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城区“十三五”时期大气污染防治规划》解读 

 
 

《西城区“十三五”时期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已经西城区政府主管领导审核通过，目前以区环保局名义正式对外发

布。现就《规划》相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规划》编制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自“十二五”规划贯彻实施以来，西城区围绕“首都功能核心区、

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示范区、中央及国家政府所在地”的功能

定位，以“服务立区、金融强区、文化兴区”为主导战略，积极有序

推进城市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城区的总体环境面貌明显改善，生

态景观品质显著提升，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大幅提高。圆满完成了 APEC

会议、国庆 65 周年、抗战胜利 70 周年等重大任务的环境保障工作。

但随着区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源能

源消耗进一步增加，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难度进一步加大。同时，作为

中心城区，区域内人口规模和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加，导致生活资源

性需求、能源消费总量及污染排放持续增长，为环境保护带来极大压

力。加之，受区域传输及本地移动源和面源影响，西城区大气环境治 

理难度日益增大。 

“十三五”时期是西城区落实新时期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建设国

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入推进区域发展转型和管理转

型、全面提升城市发展品质的重要时期。西城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京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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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落实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 

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有效降低主要污染物浓度，有效控制细颗

粒物浓度，积极应对雾霾污染，完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环境监

管水平，强化环保参与综合决策能力，建立大气污染防控长效机制，

打好大气污染治理的“攻坚战”，是西城区“十三五”时期环境保护工作

的重要内容。因此，开展“十三五”时期大气污染防治规划编制工作，

为建设环境管理长效机制提供科学支撑，为全区创造更加和谐、优美、

宜居的城区环境贡献力量。 

二、《规划》编制的思路和技术路线是什么? 

《规划》通过对西城区“十二五”期间环境空气质量、污染控制

水平、排放总量的调研及评估，深入总结西城区“十二五”时期环境

保护工作开展的成效与经验，全面分析西城区各环境保护要素和生态

建设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深刻把握国家、市委市

政府和市环保局对西城区环境保护工作的总体要求，分析西城区“十

三五”时期面临的大气污染防治压力和发展机遇，同时结合“十三五”

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国外大型城市大气污染防治的先进经验，提

出全区“十三五”时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总体目标、思路和具体指

标，并从发展规模、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宏观层面和工业源、燃烧

源、生活源、扬尘源、移动源等具体层面的重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措施，为全区“十三五”时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供科学的指导思想、

指导原则、具体指标，明确努力方向、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3 

三、《规划》编制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根据全区“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总体

安排，结合西城区战略定位，2015 年年初我们成立了西城区“十三

五”时期大气污染防治规划编制领导小组，特别邀请了北京市环境科

学研究院的专家、学者组成课题组深入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

社区，对全区的大气污染防治现状进行了系统调研，对环境承载力进

行了全面评估，提出了我区“十三五”时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总体

目标、思路对策、具体指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形成了规划文本

征求意见稿。坚持开门编规划的思路，广泛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并与《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北

京市“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北京市“十三五”时

期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发展规划》、《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西

城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等有关规划相衔接，进

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规划》文本送审稿，提交区政府主管领导审

核，最终形成了现在对外发布的《规划》文本。 

四、《规划》划分的章节、完成时限及主要内容是什么? 

《规划》共分五章。完成时限是 2016年至 2020年。 

《规划》主要包含以下内容：第一章，指出了西城区大气污染防

治形势。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1、“十二五”时期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回顾。重点从环境空气质量、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各项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等六个方面对“十二五”时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

得的进展进行了全面回顾。2、存在的薄弱环节。指出了存在的环境

空气质量尚未全面达标、污染物持续减排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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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相对不足三个方面的薄弱环节。3、分析了“十三五”时期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的形势。一是需要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落实《京

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二是需要建立符合新监管需求的精细化管

理方式，提高环境精细化监管能力。三是需要提升环境管理信息化水

平和公众参与程度；第二章，明确了“十三五”时期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规划的总体目标和具体指标；第三章，提

出了落实规划需要完成的重点任务。宏观调控任务三项：一是优化产

业结构，以产业调整带动污染减排。二是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减少燃

烧源排放。三是控制建设规模，减少施工扬尘污染。具体任务五项：

深化燃烧源污染控制、推进工业源结构调整与污染治理、强化面源污

染防治、控制移动源污染排放、提高扬尘源污染控制水平；第四章，

拉出了落实规划需要完成的六项重点减排工程清单：1、燃气（油）

锅炉低氮燃烧技术改造工程。2、餐饮油烟专项治理工程。3、印刷企

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专项治理工程。4、煤改电老旧设备改造工

程。5、老旧机动车淘汰工程。第五章，列出了完成规划的保障措施。

共五项：1、完善环保体制机制。2、加强与相关部门和周边区协调。

3、强化绩效考核制度。4、强化环境管理科技支撑。5、完善环保资

金保障。  

五、《规划》相关名词释义。 

1、“五重”：指的是重点时段、重点地区、重点道路、

重点单位、重点车型。 

2、“三查”：指的是路检夜查、入户抽查、进京路口检

查。 

3、“五个 100%”：工地周边 100%设置围挡、散体物料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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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100%苫盖、出入车辆 100%冲洗、建筑施工现场地面 100%

硬化、拆迁等土方施工工地 100%湿法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