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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连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概述



1、我市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及任务

根据《大连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目标

责任书》，我市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为：

2014年相比2013年PM10下降5%；

2015年相比2014年PM10下降3%；

2016年相比2012年PM10下降6%；

2017年相比2012年PM10下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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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相比2013年PM10需减排30.1%。



2、我市颗粒物源强分析初步结果

燃煤污染

约占23-

27%

扬尘污染

约占20-

25%

机动车尾气

约占20%

工业污染

约占15%

生活源

约占5%



3、2017年可达性措施预测

150万吨原煤替代（替代禁煤区20吨以下锅炉房和

禁煤区以外10吨以下供热锅炉） 6.2%

50万吨原煤替代（落后工业用煤及散煤）0.75%

淘汰12.4万辆黄标车+实行国五阶段油品 13.4%

综合扬尘控制措施 6.0%

工业脱硫、脱硝、除尘及挥发性有机物控制 5.0%

控制全市煤品灰分由25%下降至16% 1.0%

32.3%（预测削减量） 30.1%（任务量）＞



4、我市大气行动计划介绍

我市已完成《大连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编制工作，并向市政府报批。可以

概括为：一个目标，五大措施，九大保障。目标就是2017年

PM10（颗粒物）相比2012年削减10%。五大措施是严控煤炭总

量，控制燃煤污染；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区域布局；强化管

理，控制扬尘及面源污染；统筹兼顾，控制机动车污染；综

合施治，控制工业污染。五大措施又进一步细化为31条具体

内容。九大保障包括组织保障、严格考核奖惩、法治保障、

政策及资金保障、能力建设保障、严格执法保障、科技保障

、信息公开保障、宣传保障。



二、经验分享-机动车污染防治工
作介绍



机动车污染
控制

措施3：黄标车及老旧车辆淘汰

措施4：加强在用车辆环保管理

措施8：严格执行机动车排放标准和油品质量标准

措施7：大力发展绿色交通

措施2：绿标区建设

措施5：大力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

基本思路：以机动车污染防治地方法规为依据，按照车好、路
好、油好的“三好”原则，统筹兼顾，控制机动车污染。

措施1：突出机动车立法

措施6：开展非道路移动源污染防治



措施1：突出机动车立法，出台了《大连市机动车排
气污染防治条例》

《大连市机动车排气
污染防治条例》通过大
连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获省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五
次会议批准。

《条例》从排放标准
与油品质量、节能和新
能源机动车推广、污染
控制措施、相关法律责
任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措施2：设立绿标区与绿标路

自2012年8月起，我市相继设立了3条绿标路和2处绿标区。

《行动计划》规
定：2015年全市中心城
区基本纳入“环保绿标
区”；2017年全市建成
区及重点区域基本纳入
“环保绿标区”。



措施3：黄标车淘汰
出台了《大连市提前淘汰黄标车补贴管理暂行办法》，通

过经济手段促进黄标车淘汰工作。

《办法》实施以来，我
市黄标车淘汰工作进展顺
利。截止9月中旬，今年
我市共淘汰黄标车近
14018辆，已补贴金额
1.43亿元。

《行动计划》规定：
到2017年底，累计淘汰全
部12.4万辆黄标车及老旧
车。



措施4：加强在用车辆管理
1、建成机动车环保监控中心，实现省、市、县和检测站全

部联网。实现环保绿标路（区）内在线视频监控，黄标车违
法自动抓拍功能。

2、建立并健全了相对完善的尾气检测系统，全市共建成
投运检测线55条。



措施5、发展新能源汽车
截至目前，我市市区共有公交车辆4000余台，其中新能源汽车约2235

台。按市政府会议纪要安排，2014年，我市计划更新车辆1111台，全部为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将基本淘汰公交黄标车。 我市所有出租车均已

实施双燃料改造。

完善加气、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依据《行动计划》，2017年底，全

市市区换电站数量达到3座，充电站数量达到18座，社会共享充电桩达

1550个；汽车加气站数量达到27座。 （实际数量将远超过上述任务量）

LNG加气站

清洁能源汽车



措施6、开展非道路移动源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规定：推广靠港船舶使用岸电技术，实施传统作业机械

“油改电”和运输车辆、港作船舶“油改气”技术改造。2017年底港口集
装箱码头岸电使用比例不低于50%（20%），船厂岸电使用比例不低于90%
（50%），港区集装箱陆桥、岸桥、起重机等大型装卸设备“油改电”不
低于80%（30%），港区及码头公司集卡、叉车等运输车辆“油改气”不低
于80%。

集装箱陆桥油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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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7、大力发展绿色交通

1、发展轨道交通。包括地铁、轻轨等。

2、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战略。截至2013年底，全市已建成
公交专用道23条、120公里。据统计，已建成公交专用道的公
交线路建成前后对比，早晚高峰期客运量提高了2.82%、准点
率提高了10%、运行速度提高了8.1%、单程运行时间减少了
6.67%。

“十二五”期间，我市将在中心城区建设公交专用道270
公里，基本建成以“十二横十纵”主干道路为主的网格状公
交专用道系统。



措施8、严格执行机动车排放标准和油品质量标准

《行动计划》规定：营运车辆提前国家实施国五排放标准。力争2016
年底公交车、出租车等提前实施国五排放标准。

2015年底前，全市提前供应国五标准汽油。2016年底前，全市供应国
五标准柴油。

加强油品质量监督检查，严厉打击非法生产、销售行为。

提前实施国五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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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存在问题及建议



1、工作难点

工作
难点

1

4

2

3

5

技术支撑能力不足。大
气污染机理复杂，很难
弄清主攻方向，导致各
地均全面出击，使得工
作量大量增加

资金不足。资金分散、总
额不足，难以满足大规模
锅炉清洁能源替代、挥发
性有机物整治等工作需求
，缺口较大。

难以将大气污染防治其
他部门责任数字化或具
体化。以扬尘为例。

国家顶层设计仍不能满足工作需要。需要国家进一步完善法律法
规、政策、标准、技术规范等，如提高排污费标准；细化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措施，做好统一部署、安排。如油品升级、港口岸电
及船舶油品控制等。

地方政府在实践中，仍更
重视发展，环保在政府序
列中实际地位不高，环保
参与宏观决策及完成大气
污染行动计划的执行力仍
显不足。



2、工作建议

1、建议环保部做好顶层设计。应尽可能多的采取法律、经济等综合
手段解决环保问题，如提高排污费。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各主要方
面，环保部应会同相关部门分别出台相关政策，并将任务分解至地方
。如油品升级工作、岸电技术 、挥发性有机物控制

2、个人认为应准确把握环保定位，做好自身应做的工作即可。不要
出现以环保现有的资源调配能力承担过多应该由发改委等宏观综合部
门应该承担的责任。

3、加大国家及地方财政投入。建议国家加大资金投入，凡下达的除
法律法规执行外的其他任务均必须配套资金支持。同时在检查地方工
作时，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上的财政投入情况作为重点检查内容。

4、建议环保部多开展技术培训，并拓展各类技术培训会范围，力争
将培训范围拓展至各地级城市。



Thank You!

联系方式：杨松 yangsong@dl.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