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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决胜之年，事
关“十三五”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阶段性收官，也决定着“十四
五”以及今后更长时期的治理走势。 目前，中国工程院正在评
估蓝天保卫战实施效果，尽管结果尚未公布，但空气质量总体
改善、稳中有进的现状有目共睹。

据生态环境部通报， 到 2019 年，PM2.5 未达标城市的平
均浓度较 2015 年下降 23.1%，全国 337 个城市重污染天数下
降 36.6%，提前一年完成目标，年底前完成 PM2.5 控制目标已
成定局。 今年 1-11 月，全国 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达到 87.9%， 同比上升 5.4 个百分点；PM2.5 浓度降
至 31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8.8%。

持续向好的背后，治理方式更加科学精准。相比过去以末
端治理为主，如今更强调积极稳健的长效措施。以秋冬季大气
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为代表， 重点区域已连续 3 年开展差
异化、精细化、动态化治理。 例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
原是全国 PM2.5 浓度最高的区域，秋冬季 PM2.5 平均浓度是
其他季节的 2 倍左右、重污染天数占到全年的 95%以上，域内
不同城市的污染来源、排放组成各有差异。 基于此，治理不仅
设置了分段控制目标，制定城市差异化减排路线，围绕冬季燃
煤污染、 柴油货车排放、“散乱污” 企业等重点污染源对症下
药，还取消了早期的错峰生产、普遍停产限产等做法，坚决
杜绝“一刀切”。 既不能对企业放松监督、降低要求，也要
避免为完成目标而简单粗暴施策、临时性过关。

随着空气质量持续向好，再往前一步的难度越来越大。 为
突破瓶颈，治理由“治标”走向“治本”，在攻克大气污染成因的
基础上，越来越注重从根本入手扭转污染态势。

经过 3 年努力， 近 300 家科研单位、2900 多名科技工作
者联合攻关，全面摸清区域污染物排放现状及其成因。 以京
津冀及周边重点区域为例，除不利气象条件、区域污染传输
等客观因素，污染物排放超出环境容量是重污染频发的根本
原因。 高度聚集的重化工产业、以煤炭为主的能源利用方式、
以公路运输为主的货运方式，导致区域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
量居高不下，单位国土面积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是全国平均
水平的 2-5 倍。

为解决结构性污染，产业、能源、交通及用地结构调整全
面推进。 多项研究显示，在各项措施中，能源结构调整的
贡献位居前列。 前期，通过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煤炭

清洁利用、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等措施， 结构调整已见成效。
2013 年-2019 年，全国单位 GDP 能耗累计下降 24.4%，相当于
节约能源超过 12 亿吨标准煤。 下一步，PM2.5 浓度要降至 15
微克/立方米，70%左右是能源结构调整的贡献； 若进一步降至
10 微克/立方米，能源结构调整的贡献高达 75%以上，能源转型
对于空气质量长期改善的作用十分关键。

宏观上看，结构调整是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环境双
赢的重要举措，同时也要看到治理的严峻性与长期性，改善结
构性问题无法一蹴而就。 面对“难啃的骨头”，能源结构调整应
是“越是艰险越向前”。

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 “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
的 9 项约束性指标、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任务均已超额圆满完成，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也提前超额完成对
外承诺的 2020 年目标。 可以说，近五年是迄今为止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最大、发展最好的五年，人民群
众生态环境获得感显著增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生态环境目标如期高质量完成。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重中之重是打赢蓝天保卫战。 作为环境保护七大标志性战役之首，保卫蓝天行
动从源头入手，集中力量推进大气重污染成因及其治理攻关；以治本为重，持续调整优化产业、能源、交通
及用地结构；向精准延伸，由单一治理走向多种污染物协同控制。 在各地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完成“十三
五”治理目标成为大概率事件。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
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解。 蓝天保卫
战虽已取得阶段性胜利， 但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整体仍处于初
级阶段。

具体而言，我国区域性、结构性污染问题依然突出，主要
污染物排放量仍处于高位， 大气环境质量受自然条件变化影
响较大。 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以
公路货运为主的运输结构没有根本改变， 污染排放和生态保
护的严峻形势没有根本改变， 生态环境事件多发频发的高风
险态势没有根本扭转。 在此情况下，我国实施的 PM2.5 达标
标准为年均浓度 35 微克/立方米， 仅与世卫组织过渡期第一
目标值“接轨”，相比 10 微克/立方米的指导值还有很大差距。
此外，PM2.5 浓度整体达标虽无悬念，但仍有近一半城市尚未
达标，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不降反升等情况。

大气污染防治就像治疗慢性病，病因是长年积累所致，治
病则如抽丝剥茧一般，需要耐心和毅力。如何打破现有利益格
局，持续推进结构调整；如何挖掘潜力，进一步强化关键治理
措施；如何在更加复杂的边界条件下，科学选择减排路径等，
都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十四五”期间，需要继续实施
行之有效的治理措施，全面布局、精准施策、精准防控和严格
监管。 要进一步突出重点管控的空间、时段、行业领域和污染
物，积极推进产业、能源、运输及用地结构调整优化，加强区域
联防联控和重污染天气应对；提升环境监测和执法监管能力，
推进大气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最新明确的碳达峰目标，同时也对大
气污染防治提出新的要求。下一阶段，气候友好的大气污染防
治策略成为方向，单一污染物治理转向多类污染源协同控制。

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排放同根同源。 从城市排放清单
来看，70%以上的大气污染物排放与生产、 生活用能紧密相
关；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 来自能源部门的贡献占到 72%左
右———造成全球变暖与空气污染的最重要因素均是化石燃料
消费。 截至 2019 年底，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
重达 15.3%， 提前完成对外承诺到 2020 年碳强度下降 40%-
45%的目标。 经测算，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 56.2 亿吨，减少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约 1192 万、1130 万吨，应对气候变
化与大气污染防治的协同作用初显。

能源是协同控制的基础所在。 对不同控制情景的分析均
显示，只有同时采取严格的能源结构调整和能耗总量控制，再
加上污染物排放末端控制， 才能推动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为
此，要加快推动能源结构低碳转型，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化石能
源的消费，严控能耗强度，特别是化石能源消费强度，实施更
加严格的控煤措施。 同时，加快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推动非化
石能源和天然气成为能源消费增量的主体。 到 2030 年，非化
石能源消费比重要达到 25%左右， 意味着接下来能源增量
70%以上以非化石能源为主。 协同实现蓝天与减碳目标，还需
从源头推动能源结构根本转型。

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 是改善民生的迫
切需要，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北方地区清洁取暖
改造，同时关系着大气环境改善与广大群众温暖过冬，正是这
样的突出问题。

目前，清洁取暖试点已覆盖 43 个北方城市，中央财政累
计投入 493 亿元，其中京津冀及周边、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治
理重点区域全面覆盖。仅在重点区域，2016-2019 年已完成改
造清洁取暖 1500 万户左右，今年计划新增改造 709 万户。

清洁取暖改造亦是近年大气污染治理最难推进的工作之
一，既有好评，也有争论质疑不断。特别是在改造前期，因涉及
面广、覆盖人多，北方各地差异较大，缺乏可大规模推广的有
效经验，部分地区出现路线选取不当、推广节奏过快、相关配
套不到位等问题，进而影响改造效果。

实践证明，清洁取暖对降低北方地区 PM2.5 浓度的贡献
率可达 1/3 以上，是一项值得推行的好政策。在吸取教训的基
础上，改造更加趋于理性，坚持先立后破，遵循“宜电则电、宜
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 比如，在山区等暂不具备清洁
能源替代条件的地区，允许使用“洁净煤+节能环保炉具”“生
物质成型燃料+专用炉具”等其他方式；新改造尚未得到一个
采暖季运行检验的，不得拆除原有燃煤取暖设施。 除完善“煤
改电”电价、明确“煤改气”气价，生态环境部还承诺，清洁取暖
补贴不会轻易退坡。

2020 年采暖季，实现京津冀及周边、汾渭平原散煤清零
是刚性任务。 在“保卫蓝天”的同时，群众也可收获“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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