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点 03
2018.02.28 星期三责编:原二军 电话: (010)67118620 传真: (010)67113138 E-mail:hjbsplb@sina.com

环境保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实录

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科学》杂志报道称，个人卫生用
品及化妆品产生的排放量是汽车排放量的两倍，您是否赞同
这样的研究结果？中国垃圾处理过程产生的大气污染和中国
的汽车尾气污染哪个更严重？

刘炳江：谢谢您的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个人用品和化
妆品的排放量是否比汽车排放还大，我不知道这篇报道所说
的科学研究边界条件是什么，如果你能提的更详细些，我会回
答得更准确一点。因为各个国家的污染结构不一样，我不能
说这种观点对还是不对，赞同还是不赞同。我只能介绍一下
中国的情况，个人用品及化妆品主要排放的是 VOCs，中国现
在 VOCs 主要来源是工业涂装、石化化工、交通运输、涂料使
用等排放，这是我们关注和监管的重点。对于个人用品和个
人化妆品，目前还没涉及。据我们了解，国外主要是从产品质
量的角度来进行控制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垃圾焚烧和机动车的排放进行对比，这个
很有意思。中国的机动车现在是每年增加近 3000万辆，占全世
界年增长量的 30%左右，而且持续在增长，现在机动车保有量已

经达到了 3.1亿辆，其中汽车是 2.17亿辆，增长速度和排放量确
实比较大，氮氧化物和 VOCs的排放是比较大的。看中国二氧
化氮的浓度，为什么现在下降幅度非常缓慢？我们现在主要工
业产品都处于相对平稳期，只有油品的消费保持较高幅度的增
长。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量在全国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中的占比
逐年上升，目前已达 1/3左右。细颗粒物来源解析表明，机动车
排放已成为许多大中城市的首要空气污染来源，北京等城市的
移动源排放贡献率在30％左右，是细颗粒物的首要来源。

全国一共有 278 个垃圾焚烧厂、679 个焚烧炉。去年开
始，我们要求全国所有垃圾焚烧厂开展“装、树、联”工作，“装”
就是垃圾焚烧厂要依法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对烟
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控；“树”就是垃圾焚烧厂要在
厂区门口或便于公众查询的显著位置设立电子显示板，实时
公示污染物排放数据，接受公众监督；“联”就是垃圾焚烧厂的
自动监控设备要与环保部门联网。去年一年，全国所有的
278 个焚烧厂都装上了自动在线监测装置，全部与环保部门
实现联网。现在，你到任何垃圾焚烧厂，都能看到有个大屏幕
放在那儿，排放浓度、达标不达标情况都可以看到。

科技日报：大家都知道今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
量在好转，但是长三角地区貌似有所反弹，公众对东北三
省、汾渭平原的大气情况也比较关注。我想问一下未来对
这些区域会采取哪些大气污染防治举措？

刘炳江：你观察很细致，今年 1 月份长三角的空气污染
有所反弹，确实是事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空气质量受气
象因素影响较大，一个月的反弹、一个季度的反弹是很正常
的，北京去年 1月份增长 70%，而全年下降了 20%。1月份全
国空气质量总体是改善的，但长三角 PM2.5 增长了 20%左
右，因为 1 月份长三角出现不利气象的天数比较多，大气污
染物扩散条件比前几年要糟糕，气象条件是恶化的。

从国际经验看，空气质量往往是采用3年连续滑动的数
据进行评价。我们说珠三角是不是达标，不是说一年达标了，
而是看连续3年达标。所以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半年、一年

空气质量波动有时候都是很正常的。我们会客观理性看待
这个问题，目标完成就行，中间波动一下很正常。

说到京津冀的改善，大家可能联想到长三角还有东北
三省大气污染的问题。全国《大气十条》5 年任务都圆满完
成了，但是京津冀取得的成绩比较大，其他地区就显得落后
了。东北三省主要是供热和秸秆焚烧的问题，小锅炉清理
不到位，秸秆综合利用率低，问题的关键非常清楚。长三角
是重点区域，改善也非常明显。汾渭平原是倒 L 型的，污染
团就在渭河平原和汾河谷地里相互传输，城市之间受影响
还是比较明显的，涉及陕西、山西和河南 3 个省。许多专家
在呼吁，要对其进行集中治理。我们也专程去做了调研，一
个城市一个城市做调研。

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加强研究，力争纳入到国家重点控
制区域，实行联防联控。在进行三年蓝天保卫战的时候，一年
一个战役，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推动空气质量不断改善。

每日经济新闻：近日环境保护部公布了秋冬季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攻坚行动量化问责首起案件，引起广泛关注。攻坚
行动要求“2+26”城市在今年 3 月底前实现 PM2.5 平均浓度要
同比下降 15％以上，重污染天数同比下降 15％以上。请问为
实现双降目标，环境保护部采取了哪些措施？效果如何？

刘炳江：谢谢。我向你报告，效果很好。双 15％不仅仅
是每个城市下降 15％，还分 6 个层次，像北京、石家庄都是下
降 25％，还有下降 10％等，这 6个档次，总体平均是 15％。

第一个是 PM2.5浓度下降 15％。我们每个月都公布，现在
是马上进入 3 月份，最后一个月的冲刺。如果像今天这种重
污染过程多来几个，这个成果就不见得能保住，所以各级政府
是高度重视。你问几个市长，都在抓这几个数据，从最新的数
据看，PM2.5不仅下降 15％，很多城市下降了百分之二三十。

第二个是重污染天数下降更喜人。关于重污染天数，各

个城市有各个城市的数据，总体我说一下。28 个城市平均的
严重污染天数，从 2017 年 10 月 1 日到现在，平均每个城市只
有两天，上一采暖季同期是平均 9 天，降幅是一目了然，远远
超过 15％。重度污染上一采暖季平均是 27 天，现在是 10 天，
这个比例更远远超过 15％，所以效果是不错的。

至于为落实两个 15％采取了什么措施，刚才中青报记者
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了，我把几个数据快速说一下：第一，清理
整顿了 6.2 万家涉气的“散乱污”企业；第二，完成了 394 多万
户的电代煤、气代煤；第三，彻底淘汰了 5.6 万台燃煤小锅炉；
第四，环渤海港口的运煤大卡车全部停止运行；第五，一些企
业在进行错峰生产；第六，5 万多家涉气的企业全部纳入重污
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清单，当然还有更多的措施。最关键的
是，这些措施得到了落实，发挥作用的是出台量化问责办法。
刚刚公布第一例案例，就是因为错峰生产没有得到落实。问
责有两类，一类是任务型，一类是结果型，完不成都要问责。

凤凰卫视：为治理空气污染，环保部组织大规模督查执法
活动，效果很好，但是民间有一些说法认为，一些企业停产限
产遭受的经济损失过大，是不是我们付出的经济成本、人力的
代价太大了？如何平衡治理污染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刘炳江：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断过，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的争
论。我想大家都感觉到 2017 年是环保执法力度最大的一年，
也是清理整顿“散乱污”企业力度最大的一年。在如此大的执
法力度下，中国宏观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表现怎么样？这里
我给大家共享一组数据。看待环境与经济问题的时候，大家
一定要从宏观上看，从整体上看，从长远来看。2017 年全国
工业生产增速扭转了自 2011 年以来连续 6 年下降的态势，呈
现企稳向好的发展态势，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出现积极的变化，
这是第一个结论；2017 年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7%，同比回升
3.7 个百分点，结束了自 2012 年以来连续 5 年的下降态势。大
家会认为受冲击最大的是钢铁行业，统计显示黑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产能利用率提高了 4.1 个百分点。我想环境与
经济的关系大家一目了然。

据统计局对全国 574 种主要工业产品实物产量统计，
2017 年产量实现增长的数量为 408 种，较 2016 年提高了 4.4 个
百分点；从企业的利润看，2017 年 1 月~11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利润率同比增长 21.9%，增速较上年提高了 13.4 个百
分点。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对经济造成了大的损失，那么宏观
上看这些数应该都是负的，而事实上恰恰相反，都呈现的是大
幅度增长，企业利润率大幅度增长，产能利用率明显改善。

我们再来看一下“散乱污”企业。2017 年我们重点对“2+
26”城市开展了“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涉及 6.2 万家。我们
说的“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是扶堵结合，扶持环境绩效好的

企业，打击非法的、“黑色”企业。我们也组织做过深入分析，
如果“散乱污”企业全部安上高效治污设施，那么这些企业不
仅钱挣不到，甚至还得赔本。这些企业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就
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环境成本内部化没得到落实，所以赚的
都是污染环境的钱。

“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换来了环境质量改善，促进了动
能转换，提升了城市品位，从更深层次激活了生产要素，达到

“一石多鸟”的目标。
一是，据专家估算，2017 年“2+26”城市“散乱污”企业整

治对 PM2.5浓度下降贡献率达 30%，切实解决了人民群众身边
的污染问题，群众对“散乱污”企业投诉量是最大的。

二是推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了产业转型，解决了
“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举个例子，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原
有 2000 多家胶合板企业，原来年纳税额只有两亿多元，综合
整治后，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从 39 家增加到 100 多家，纳税额也
翻番了。你们可以去那里看一看，原来企业周边环境脏乱差，
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群众普遍叫好。

三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营造公平公开的市场环境。这
里有一个例子，就是邯郸永年区的特色产业标准件产业，整改
前有 9000 多家，通过集群整治，市场环境得到优化，国内外客
商云集永年，引进了 21 个高端标准件项目，总投资达到 230 多
亿元，实现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我们现在整治“散乱污”企业，
与国家提出的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环保执法打击的是违法企业，是黑色的GDP，扶植的是合法
企业，是绿色的 GDP。在执法过程中，肯定会对一些违法企业、
不达标企业造成较大冲击，甚至关停淘汰，我想这是经济发展的
必然规律，历史欠账总是要还的。“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还要进
一步向全国推广，请大家客观理性来看待这个问题。

强化督查本身就是长效机制的具体体现
新华社：去年，环境保护部采取了强化督查等一系列强有

力的环保执法行动，虽然取得成效，但人们也担心这种“运动式”
执法能够维持多久。请问，如何才能建立起环境执法长效机制？

刘友宾：最好的长效机制就是严格依法办事。强化督查不是
“运动式”，更不是“一阵风”，它本身就是长效机制的具体体现。

2017 年，环境保护部启动了为期一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强
化督查工作。强化督查实施以来，建立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6.2 万家“散乱污”企业、6.4 万台燃煤锅炉、8919 家错峰生产企
业及清洁供暖改造等 4 本台账；截至 2018 年 2 月底，28 个督查
组对 21 万个企业（点位）进行执法检查，发现各类涉气环境问
题 3.6万个，督办突出问题两万件；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纳入
应急预案的企业从 9000 多家增加到 5 万多家，极大地减轻重
污染天气的影响，得到社会广泛关注，也有效保障了《大气十
条》的圆满收官。

强化督查是环境执法的有益探索和实践。2015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新《环境保护法》，被人们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
社会各界对新环保法的实施寄予厚望，希望新环保法“长出钢
牙利齿”。可以说，强化督查正是新环保法长出的“钢牙利
齿”，新环保法赋予环境执法的权力和手段得到比较充分的运
用，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对打击违法排
污、改善空气质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强化督查至少有三个特点：
一是突出执法重点。在区域上突出京津冀及周边这个大

气污染防治重点地区，在时间段上聚焦于秋冬季这个特殊时
段，在行业上紧盯涉气“散乱污”企业。

二是提高执法效率。通过异地执法、交叉执法、优化执法
方式，调整执法策略，既让环境执法人员互相学习，也有效破
解了地方保护主义。强化督查使用网格化管理，借助科技手
段，提高执法精准度。

三是切实传导压力。强化督查的督查、交办、巡查、约谈、
专项督察“五步法”，环环相扣，较真碰硬，咬定青山不放松，严
肃责任追究，有效地震慑了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强化督查积累的有益经验，可复制、可推广.相信在今后
的环境执法中这些好的做法一定能够得到继续推行，用环境
执法新常态促成环境守法新常态，捍卫法律威严，让人民群众
拥有更多的环境质量获得感。

刘炳江：第一个问题我稍微补充一下，理论上说污染越严
重、治理任务越重的地区越应该配置更多、水平更高的执法人
员，即执法资源的优化配置理论。目前，还不是根据质量改善
要求和治理任务的繁重程度来配置执法人员。去年的强化督
查调集 5600 人，就是执法人员的优化配置，实际上就是一种
有益的尝试，是一次理论的实践应用。

另外，打攻坚战就要把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大家都知道扶
贫攻坚战有驻地工作队，什么时候脱贫什么时候撤。6.2 万家

“散乱污”企业及集群为什么长期得不到解决？5.6 万台燃煤
锅炉为什么一直淘汰不了？环境保护部深深知道“纸上得来
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次就是一竿子插到底，督促彻底
清理干净，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建立长效机制的探索。空气
质量不改善，这种方式会成为一种常态。另外，环境保护部现
在的做法不像以前大撒网执法，而是一年确定几个重点任务，
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

第二个问题说这一轮的污染是不是有所放松，我现在还
没看到数据。如果你回顾过去的情况，每到季节交换的时候，
都容易出现重污染过程。虽然说有的城市可能会感觉前 5 个
月改善得很好，后面 1 个月不怎么改善也能完成既定目标，可
能个别地区会有所放松，但总体上不会放松。中央布置了打
赢蓝天保卫战，“2+26”城市又有空气质量改善的新目标，如
果现在放松，全年的目标可能就完不成。

全国所有278个垃圾焚烧厂都装上了自动在线监测装置

“2+26”城市PM2.5不仅下降15％，很多城市下降了百分之二三十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实行联防联控

界面新闻：进入采暖季后，陆续有媒体报道在京津冀区
域的一些村庄和社区，出现了天然气气量不够、来气不稳等
情况，环境保护部对此怎么看？

刘炳江：去年煤改气是大家关注的热点，报道也非常热
烈。2016 年初《大气十条》中期评估认为，散煤治理到了必
须要治理的阶段，发达国家治理大气污染也都采取了这条
行之有效的措施。1 吨散煤排放的大气污染物相当于 1 吨
电煤排放的 15 倍以上，专家一直在呼吁，要加大散煤治理
力度。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
提出，要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相关规划已于 2017
年印发实施。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了要完成以
电代煤、以气代煤 300 万户以上。2017 年“2+26”城市完成
了 394万户，其中 70%左右是煤改气，其他的为煤改电。

针对去年部分煤改气、煤改电地区供暖得不到保障的
问题，环境保护部积极行动。你们也看到了，也报道了，环
境保护部抽调 2000 多人对涉及煤改气、煤改电的 2.5 万个
村庄（社区）开展大督查。排查下来，实际问题不像媒体报
道的那么严重。可以负责任地说，环境保护部开展这么大

规模的排查，基本做到全覆盖。结果我们发现仅有不到 1%
的村庄出现供不上气、供气不稳定影响取暖的问题。对于
发现的问题，我们要求督查人员就地督促当地政府解决，什
么时候解决，人员什么时候撤回来，这个问题已圆满得到
解决。

这次气荒暴露出很多问题，比如说供应问题，比如说储
气能力不足问题，再比如说管网互联互通不到位问题、压非
保民不到位问题，以及天然气供应利用体制机制价格等一
系列问题。要相信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发现问题后，大家
以问题为导向，逐一提出解决方案。

专家一致表明，煤改气、煤改电方向是正确的，要坚定
不移推下去，这是当前中国治理散煤污染最经济有效也最
现实的途径。当然我们也会推进地热资源、可再生能源等
利用，但毕竟资源量很有限，主要措施还是得要依靠煤改
气、煤改电。目前出现的问题更多还是统筹不够的问题，我
们将在部际协调机制下加大解决力度。北方地区冬季清洁
取暖规划已经制定，目标也非常清晰，对“2+26”城市专门
提出了目标任务，我们会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好，“不以事艰
而不为，不以任重而畏缩”，积极稳妥有序推进。

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规划已经制定，会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好

第一财经日报：近日环境保护部发函明确关于建设项
目“未批先建”违法行为法律适用问题，表示“未批先建”两
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请问这是出于什么
样的考虑？是否纵容了“未批先建”行为？

刘友宾：未批先建是严重的环境违法行为，新修订的环保
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都对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进一步加大了处罚力度。

环境保护部对未批先建违法行为一直保持高压态势，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打击，绝不姑息。特别是近年来，
结合去产能政策和强化督查行动，清理处罚了一大批未批
先建项目。

这次我部发函，明确未批先建有关法律问题。一是严

格执行《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即“违法行为在二年
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坚持依法行政。

二是配合排污许可制度实施，按照核发一个行业、清理一
个行业、规范一个行业的原则，进一步加大对建设项目监管力
度，决不允许任何未批先建违法项目游离于环境监管之外。

三是对未批先建项目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即使未批先
建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对其关联的无证排放、超标
排放、未履行“三同时”制度等环境违法行为严惩不贷，决不
纵容。

我们注意到，社会各界包括法律界人士在内，对有关未
批先建法律问题高度关注，充分体现了社会各界对环境保
护法治进程的关心。我们将坚持依法行政，坚持依法从严
打击未批先建等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环境保护部对未批先建违法行为一直保持高压态势

路透社：刚才有人问到长三角地区空气质量的问题，我
们看到，一月份长三角的 PM2.5 浓度上升，有一种观点认为
是受气象条件影响从北方传输过来的，也有人认为是北方
企业南迁导致的，请问您是否认同？此外，如果长三角地区
污染问题非常严重的话，环境保护部会不会像治理京津冀
地区空气污染一样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

刘炳江：谢谢。1 月份甚至 2 月份长三角地区空气质量
在恶化，这是事实。大家这么关心，我们团队也在分析，比
如说恶化 20％，有多少是气象原因造成的，有多少是排放
量增加造成的。刚才贺院士介绍，北京 PM2.5 从 73 微克/立
方米下降到 58 微克/立方米，70％是人努力的结果，30％是
天帮忙的结果。那个是看“人努力天帮忙”对 PM2.5 下降的
贡献，这个是看 PM2.5 增加的原因，目前我们正在进行详细
分析，分析完了才能得出结论。

京津冀确实有一些过剩的产能在限产，就是错峰生

产。但是，全国看一个行业总产能的利用率，肯定各地有高
有低。我们利用环境容量进行宏观调整，充分利用不同区
域的大气环境容量来优化布局，我觉得这是科学的。我看
了一下统计数据，全国的钢铁产量增长了 5.7％，河北的产
量下降了 0.7％，江苏下降了 6%，没有出现转移。这实际就
是一种倒逼机制，污染严重地区的高耗能高排放产品产量
向其他地区转移。我们也将会同长三角地区制订未来三年
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实施方案。

有人说长三角地区的污染是北方吹过去的，我觉得这
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自己治理不下功夫，非去怨别人，耽
误了自己治理大气污染的机遇。如果大家都有这种思想是了
不得的。更何况长三角和京津冀是两个不同的空气流场。

所以第一个问题，可能我们要做深度分析。第二个就是
谁传输给谁、谁吹给谁的这种思想要不得。自己要做好自己的
工作，地方人民政府对本地的环境质量负责，不能怨天尤人，总
是说别人传输给你，就把治理大气污染的机遇给耽误了。

全国的钢铁产量增长了5.7％，江苏下降了6%，没有出现转移

人民日报：未来还会不会制定类似京 60的 PM2.5浓度目
标来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呢？

刘炳江：您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京 60给我们一个很
重要的经验，北京 PM2.5实现60微克/立方米的浓度目标，这是
与人民群众感受直接相关的，人民群众的蓝天幸福感更多是从
具体数字上看，老百姓不在乎下降比例多少，更在乎绝对值是
多少。就是因为有京60这么一个绝对值，推动了去年开展了以
打击“散乱污”企业为主的督查行动、“公转铁”的交通结构调

整。因为这个成功经验，专家也强烈建议用好绝对值目标。
去年的攻坚方案我们也改变了做法，也是第一次对每

个城市都设立了一个年度目标和一个采暖季目标，都是
PM2.5浓度绝对值。这个值深刻记在当地政府领导心里，他
们倒算要达到这个值要付出多少努力，这非常好，正是我们
所希望的。当然要测算这个目标值需要非常细致艰苦的研
究，我们背后也有很多科学团队支持这项工作。因此，下一
步可能会基于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设置不同的 PM2.5 浓度
作为目标。

下一步可能会基于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设置不同的PM2.5浓度作为目标

北京晚报：之前一直认为机动车排放是重要的大气污
染源，可是去年在没有采取单双号限行等措施下，大气治理
仍然取得了明显成效，这是否意味着机动车污染被“夸大”
了？北京今年把大气治理的重点放在机动车治理上，这个
方向是否正确？

刘炳江：当前北京市的污染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
化。先看几组数据，从这些数据中就可以了解这些变化。
北京能源结构中煤炭消耗量的占比只有个位数，平原地区
已基本实现无煤化；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占了 80％以上，
也就是说，已经和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基本上相同了.经过
5 年艰苦卓绝的治理，北京 5500 家“散乱污”企业清零，油品
质量也从国四提高到国六，黄标车也全部淘汰完了。但即
使这样，北京市 PM2.5现在还是只达到了 58 微克/立方米，离
标准 35 微克/立方米还有一大截，离 2035 年北京空气质量
彻底改善的要求差距还很远。

北京去年空气质量明显改善，没有单双号限行，既有几
年来自身的不懈努力，也应该感谢周边“2+26”城市共同做
出的贡献。各地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减排量大幅增加，

橙色预警的工业企业减排力度相当于以前红色预警。除了
北京、天津等工业占比较低的城市以外，其他城市橙色预警
各种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要下降 30％以上。正是因为区域
的污染排放量大幅度下降，也因为北京市持续调整能源
结构，使得自身的排放强度也大幅度下降。我们知道，
每次启动红色预警，对于人民群众的交通出行会有较大
的影响，因此红色预警是在极端不利情况下采取的最后
手段。

目前，北京已经从工业煤炭为主的排放，转向了以生活
为主的排放，当主要矛盾变化的时候，机动车排放影响就进
一步凸显出来了。多个国家级团队就北京污染构成进行研
究，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机动车排
放是当前北京 PM2.5 的第一来源，现在拉高北京 PM2.5 浓度
的首先就是硝酸盐，已经远远超过了硫酸盐，这是我们要着
力解决的问题。

据了解，北京把机动车污染治理作为今年工作的重点，
我认为是精准施策、靶向治霾，对此我完全赞同。谢谢。

刘友宾：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机动车排放是当前北京PM2.5的第一来源

上接二版

环保执法打击的是违法企业，是黑色的GDP，扶植的是合法企业，是绿色的GDP

攻 关 研 究 项 目 ，下 一 步 要 全 面 深 入 实 施 ，按 照 要 做 到
2019 年的时间周期来安排，要深入实施这个攻关项目，特别
是要更紧密的结合指导“2+26”城市，来制定一市一策的三年
作战计划。刚才刘司长讲了，部里在国家层面要做三年作战

计划，京津冀这个区域，特别是“2+26”城市每一个城市也要
做三年作战计划，而这个工作机制里，特别是 28 个工作组现
阶段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帮助他们迅速把城市一级的三年作战
计划做出来。以及研究京津冀区域中长期空气质量改善的路
线图。应该说，这个任务是为了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一个强
有力的科技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