本放入大的背景中进行考量，例如： 

 将年度成本作为地区年度 GDP 增长的一部分（百分比）； 

 将资本成本作为下一个 5-10 年地区整体投资的一部分。 

 空气质量和/或排放量的改变 

 确定区域每一五年计划预测期间的每一污染物排放的变化百分比 

 至少定性化描述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周围的环境水平。至少： 

 将每一污染物排放变化的百分比和 2010 年空气质量超过此污染物目标标准的

百分比比较； 

 确定哪一种排放的变化将会改善空气质量 

 

步骤 8：为了取得更多的减排或者解决过度的成本问题，决定是否需要做出改变；适当地修

改/增加措施 

 基于步骤 7 的结论，确定优先措施所取得的减排是否能达到理想的空气质量改善效果； 

 如果不能，回到“合理可行地控制措施”清单，并识别那些步骤 5 没有提出的措施； 

 额外的措施： 

 按措施、源、类别，计算运用可行的效率措施的排放影响 

 按措施、源、类别，计算运用可行的排放控制措施的排放影响 

 

步骤 9：基于步骤 8 的结论，开始步骤 10，或者准备改进的方案以包括更多的措施，并且

重复步骤 6 和 7 

 

步骤 10：提出实施措施的方案，并获得批准；确定实施措施和追踪过程的机制和责任。 

 提出空气质量改善计划，并提交到具有审查/批准职责的机构批准（如市政府或上级环

保部门） 

 分配执行任务的责任机构及责任人，具体化执行方案措施的时间表 

 确定定期跟踪监测、评估、考核及报告程序： 

 措施的实施情况 

 方案实施后，排放的综合变化情况 

 空气质量监测的变化 

 

 



 



“10 步方案”的潜在问题和困难 

 

一些潜在的主要问题： 

 开发一个有效、技术上有用的、容易说服人的“合理可行的控制措施”清单以供第 5

步和第 9 步使用（见附件 1 需求因素列表），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第 1、3、7、8 步要依靠专业判断，包括： 

 解释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第 1 步） 

 应用经济/人口统计数据建立一个详细清单（第 3 步） 

 评估影响成本尤其是共生效益（第 7 步） 

 评估排放量的变化如何对空气质量造成影响（第 8 步） 

 这个过程对于从未编制空气质量规划和受限于专业技术的城市地区政府官员来说是复

杂的——可能在政策执行上更需要大量的外部资源/支持。 

 方案并不明确： 

 如何批准以及谁来批准方案 

 如何融资并执行各项措施 

 如何确保各项措施能得以执行 

 

 

附件 1 合理可行的控制措施参考清单信息 

 措施描述包括参考措施如何与环保部的要求和指南相联系 

 将要实施这些措施的排放源 

 减排的污染物和预期减排的百分比 

 执行措施的成本估计： 

 资本成本； 

 运行、维护、燃料等成本； 

 典型的成本—效益（每吨污染物减排成本） 

 实施的时间表 

 监测实施和/或执行措施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