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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文件
西政发〔2011〕19号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北京市西城区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2011-2015 年大气污染控制措施）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现将《北京市西城区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1-2015 年大气

污染控制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 2 —

北京市西城区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2011-2015 年大气污染控制措施）

为认真贯彻《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指导意见的通知》

（京政办发〔2010〕27 号）精神，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依据

《北京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1-2015年大气控制污染措施）》

（京政发〔2011〕15 号）、《北京市西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的形势

“十一五”时期，西城区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努力实

践科学发展观，以举办“绿色奥运”和国庆 60 周年庆祝活动为

契机，按照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大气污染防治

力度，实施一系列大气污染控制措施，优化调整产业和能源结构，

污染减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官园子站二级

和好于二级的天数从 2005年的 243天增加到 2010年的 284天，

增加了 41 天；万寿西宫子站从 2005 年的 236 天增加到 2010 年

的 279 天，增加了 43 天。2010 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1905 吨，

比 2005年的 3071吨下降了 37.97％，超额完成了“十一五”主

要污染物削减目标任务。2010 年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和可吸入

颗粒物年均浓度 0.034mg/m3、1.6mg/m3、0.122mg/m3，比 2005

年分别下降 32%、5.9%、11.6%。但是，空气质量状况与首都功

能核心区的定位和人民群众期望还有较大差距。

未来五年，是西城区深化融合、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区域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着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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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资源能源消耗进一步增加，进一步改善

空气质量面临着继续削减污染物“存量”和控制污染物“增量”

的双重压力，大气污染物减排任务更加艰巨，空气质量改善面临

新挑战，大气污染防治必须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

“十二五”期间，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北京市西城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瞄准国际城

市的高端形态，立足区域功能定位和“四个服务”，加快建设资

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和谐的新型城区建设，围绕经济社会发

展阶段要求，以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为出发点，以污染物总量减排

为主线，以改善空气质量为目标，严格源头管控，深化结构调整，

强化污染治理，努力实现区域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二）基本原则。

按照“优化发展，控制增量；综合控制，协同减排；突出重

点，整体推进；落实责任，齐抓共管”的原则，牢固树立绿色发

展理念，改善能源结构，优化产业布局，通过提高环境准入标准、

禁止高污染和高耗能产业发展等措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控制污染物增量。坚持结构减排、工程减排和管理减排并重，优

化产业结构，淘汰与区域功能定位不相符的行业企业，深化污染

治理，实现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多种

污染物协同减排，有效控制大气复合型污染。以空气质量改善为

目标，加强扬尘污染控制，加快“无煤区”和扬尘污染控制区建

设。强化环境监管，落实部门、属地管理和排污主体减排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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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承担的大气污染防治格局。

（三）工作目标。

到 2015 年，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污染物达到

北京市要求；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比 2010年的 0.122mg/m3下

降 10%；全区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天数比例达到 80%。

三、坚持总量控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一）完善大气污染物总量减排体系。

在 2007 年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和 2009 年、2010 年开展

的污染源普查动态更新工作的基础上，逐步完善辖区大气污染源

档案，建立污染源排放数据清单。依据空气质量改善工作目标，

明确可吸入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挥发性有机物等主要

污染物年度总量减排项目，逐年实施。对于新增大气污染排放项

目，按照“以新代老、增产减污、总量减少”原则进行规划、审

批和建设。

（二）构建绿色能源体系。

进一步提高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加快燃

煤设施清洁能源改造，鼓励太阳能、地热等新能源的使用，推动

新建筑节能措施的采用，实现“无煤区”目标。

（三）完善公共交通系统。

推进地铁 6、7、8、16号线等重点项目和西二环地下隧道建

设，加快道路建设，打通断头路，改善重点地区道路微循环，提

高区域路网的系统性、连通性和可达性。改善公共交通换乘条件，

在具备条件的中小学和单位试行校车、班车接送，建设公共自行

车服务系统，完善自行车专用道和行人步道网络，提高绿色出行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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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展生态科技园区建设。

按照推进产业发展、提升环境品质、服务人民生活的原则，

构建“一核、一带、多园区”空间发展布局，加强科技园区建设，

集中力量打造以金融业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极，重点发展研发设计、

文化创意、金融后台、高端交易等产业，建设有特色的自主创新

示范园区。园区要进一步规范管理，明确产业发展方向，提升技

术水平，实施清洁生产，减少污染排放。

四、强化治理措施，全面控制大气污染

（一）深化燃煤污染治理。

按照北京市提出的发展清洁能源，深化煤烟型污染治理的要

求，我区要继续实施无燃煤区建设，力争 2014 年底前将现有燃

煤设施全部进行清洁能源改造，到 2015 年基本实现无燃煤的目

标。对保护区外分散的约 5万户平房和简易楼居民燃煤采暖，制

定改用清洁能源方案，结合旧城改造、人口疏解、城市建设以及

能源供应情况，采取电力、热力、燃气分户或并入锅炉房集中供

热等多种方式，逐年实施清洁能源改造，2014年底前完成改造。

完成裕中西里、广外供热厂 200蒸吨燃煤锅炉改用清洁能源工作。

（二）加强扬尘污染防治。

严格控制施工扬尘。加强重点施工工地在线监控系统建设。

强化建设施工单位主体责任，继续严格落实“工地沙土 100%覆

盖、工地路面 100%硬化、出工地车辆 100%冲洗车轮、拆迁 100%

洒水压尘、暂不开工处 100%绿化”等“5 个 100%”要求。在建

设工地开展高效车轮清洗技术示范和推广，促进施工扬尘污染控

制技术进步。强化行业监管责任，创新绿色施工监管机制，抓好

重点环节和部位的精细化管理，将施工企业扬尘污染记录作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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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信息纳入建筑企业信用管理系统，定期公布。加强执法检查，

突出重点季节、重要时期、关键时段监督管理，增加检查频次，

加大处罚力度，遏制扬尘污染反弹。

提高道路清扫保洁水平。严格执行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标

准，扩大“吸、扫、冲、收”组合式道路保洁设备比重，提高道

路机扫率和冲洗率，车行道机扫率达到 100%；增加城市道路冲

洗保洁频次，每日对重点地区、主要道路进行冲洗作业，开展重

点区域道路、街巷扬尘清除新技术示范工作，提高洁净率，降低

尘负荷。

创建扬尘污染控制区。以控制施工扬尘和渣土遗撒、开展裸

露地面治理、加强道路清扫保洁为重点，组织开展扬尘污染控制

区创建活动，率先完成展览路、白纸坊两个街道控制扬尘示范区

建设。到 2015年底，全区扬尘污染控制区实现全覆盖。

（三）加强油烟污染治理。

开展餐饮行业专项治理和检查，所有饮食服务经营场所均应

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建立有效运行机制，确保达标排放，开展

“光解油烟净化技术”处理试点，在有条件的单位逐步推广。加

强对经营性小煤炉、露天烧烤等行为的执法检查，治理低空污染。

（四）严格控制机动车污染。

继续淘汰老旧车辆。按照全市 2015 年底，力争淘汰全部黄

标车及其他高排放老旧机动车共 40 万辆的任务要求，发动社会

力量，使老旧车辆淘汰工作进街道、进社区、进家门，深入开展

辖区老旧车摸排和宣传动员。以老旧车辆摸排为契机，对公交、

环卫、邮政、出租等重点行业和用车大户建立健全台账。

严格对在用车的监管。在重点时间、重点区域对重点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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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路检、夜查、遥感监测、入户抽查和联合检查，加大查处力

度，形成对高排放车辆的高压监管态势，促进在用车的达标排放。

加强非道路柴油动力机械管理。开展非道路施工机械现状摸

排和政策法规入户宣传，减少非道路施工机械的排放污染。

（五）加强污染源日常监管。

加强对锅炉等污染源监管、监测力度，严格执行本市《锅炉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治理未达标锅炉。严格控制喷漆、喷绘

等加工作业，加强汽车维修、包装印刷、服装干洗等重点行业和

实验室的监督检查，对挥发性有机物超标排放的单位进行限期治

理。鼓励单位和公众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溶剂、油漆、涂

料等产品。更新辖区内加油站台账，定期对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

进行监督检查和监测，促进油气回收设备稳定达标运行。

（六）开展低碳社区建设。

以社区为切入点，开展“低碳生态社区”示范工作，推动

“低碳社区”建设。通过调查和宣传教育，引导、鼓励居民采用

绿色生活方式。在做好试点的基础上，扩大示范效应，在全区有

条件的社区，逐步开展低碳社区建设。

（七）开展生态环境建设。

以建设“系统完善，布局合理，功能健全，生态和谐，富于

文化特色”的生态环境为目标，完善绿地布局、增加绿地面积、

开展绿地改造，拓展屋顶绿化、垂直绿化建设。每年新增屋顶绿

化面积 2 万平方米、垂直绿化 1000 延长米，实现公共绿地 500

米半径居住区覆盖率达到 80%；依法监督居住区绿化建设，提高

居住区绿地率达标率。到“十二五”末期，绿化覆盖率达到

29.1%（含水域面积）、人均公共绿地达到 3.43 平方米、绿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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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20.89%、人均绿地达到 7.93平方米。

五、完善管理机制，提升保障能力

（一）加强组织领导。加强西城区清洁空气五年行动计划实

施方案的组织领导，落实好任务目标，加强组织协调，制定年度

计划，督促项目落实，加强检查考核，确保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

（二）落实环保责任。建立监督考核工作机制，督促本计划

落实，并将落实情况纳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排污企业要树立绿

色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履行相应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自觉

公开污染物排放等信息。在确保污染物排放稳定达标基础上，积

极应用新技术、新工艺，开展清洁生产，实现污染减排。

（三）完善环保政策。建立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涉及使用涂

料、油漆和有机溶剂的市政工程、政府投资的房屋建设和维修工

程等，优先采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产品。政府主导的建设工程

可优先选用“绿色施工”企业。加强排污费征收。落实扬尘污染

源排污费征收办法和更严格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

收费标准，提高排污成本，促进污染治理。

（四）提升监管能力。根据市环保局统一要求，进一步完善

空气质量监测网络，提高对细颗粒物、臭氧、挥发性有机物等污

染物监测能力。配合市环保局实施国家第五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

加强对机动车排放监管。完善环境监管机制，进一步明确职责，

开展联防联控，积极推动环保、城管、建委、规划、公安、市政、

园林、环卫、街道等各部门的合作，进行联合执法。

（五）推动公众参与。要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网络

等媒体，加强对落实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宣传引导，弘扬先进典

型，曝光施工扬尘、渣土遗撒和露天烧烤等环境违法行为。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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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积极参与“低碳生活”、“绿色出行”和“少开一天车”等活

动，为“绿色北京”建设贡献力量。

附件：北京市西城区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1─2015 年大

气污染控制措施）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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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市西城区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2011-2015 年大气污染控制措施）任务分解表

工作内容 序号 主要任务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空气质量指标

2015年空气

质量指标

二级和好于二级的天数比例达到 80%；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比 2010

年的 0.122mg/m3下降 10%，达到 0.1098mg/m3

区环保局

区市政市容委

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

区环卫中心

区园林绿化局

区城管监察大队

展览路街道办事处

白纸坊街道办事处

各相关单位

一、坚持总量控制，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完善大气污染物

总量减排体系
1

建立污染源排放数据清单，依据空气质量改善工作目标，明确

可吸入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挥发性有机物等主要污染物

年度总量减排项目。

区环保局

区发展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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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 序号 主要任务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2
对于新增大气污染排放项目，按照“以新代老、增产减污、总

量减少”原则进行规划、审批和建设。

区发展改革委

区环保局

西城工商分局

西城规划分局

构建绿色

能源体系
3

进一步提高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加快燃煤

设施清洁能源改造，鼓励太阳能、地热等新能源的使用，推进新建

筑节能措施的采用，实现“无煤区”的目标。

区发展改革委

区市政市容委

区环保局

各有关单位

4

推进地铁 6、7、8、16号线等重点项目和西二环地下隧道建设，

加快道路建设，打通断头路，改善重点地区道路微循环，提高区域

路网的系统性、连通性和可达性。

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

区市政市容委

区发展改革委

区财政局

西城规划分局完善公共

交通系统

5

改善公共交通换乘条件，在具备条件的中小学和单位试行校车、

班车接送，建设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完善自行车专用道和行人步

道网络，提高绿色出行比例。

区市政市容委

区教委

西城规划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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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 序号 主要任务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开展生态

科技园区建设
6

按照推进产业发展、提升环境品质、服务人民生活的原则，构

建“一核、一带、多园区”空间发展布局，加强科技园区建设，集

中力量打造以金融业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极，重点发展研发设计、文

化创意、金融后台、高端交易等产业，建设有特色的自主创新示范

园区。园区要进一步规范管理，明确产业发展方向，提升技术水平，

实施清洁生产，减少污染排放。

区发展改革委

区产业促进局
区环保局

二、强化治理措施，全面控制大气污染

7
完成裕中西里、广外供热厂 200 蒸吨燃煤锅炉改用清洁能源工

作。

区环保局

区市政市容委

区发展改革委

天恒热力公司

西都地产

宣房投资管理公

司

区住房和城市建

设委

区财政局

区质监局

西城国土分局

西城规划分局

德胜街道办事处、

广外街道办事处

深化燃煤

污染治理

8

对保护区外分散的约 5 万户平房和简易楼居民燃煤采暖，制定

改用清洁能源方案，结合旧城改造、人口疏解、城市建设以及能源

供应情况，采取电力、热力、燃气分户或并入锅炉房集中供热等多

种方式，逐年实施清洁能源改造，2014 年底前完成改造。

区环保局

区市政市容委

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

区发展改革委
区财政局
西城规划分局
区房管局
有关街道办事处
区房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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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 序号 主要任务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9

加强对重点施工工地在线监控系统建设。强化行业监管责任，

创新绿色施工监管机制，抓好重点环节和部位的精细化管理，将施

工企业扬尘污染记录作为不良信息纳入建筑企业信用管理系统，定

期公布。加强执法检查，突出重点季节、重要时期、关键时段监督

管理，增加检查频次，加大处罚力度，遏制扬尘污染反弹。

区环保局

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

区城管监察大队

各街道办事处

10

提高道路清扫保洁水平。严格执行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标准，

扩大“吸、扫、冲、收”组合式道路保洁设备比重，提高道路机扫

率和冲洗率，车行道机扫率达到 100%；增加城市道路冲洗保洁频次，

每日对重点地区、主要道路进行冲洗作业，开展重点区域道路、街

巷扬尘清除新技术示范工作，提高洁净率，降低尘负荷。

区环卫中心

区市政市容委

区财政局

各街道办事处

扬尘污染控制

11

创建扬尘污染控制区。以控制施工扬尘和渣土遗撒、开展裸露

地面治理、加强道路清扫保洁为重点，组织开展扬尘污染控制区创

建活动，率先完成展览路、白纸坊两个街道控制扬尘示范区建设。

到 2015年底，全区扬尘污染控制区实现全覆盖。

区市政市容委

区城管监察大队

区环卫中心

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

区环保局

相关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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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 序号 主要任务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严格控制机

动车污染
12

加强机动车和非道路用动力机械的信息化管理，建立重点单位

和高频次使用的公交、环卫、邮政等车辆信息台帐。严格在用车排

放监管，继续采用路检、夜查、巡查、入户、遥感监测等方式，严

查尾气超标排放，年均检测达到 20 万辆。加强非道路柴油动力机械

管理，按照非道路用动力机械排放标准要求，加大对非道路用动力

机械检查力度；继续淘汰老旧机动车，强化对高污染排放车辆的监

管，落实有关经济鼓励政策，积极促进老旧机动车更新淘汰。

区环保局

西城交通支队

区财政局

区质监局

加强油烟

污染治理
13

加强餐饮油烟治理，开展餐饮行业专项治理和检查，所有饮食

服务经营场所均应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建立有效运行机制，确保达

标排放，开展“光解油烟净化技术”处理试点，在有条件的单位逐

步推广。

区环保局

区商务委

西城工商分局

西城公安消防支队

14

加强对加油站、印刷、汽修、服装干洗等重点行业和实验室的

监督检查，对挥发性有机物超标排放的单位进行限期治理，加油站

油气回收系统监测达到全面覆盖，确保油气回收系统正常运行；鼓

励倡导单位和公众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溶剂、油漆、涂料等

产品。

区环保局

区发展改革委

区住房和城市建设

委

区市政市容委

区安监局

西城工商分局

区质监局

加强污染源

日常监管

15
加强监督检查，坚决取缔经营性小煤炉、露天烧烤等各类污染

直排的环境违法行为，治理低空污染。
区城管监察大队

区环保局

西城工商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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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 序号 主要任务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开展低碳

社区建设 16

以社区为切入点，开展“低碳生态社区”示范工作，推动“低

碳社区”建设。通过调查和宣传教育，引导、鼓励居民采用绿色生

活方式。在做好试点的基础上，扩大示范效应，在全区有条件的社

区，逐步开展低碳社区建设。

区发展改革委

区环保局

区科委

相关街道办事处

开展生态

环境建设
17

以建设“系统完善，布局合理，功能健全，生态和谐，富于文

化特色”的园林绿地系统为目标，完善绿地布局、增加绿地面积、

开展绿地改造，拓展屋顶绿化、垂直绿化建设。每年新增屋顶绿化

面积 2万平方米、垂直绿化 1000延长米，实现公共绿地 500米半径

居住区覆盖率达到 80%；依法监督居住区绿化建设，提高居住区绿地

率达标率。到“十二五”末，绿化覆盖率达到 29.1%（含水域面积）、

人均公共绿地达到 3.43平方米、绿地率达到 20.89%、人均绿地达到

7.93平方米。

区园林绿化局
区市政市容委

相关街道办事处

三、完善管理机制，提升保障能力

落实环境

保护责任
18

建立监督考核工作机制，督促本计划落实，并将落实情况纳入

领导干部绩效考核。
区政府办

区环保局

区人力社保局

区监察局

完善环境

经济政策
19

积极争取北京市资金支持，强化区属资金投入，强化环境保护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着力推进重点治污项目和区域空气质量监测、

监控能力建设。

区环保局
区发展改革委

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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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 序号 主要任务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20

建立政府绿色采购制度。涉及使用涂料、油漆和有机溶剂的市

政工程、政府投资的房屋建设和维修工程等，优先采用低挥发性有

机物含量产品。政府主导的建设工程可优先选用“绿色施工”企业。

区财政局

区发展改革委

区市政市容委

区住房和城市建设

委

各相关单位

21

加强排污费征收。落实扬尘污染源排污费征收办法和更严格的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收费标准，提高排污成本，促进

污染治理。

区环保局

提升环境

监管能力 22

根据市环保局统一要求，进一步完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提高

对细颗粒物、臭氧、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监测能力。配合市环保

局实施国家第五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加强对机动车排放监管。完

善环境监管机制，进一步明确职责，开展联防联控，积极推动环保、

城管、建委、规划、公安、环卫、园林、市政、街道等各部门的合

作，进行联合执法。加强区域大气监测网络建设，提高监测水平。

区环保局
各相关单位

各街道办事处

推动公众参与
23

要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加强对落实清洁

空气行动计划的宣传引导，弘扬先进典型，曝光施工扬尘、渣土遗

撒和露天烧烤等环境违法行为。鼓励市民积极参与“低碳生活”、“绿

色出行”和“少开一天车”等活动，为“绿色北京”建设贡献力量。 

区新闻中心

区环保局 各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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