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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文件】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０９〕５６ 号） （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清洁空气行动方案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 （８）!!!!!!!!!!!!!!!!!!!!!!!!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
　 的通知（浙政发〔２０１３〕５９ 号） （２７）!!!!!!!!!!!!!!!!!!!!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批转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实施细则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０〕８５ 号） （４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国家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３５ 号） （４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大气复合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８０ 号） （４８）!!!!!!!!!!!!!!!!!!!!!!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试行）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４〕３５ 号） （６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点工作

　 部门分工方案的通知（浙政办发〔２０１４〕８９ 号） （８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大型燃煤机组清洁
　 排放实施计划的通知（浙政办发〔２０１４〕１６０ 号） （９６）!!!!!!!!!!!!!



编 者 按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是我省第五个生态日。良好的大气环境是自然生态的最好
体现。为此，编者将 ２００９ 年以来我省有关“大气污染防治”的部分文件集中汇编成
专刊，以方便读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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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政发〔２００９〕５６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二○○九年八月十三日

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为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改善空气环境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浙江省大气

污染防治条例》、《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发布在用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检测机构技术规范的通知》（环发

〔２００５〕１５ 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一）总体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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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新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浙政发〔２００８〕７ 号）要求，坚持“统筹规划、有

序推进，车油联控、标本兼治，强化法治、创新机制，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完善

法规、政策、制度和标准，强化检测和监管能力建设，健全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体系，加

强机动车生产、进口、销售、登记、使用、年检、维修、淘汰以及机动车燃油供应等环节的

污染防治与监管，提高机动车尾气排放达标率，有效降低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切实改

善空气环境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二）主要目标。

１ 按国家要求，全省新车注册登记与全国同步执行国家规定的阶段排放标准。鼓

励各地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加快淘汰未达到国家第Ⅰ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简

称国Ⅰ标准）的机动车，逐步淘汰未达到国家第Ⅲ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简称国

Ⅲ标准）的柴油机动车。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台州等重点城市（简称 ７

个重点城市）力争提前执行国家下一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

２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全省统一供应符合国Ⅲ标准的车用成品油。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全省统一供应符合国家第 ＩＶ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简称国 ＩＶ标准）的车

用成品油。

３ ７ 个重点城市和舟山以及其他臭氧浓度监测超标的城市，按照国家标准规定的

时限要求完成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的油气回收综合治理工作。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前，

全省各设区城市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全部完成油气回收综合治理工作。

４ ２０１０ 年年底前，基本建立覆盖全省的机动车排气检测体系和监督管理信息网络

体系。

上述目标，国家如有更高要求的，从国家要求。

二、主要任务

（一）加强登记管理，提高机动车环境准入门槛。进一步强化机动车污染源头控

制，严格执行国家机动车阶段性排放标准，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

机动车。污染物排放达不到国家阶段性排放标准的新车和转入我省车辆，公安机关不

予注册登记或办理转入手续。公务用车、公交车、营运客车要率先执行环保达标要求，

各地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把关，严格监管。

（二）加大检测力度，强化定期检测和抽测。

１ 实行定期检测。根据不同的车型和检测条件，采取相应的机动车排气定期检测

方法，并逐步改进。对轻型汽油车定期检测，在杭州市先行试点的基础上，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台州等城市采用简易瞬态工况法；鼓励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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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的市、县（市）加快采用这一检测方法，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全省全面采用简易

瞬态工况法；在采用简易瞬态工况法之前，各地必须采用双怠速法。对重型汽油车定期

检测，统一采用双怠速法。对柴油车定期检测，采用自由加速烟度法，７ 个重点城市应

逐步采用加载减速烟度排放法。

机动车排气定期检测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务

院令第 ４０５ 号）规定的车辆安全技术检验期限进行。经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检测机构

（以下简称检测机构）检测，不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公安机关不得核发牌证，不得通过

年审。

机动车排气定期检测可实行社会化服务。检测机构应依法取得计量认证资质和省

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按照规定的技术规范与检测方法进行检测，如实提供

检测报告，并定期将检测情况报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机动车排气定期

检测收费政策和标准，由省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实施监督管理。各

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检测机构开展日常监督管理，并视需要向检测机构派

驻监督员。要加强检测业务培训，不断提高检测机构工作人员的业务技术水平。

机动车排气定期检测线要尽可能依托现有的机动车安全检测线建设。确需选址另

建排气检测线的，要合理规划和布局，尽量靠近现有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做到高

效、便民。

２ 实行道路抽测和停放地抽测。机动车排气道路抽测和停放地抽测由各地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同级公安机关应当对道路抽测予以配合。道路抽测重点检测

在城市道路行驶的高排放车辆以及排放明显可见污染物的车辆。停放地抽测重点检测

营运车辆集中停放地或用车大户（指拥有 １０ 辆以上机动车的单位）的机动车。道路抽

测和停放地抽测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范进行，机动车所有人或驾驶人员应当配合，抽测

应当快捷、便民、文明，不得收费，不得扣押车辆，不得处罚，并保持道路交通的畅通。

经道路抽测、停放地抽测排气不合格的机动车，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维修并通报同级公安机关和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各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公

安机关、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被责令限期维修的机动车进行跟踪监管。被责

令限期维修的机动车，未在限期内维修合格即上路行驶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处罚。

（三）加强规范管理，提高机动车环保达标水平。

１ 实施机动车环保分类标志管理。对在用机动车按阶段性排放标准发放环保标

志，实施分类管理。县级以上政府可以根据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按环保分类标志，对

机动车采取相应的限制行驶区域、时间或车型的交通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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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鼓励淘汰高排放机动车。各地可因地制宜制定激励政策，鼓励高排放机动车提

前报废。各级政府要积极落实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发

展改革委等部门促进扩大内需鼓励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０９〕４４ 号）和财政部等 １０ 部门《关于印发〈汽车以旧换新实施办法〉的通知》（财建

〔２００９〕３３３ 号）的要求，鼓励提前报废老旧汽车和“黄标车”并换购新车。７ 个重点城市

和其他有条件的城市应当制定促进公交车更新淘汰的激励政策，鼓励公交车提前执行

国家下一阶段排放标准，鼓励使用节能型低排放和新能源机动车，减少公交车排气污

染。

３ 加强超标排放机动车管理。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机关、交通运输

行政主管部门应密切配合，加强信息互联互通，加强对超标排放机动车的管理。各地可

建立超标排放机动车举报制度，鼓励社会公众举报冒黑烟车辆。加强机动车维修企业

管理，机动车维修企业必须按照《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交通部令 ２００５ 年第 ７ 号）获

得所在地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的经营许可，并按照技术规范进行机动车维修，使在用

机动车达到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维修企业弄虚作假的，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

依法进行处罚。污染物排放超标且无法修复的在用机动车，由公安机关依法办理注销

登记。

（四）建立机动车排气检测和监督管理信息网络体系。各地应依托现有检测资

源，加快现有检测设备的升级改造，不断完善机动车排气检测体系。各级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公安机关、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快建立机动车排气污

染监督管理数据库和数据传输网络，加强检测数据等信息的统一管理，尽快形成全省

机动车排气检测和监督管理信息网络体系。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订我省

机动车排气检测联网技术规范，编制网络传输及数据交换接口标准。各地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应定期发布本地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和机动车定期检测、抽测信息，

方便群众查询。

（五）提高油品质量，完善车用成品油供应体系。按照全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分

阶段目标要求，分期供应不同标准的车用成品油，加强燃油品质管理，大力推广清洁车

用成品油，不断提高车用成品油油品质量。积极向出租车和公交车等高频使用的车辆

推广清洁燃料和替代燃料。省经济和信息化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省有关部门和中石化

浙江分公司、中石油浙江分公司，及时确定我省不同阶段的成品油供应方案，并切实加

强油品质量的市场监管。省价格行政主管部门要及时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出台我省不

同阶段的车用成品油价格政策。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省有关部门制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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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油气回收综合治理工作方案》和《油气回收综合治理改造工程

技术指南》，加快推进油气回收综合治理，确保按期完成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的油气

回收综合治理工作。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工作协调和部门协作。省里建立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制度，统

一组织协调全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作。联席会议由省政府办公厅负责人、省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召集人，省发改、经信、公安、财政、建设、交通运输、

商务、工商、质量技监、法制、物价等部门和中石化浙江分公司、中石油浙江分公司等单

位负责人共同参加，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联席会议各成员

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共同推进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作。各地

政府也要建立相应的工作协调机制，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协调。

（二）加强法规、政策、制度和标准建设。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我省

实际，加快制订我省相关法规、政策和标准。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

及早制订出台《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规划》、《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检测机构委托

工作程序》和《浙江省在用机动车排气检测制度》，加快制订并实施《压燃式发动机在用

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加载减速烟度排放法）》等机动车污染排放地方标准。

（三）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的组织体系和技术保障体系

建设。各设区市和机动车保有量较大的县（市），应根据当地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作

的实际需要，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监管力量，并提供必要的资金和设备保障。省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统一监管职责，并加强与省级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规

范检测机构的资质认定和委托管理，指导督促各市、县（市）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

工作。

（四）加强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和推广。各地应鼓励开发、生产和消费使用清洁能源

的交通工具，积极引进推广使用先进适用的检测设备和油气回收综合治理技术，鼓励研

究开发适合我省实际的排放检测技术和油气回收治理技术，大力培育和扶持省内相关

检测、治理设备生产企业，积极推进设备国产化。

（五）加强宣传教育和社会动员。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机动

车排气污染防治的重要意义，教育引导机动车所有人和驾驶人员加强机动车维护保养，

鼓励社会公众有序参与和监督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大力倡导“少开一天车”和“绿色

出行”等活动，鼓励使用节能型低排放和新能源机动车，有效减少机动车污染物排放

量，努力改善空气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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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政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浙江省清洁空气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二○一○年六月八日

浙江省清洁空气行动方案

为加快推进我省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着力解决酸雨、灰霾和光化学烟雾等突出

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全面改善空气环境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环境保护部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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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２０１０〕

３３ 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充分认识开展清洁空气行动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全省上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开展生态省建设，先后实施两轮

“８１１”环境保护行动，认真落实节能减排各项政策措施，扎实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十一五”前四年，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总量剧增的情况下，全

省二氧化硫减排已提前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一五”减排目标，大气环境常规因子质量状

况稳中趋好。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省大气污染已从煤烟型污染转变为复合型

污染，大气中的多种污染因子在不利气象条件下形成灰霾天气；全省机动车保有量持续

快速增长，排气污染已成为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煤炭消耗快速增长，燃煤产生的污染

物排放量仍相当大；热电锅炉和工业炉窑脱硫效率仍有待提高，火电行业氮氧化物污染

治理尚未全面开展；城市餐饮业、建筑施工、农村秸秆焚烧、矿山开采排放污染物仍较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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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污染物互相扩散，酸雨、细颗粒污染和臭氧污染已

逐步演变为区域性污染。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身体健

康。及时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迫切需要开展全省性的清

洁空气行动，对大气环境污染进行全面整治。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生态文明、加快改善全省环境质量的必由之

路。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必须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清洁空气行动的重

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明确要求，强化责任，落实措施，力争尽早取得明显

成效，努力促进空气质量改善。

二、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

（一）指导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改善区域空气质量为目的，以全面

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为抓手，以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责任为保障，以健全大气复合污

染监测与预警体系为支撑，全面加强联防联控，全力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向多因子、全方

位、区域协同控制转变，为建设生态文明奠定良好的环境基础，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工作方针。

———统筹协调，联防联控。着力增强区域大气环境保护合力，加快建立统一规划、

统一监测、统一监管、统一评估、统一协调的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统筹考

虑城市和农村大气污染防治，协同治理固定源和移动源、高架源和低架源，联合控制常

规污染因子和特种污染因子；充分调动公共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积极性，综合

运用经济、法律、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全面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突出重点，分步实施。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先重点后一般，分阶段推进杭州、

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台州等 ８ 个重点城市以及火电、钢铁、建材、石化、印

染、化工、合成革、油品贮运等 ８ 大行业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统分结合，梯度推进。坚持属地管理与区域联动相结合，先行先试与整体推进

相结合。各地既要按照全省统一部署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又要根据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的差异、环境空气质量的优劣和大气污染防治主次矛盾的异同，准确把握梯度

推进的节奏，因地制宜地对排放量较小的各类大气污染源进行治理。

三、主要目标和实施阶段

（一）主要目标。与相关省市密切配合，确保 ２０１０ 年上海世博会空气质量良好。

力争到 ２０１５ 年，区域大气环境管理机制基本形成，全省大气污染防治能力明显增强，主

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下降，酸雨、灰霾和光化学烟雾污染明显减少，区域环境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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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量明显改善，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呼吸到清洁的空气。

———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二五”大气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

———火电、钢铁、建材、石化、印染、化工、合成革等重点行业企业污染物排放实现排

气口与厂界双达标。

———建成覆盖全省的机动车排气检测和监管体系，机动车年审排气污染同步检测

率达到 １００％，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油气排放达到国家相关标准。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市区的清洁能源使用率达到 ７０％以上。

———城市市区餐饮业油烟净化装置配备率达到 １００％，建立运行维护制度；城市市

区所有建筑工地现场施工达到扬尘控制要求。

———农村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９０％以上，基本杜绝秸秆野外焚烧现象；全省新增

“烟尘控制区”面积不少于 ２５００ 平方公里；创建绿色矿山 ２００ 座以上，需治理与修复的

废弃矿山治理率达到 ９８％以上。

———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６１％以上，林木蓄积量净增 ５０００ 万立方米以上，力争

５０％以上城市林木覆盖率达到 ３０％以上。

———全省大气复合污染监测和预警体系建成投运，环境空气质量评价体系逐步完善。

———所有城市空气质量年均值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全省酸雨率和酸度均有所下降，

灰霾和光化学烟雾污染出现频率明显下降。

（二）实施阶段。清洁空气行动分三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２０１０ 年为启动阶段。初步建立区域大气环境管理与协调机制；各地开

展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调查，确定重点整治名单，编制清洁空气行动实施方案和下一阶

段（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工作计划；以世博会环境空气质量保障为重点，对机动车排气污染、

工业锅炉窑炉、农村秸秆焚烧开展整治；编制区域大气复合污染监测体系建设方案并从

重点城市开始实施；启动区域大气复合污染特征、形成机制、环境效应及治理技术等基

础性研究。

第二阶段：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为推进阶段。全面开展工业、交通物流、城市、农村等领

域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完成年度主要大气污染物减排任务；重点城市基本完成区域大

气复合污染监测体系建设，逐步完善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到 ２０１２ 年，全省主

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进一步健全，大气环境污染防治能力进一步增强，重点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趋于改善。

第三阶段：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为深化阶段。巩固和深化工业、交通物流、城市、农村等

领域的污染治理成果，确保到 ２０１５ 年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二五”大气主要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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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任务，各地大气污染重点问题基本解决，酸雨、灰霾和光化学烟雾污染明显减少，环

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城乡群众呼吸清洁的空气。

四、主要任务

（一）实施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工程。

１ 优化城区工业布局。各地要加强城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通过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和转型升级，加快实施“退二进三”、“腾笼换鸟”，及时搬迁对城市大气污染严重和群众反

映强烈的高污染企业。同时，严格禁止在城市市区及其近郊建设钢铁、建材、焦化、有色、

化工等废气高排放企业。积极创造条件，组织实施好杭州钢铁集团公司的搬迁项目。

２ 完成火电企业脱硫脱硝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除尘效率。新建和在建燃煤发电

机组、热电锅炉同步配套建设高效除尘、脱硫和脱硝设施。现役燃煤发电机组在确保脱

硫设施高效运行的基础上，开展烟气脱硝治理或低氮燃烧技术改造。到 ２０１５ 年，全省

１３５ 兆瓦以上现役燃煤发电机组全部完成烟气脱硝并投入运行。加快热电厂烟气脱硫

设施改造步伐。到 ２０１５ 年，现役 ３５ 吨以上燃煤锅炉烟气脱硫率、脱硫设施投运率分别

达到 ９０％和 ９５％以上。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排放标准，控制热电行业氮氧化物排放。推

广应用工业袋式除尘技术，在城市及其近郊，工业锅炉和火电厂采用布袋等高效除尘技

术，提高除尘效率。

３ 加强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整治。２０１１ 年底前钢铁企业全面完成脱硫

设施建设并投运。２０１２ 年底前焦化企业完成焦炉干熄焦改造，并同步建设废气除尘、

脱硫等大气污染防治设施。严格控制水泥行业粉尘排放，完善水泥企业除尘设施，通过

燃烧器改造等技术，逐步降低水泥回转窑氮氧化物排放。２０１１ 年开始在杭州、湖州、嘉

兴、绍兴、金华、衢州等水泥生产大市开展水泥行业减排氮氧化物试点工作。到 ２０１５

年，全省所有水泥回转窑实现氮氧化物减排，所有水泥厂（含粉磨站）、水泥制品厂生产

设备排放的粉尘及无组织排放的粉尘均达到相应的国家标准。

４ 加强有机废气污染控制。有机废气排放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减少有机溶剂

使用量。加强对有机废气的收集，增强废气净化效果，做到排气筒排放浓度和厂界浓度

双达标。其中，在 ２０１２ 年底前所有印染企业须完成定型机废气净化设施建设；在 ２０１５

年底前石油炼制、化工、医药、农药、印刷、家具（玩具）制造、制鞋、喷漆、涂料、塑料、橡

胶以及合成革等行业完成有机废气整治。

５ 控制工业锅炉窑炉污染。所有工业锅炉窑炉使用单位配备符合要求的污染治

理设施，采取严格的污染控制措施，确保各种污染物排放稳定达标。禁止直接燃用含硫

量超过 ０ ５％的煤炭。鼓励 ４ 吨 ／时（含）以上、２０ 吨 ／时（含）以下的燃煤锅炉分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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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改造或煤气化、水煤浆等其他洁净燃烧技术改造。

６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制定和发布严重污染大气环境的落后生产工艺和落后设备

名录，并按期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落后设备。关闭石灰窑土窑和不符合矿产资源总体规

划的采石生产企业，淘汰工艺落后的生产稀释剂、涂料、油墨、黏合剂的小化工企业和污

染严重的铸造冲天炉、单段煤气发生炉的生产工艺及设备。２０１１ 年底前，淘汰 ４００ 立方

米及以下炼铁高炉、３０吨及以下炼钢转炉与电炉、综合电耗大于 ２００ 千瓦时 ／千克的多晶

硅产能。２０１２年底前，淘汰窑径 ３ ０米以下的水泥磨机（生产特种水泥的除外）。

（二）实施绿色交通物流工程。

１ 加强新机动车排气污染控制。全省新车注册登记与全国同步执行国家机动车

污染物排放标准。杭州、宁波、温州、湖州、绍兴等 ５ 个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和嘉

兴、金华、台州等 ３ 个省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要力争提前执行国家下一阶段的机动车

污染物排放标准。

２ 实施统一的机动车环保分类标志管理。从 ２０１０ 年起，各地要按照环境保护部

《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环发〔２００９〕８７ 号），实施统一的机动车环保分

类标志管理，并对“黄标车”实行区域限行。加速“黄标车”和低速载货车淘汰进程。

３ 加快建设机动车排气检测体系。各地要按照《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

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浙政发〔２００９〕５６ 号）规定的检测方法及时间

要求，合理布点，建设机动车排气定期检测线。各检测机构应依法取得计量认证资质，

并按照规定的技术规范与检测方法进行检测。各级环保部门要依法加强对检测机构的

日常监督管理，并视需要向检测机构派驻监督员。

４ 建立在用机动车检测与维修制度。在用机动车排气定期检测按照国务院规定

的车辆安全技术检验期限同期进行，同步检测率达到 １００％。经检测、抽测排气不合格

的机动车必须经维修合格后方可上路。２０１０ 年底前全省各地基本建立机动车排气监

督管理信息网络体系。

５ 切实提高油品质量。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全省统一供应符合国家第三阶段

标准的车用汽油。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全省统一供应符合国家第三阶段标准的车用

柴油。根据国家的相关要求，积极创造条件全面供应国家第四、第五阶段标准的车用成

品油。建立完善车用燃油清净剂管理制度，加强油品供应升级后的市场监管，确保车用

成品油达到相应的国家标准。

６ 加快油气回收工作进程。抓紧对现有的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开展油气综合

治理，新建加油站、储油库必须按国家有关排放标准建设。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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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舟山、台州等 ７ 个设区市的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油气排放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

执行《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２０９５２—２００７）、《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２０９５０—２００７）、《汽油运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２０９５１—２００７），其他设区市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上述标准。

７ 构建快速便捷的交通系统。各地要在规划、建设、管理等方面采取措施，加快建

设以城市为核心的快速便捷的交通系统，优先发展大容量的城市公共交通，加强枢纽场

站的衔接，完善区域交通网络。推进交通管理现代化建设，合理分配交通流，保障道路

安全畅通，减少因道路拥堵造成的机动车排气污染。鼓励发展和推广使用节能环保型

汽车，探索建立可持续的电动汽车商业运营模式。

８ 发展“绿色”物流。加强对码头货物装卸、物料堆场、化工原料储罐的管理，大力

整治相关的粉尘或挥发性有机物污染。强化对低速货车和非道路机械的环境管理，督

促物流企业建立符合绿色环保标准要求的货物运输车队，规范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制度，

努力减少因交通运输及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

（三）实施城市“蓝天工程”。

１ 推行清洁能源。各地要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显著改善终端能源消费结构。加

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工作，逐步扩大禁燃区范围，结合西气东输、川气东输等重

点工程，在城区大力推行以清洁能源替代燃煤锅炉。到 ２０１５ 年，８ 个大气污染防治重

点城市市区的清洁能源使用率达到 ７０％以上。

２ 防治建筑工地扬尘污染。各地要在 ２０１０ 年底前根据当地情况，制定建筑工程

施工现场扬尘控制规定。建筑工地周边要设置足够高度的硬质围挡，严禁敞开作业。

采取洒水、覆盖等防尘措施，定期对围挡落尘进行清洗。采取建筑工地道路硬化、主体

结构施工外脚手架密目网全封闭、车辆出工地全冲洗等措施，确保施工工地内外环境整

洁。建筑物拆除必须边拆除、边洒水、边清运渣土，渣土、垃圾应在拆除完成后 ３ 天内清

运完毕，暂时不能清运出场的，要采取相应的防尘措施。

３ 加强餐饮业油烟污染防治。城市市区内排放油烟的所有餐饮企业和单位食堂都

必须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并建立运行维护制度，按要求定期对油烟净化装置进行清洗，确

保油烟达标排放。油烟排气筒朝向和高度应避开易受影响的建筑物。城市市区内的居

民住宅或者以居民居住为主的商住楼内不准新建产生油烟污染的餐饮服务经营场所。

４ 开展服装干洗业污染治理。从事服装干洗的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洗染业

管理办法》。新（改、扩）建的干洗店应当使用具有净化回收干洗溶剂功能的全封闭式

干洗机。现有洗染店使用开启式干洗机的，必须限期更新为全封闭式干洗机或进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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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增加压缩机制冷回收系统，强制回收干洗溶剂，实现达标排放。

５ 整治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废气。采取适当方式对工业企业污水治理设施和城镇集

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所产生的恶臭废气进行收集和净化。鼓励回收利用废水处理过程中

产生的沼气，禁止直接排空。逐步开展垃圾填埋场废气治理。国家卫生城市应率先对生

活垃圾填埋场采取气体导排、处理、利用和除臭等措施，实现达标排放。加强垃圾焚烧设

施的废气治理设施建设，确保废气治理设施与生产设施同步运行，并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６ 大力控制地面和道路扬尘。各地要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提高绿化水平，减少城

市市区和城乡结合部裸露地面。加大道路和地面改造的投入，逐步改造低质材料路面，

减少城市道路扬尘。对绿化带高于路面的道路，采取措施防止雨水冲刷泥土流入路面，

造成路面扬尘。积极推行城乡一体的道路路面保洁制度，有效控制城市郊区道路扬尘。

（四）实施农村大气污染防治工程。

１ 鼓励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０８〕１０５ 号），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现秸秆的

资源化、商品化，促进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农民增收。力争到 ２０１５ 年，基本形成秸秆

还田和多元利用的格局，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９０％以上。

２ 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等农作物废弃物。各地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加强部门分工

协作，严格执法监管，建立健全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的长效管理机制。２０１０ 年世博会空

气质量保障期间，以上海世博场馆为中心，半径 ３００ 公里以内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

绍兴、金华、舟山、台州等 ８ 个市及所辖的县（市、区）杜绝露天焚烧秸秆。２０１５ 年全省

基本杜绝露天焚烧秸秆。

３ 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加强农村秸秆焚烧管理。采用基于 ＥＯＳ ／ ＭＯＤＩＳ等卫星数据

的秸秆焚烧遥感监测方法，组织开展秸秆焚烧遥感监测工作，定期编制浙江省秸秆焚烧

遥感监测简报。对遥感监测发现的秸秆焚烧点，各地要及时响应，切实加强监督管理。

４ 加强烟尘控制。继续开展“烟尘控制区”建设，城郊结合部，机场周边地区，铁

路、高速公路以及国道、省道两侧 １０００ 米范围内的区域要全面创建“烟尘控制区”。各

类炉窑灶排放的烟尘、粉尘和林格曼黑度均应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到 ２０１５ 年，全省新

增“烟尘控制区”面积不少于 ２５００ 平方公里。

５ 控制农业氨污染。各地要大力开展化肥农药污染防治，积极推行测土配方施肥

和减量增效技术，引导农民科学施肥，着力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农田化肥施用量，减少

氨逸出和挥发。

６ 防治矿山开采污染。推进绿色矿山创建工程，努力减轻矿山开发对大气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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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严格控制矿山开采、加工作业、废弃物堆放、矿石装运过程中的粉尘排放。粉尘

无组织排放浓度应符合国家《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ＧＢ１６２７９—１９９６）的相关要

求。到 ２０１２ 年，全省创建绿色矿山 ２００ 座以上，到 ２０１５ 年，全省符合创建条件的生产

矿山 ９０％以上要建成绿色矿山。

７ 加快推进废弃矿山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深入开展以“千矿整治”活动为载体

的废弃矿山治理工作，加强露天开采矿山的边坡整治、复垦、复绿及景观修复，使矿山生

态环境与周边自然环境相协调。到 ２０１２ 年，全省需治理与修复的废弃矿山治理率达到

９５％以上，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９８％以上。

８ 大力实施森林碳汇工程。加快绿化造林，大力开展中幼林抚育，实施阔叶化改

造和生物防火林带建设，加快村庄绿化步伐，着力提高森林质量，不断增强森林碳汇功

能。到 ２０１５ 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６１％以上，林木蓄积量净增 ５０００ 万立方米以上，

力争 ５０％以上城市林木覆盖率达到 ３０％以上。

（五）建设大气复合污染监测与评价体系。

１ 建设大气复合污染立体监测网络。组织编制《浙江省大气复合污染立体监测网

络建设规划》，在现有城市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和气象监测系统的基础上，优化空气

质量自动监测站位，选择性增加大气臭氧、细颗粒物、一氧化碳、有机污染物、大气能见

度和灰霾等监测设备，建设覆盖全省的大气复合污染立体监测网络。到 ２０１２ 年，大气

污染防治重点城市基本完成区域大气复合污染监测体系建设；到 ２０１５ 年，全省建成

１８２ 个监测站位，其中城市子站 １５３ 个、区域站 １４ 个、背景站 ２ 个、功能站 １ 个、移动站

１２ 个，全省大气复合污染立体监测网络全面建成，监测信息实现互通和共享。

２ 提高特殊污染因子的监测水平。加强对大气特殊污染因子的监测能力建设，全

面掌握大气污染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等特殊污染因子，为污染治

理、事故处置及制定恢复措施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３ 完善空气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大气复合污染立体监测网络，深入研究区域

大气复合污染及其传输特征和危害。完善空气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臭氧、细颗粒物、

挥发性有机物、有毒有害废气等因子逐步纳入城市空气质量评价范围，使空气质量评价

结果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大气环境质量状况。

４ 逐步开展低能见度和灰霾等天气预报预警和应急响应工作。加强灰霾天气形

成机制研究，建立区域大气能见度、灰霾天气监测、预报、预警体系。根据低能见度对经

济社会活动的影响程度和灰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程度，逐步建立应急响应机制，动

态调控不利气象条件生成区域的社会生产和区域交通等活动，尽可能降低低能见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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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霾天气的危害性。

５ 建立大气监测预报预警信息服务系统。加强部门合作，开展大气污染预报数值

模拟和大气污染突发事件应急技术研究，建立大气监测预报预警信息服务系统，依托环

境质量、气象信息等发布系统发布有关信息，服务广大公众。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创新机制。省政府成立由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的浙江省清洁空气行

动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实施全省清洁空气行动，与江苏省、上海市共同推进长三角区域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建设。各地也要建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各级环

保、发改、经信、科技、公安、财政、国土资源、建设、交通运输、农业、林业、商务、卫生、工

商、质监、物价、能源、气象等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协同推进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

（二）落实责任，强化考核。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明确

任务，完善措施，抓好落实，切实做到思想认识到位、工作责任到位、政策措施到位、资金

保障到位。要进一步形成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共同推进的大气污染防治机

制，进一步健全环保部门统一监管、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格局。要将清洁空气行动

实施情况纳入各级生态建设考核体系，对整治工作完成情况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进行

考核。考核结果与生态市县、环保模范城市创建以及主要污染物减排考核、城市环境综

合整治定量考核挂钩。空气质量达不到二级标准的设区城市，必须采取更加严格的措

施，确保尽快实现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三）深入实施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强化主要污染物总

量控制，在“十一五”对二氧化硫进行总量控制的基础上，根据国家要求，适时增加总量

控制指标，拓展总量控制范围。各地要根据国家和省的总量控制要求，结合当地大气环

境质量现状和大气环境保护目标，制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并通过排污

许可证将总量控制指标分解下达到辖区内排污单位。排污单位必须按照排污许可证规

定的污染物种类、数量、浓度和其他排放条件排放污染物。有大气污染物总量削减任务

的排污单位，必须按期完成减排任务。

（四）严格环境准入制度，加强大气污染源头控制。从空间环境准入、总量环境准

入、项目环境准入入手，完善环境准入的决策评价机制，健全信息公开制度，严格建设项

目的环境准入管理，加强建设项目的执法监督，从源头预防大气污染。严格控制高耗

能、高污染项目建设，新（改、扩）建项目清洁生产水平要达到国际或国内先进水平。加

强火电、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医药、化工、印染等高耗能、重污染项目的审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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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严禁化整为零，违规审批和建设。设区城市市区禁止建设除热点联产以外的火电

厂。建立产业转移的环境监管机制，防止将重污染行业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

（五）健全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环境执法监管。积极推动修订《浙江省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制定《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完善大气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和行

政规章体系。加快制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氮氧化物、机动车排气等方面的地方排放标

准，健全污染排放标准体系。积极开展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

作。加大环保执法力度，严格落实环境保护行政执法责任制，并将处罚信息纳入信用评

价体系，作为企业资信评价的重要依据。继续实行环境污染有奖举报制度，鼓励社会各

界依法有序参与和监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六）加强大气复合污染基础研究，加快推广污染防治先进技术。通过设立科研专

项，加强部门合作，开展大气复合污染防治重大科技攻关。重点加强区域大气复合污染

特征、形成机制、环境效应（灰霾）、大气污染预报和治理技术等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和大

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结合我省实际，开展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研究。

充分利用省环保公共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积极推广环保先进适用技术。以重点行业工

艺废气和热电企业燃煤烟气脱硫脱硝、水泥企业氮氧化物减排为重点，加快多污染物协

同控制技术研发与推广。通过建设示范工程，推广一批能够解决目前重点大气环境污

染问题的先进适用污染防治技术。

（七）建立完善环保经济政策，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积极创新有利于大气污染防

治的价格、税收、信贷和土地等环境经济政策，继续实施高耗能产业差别电价，进一步完

善燃煤电厂脱硫电价等环保电价政策。对大气污染整治成效显著的市县，在相关资金

补贴等方面给予倾斜。对积极贯彻落实省政府要求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给予适当财

政补助。对没有完成大气污染治理任务且空气质量状况恶化的城市，要实施区域限批。

对工作责任不落实、工作进度滞后造成重大污染事件的地区和部门，要严肃追究责任。

（八）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完善公众参与和监督机制。广泛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宣传

教育，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畅通群众投诉举

报渠道，及时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加强大气环境质量信息公众服

务，进一步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创新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清洁空

气行动，自觉践行符合低碳经济和生态文明要求的生活方式。

附件：１ 浙江省清洁空气行动工作重点及责任分解表

２ 浙江省清洁空气行动 ２０１０ 年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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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１

浙
江
省
清
洁
空
气
行
动
工
作
重
点
及
责
任
分
解
表

序
号

工
作
任
务

主
要
工
作
内
容

责
任
单
位

协
办
单
位

完
成
时
间

一
实
施
工
业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工
程

加
强
城
区
环
境
综
合
整
治
，
推
进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和
转
型
升
级
，

严
格
禁
止
在
城
市
市
区
及
其
近
郊
建
设
钢
铁
、
建
材
、
焦
化
、
有

色
、
化
工
等
废
气
高
排
放
企
业
。

各
地
政
府

省
发
改
委

省
经
信
委

省
环
保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新
建
和
在
建
燃
煤
发
电
机
组
、
热
点
锅
炉
同
步
配
套
建
设
高
效

除
尘
脱
硫
脱
硝
设
施
；
现
有
燃
煤
发
电
机
组
确
保
脱
硫
设
施
高

效
运
行
。
１３
５
兆
瓦
以
上
燃
煤
机
组
完
成
烟
气
脱
硝
并
投
入
运

行
；
加
快
热
电
厂
烟
气
脱
硫
设
施
改
造
步
伐
，
现
役
３５
吨
以
上

燃
煤
锅
炉
烟
气
脱
硫
率
、
脱
硫
设
施
投
运
率
分
别
达
到
９０
％
和

９５
％
以
上
。

省
能
源
集
团

五
大
电
力
集
团

各
地
政
府

省
发
改
委

省
能
源
局

省
经
信
委

省
环
保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钢
铁
企
业
２０
１１
年
底
前
全
面
完
成
脱
硫
设
施
建
设
并
投
运
。

焦
化
企
业
２０
１２
年
底
前
完
成
焦
炉
干
熄
焦
改
造
工
作
，
同
步
建

设
废
气
除
尘
、
脱
硫
等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设
施
。

杭
州
钢
铁
集
团
公
司

宁
波
钢
铁
有
限
公
司

衢
州
元
立
金
属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各
相
关
市

政
府

省
环
保
厅

省
发
改
委

省
经
信
委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２

完
善
水
泥
企
业
除
尘
设
施
；
逐
步
降
低
水
泥
回
转
窑
氮
氧
化
物

排
放
。
２０
１１
年
在
杭
州
、
湖
州
、
嘉
兴
、
绍
兴
、
金
华
和
衢
州
开

展
水
泥
行
业
减
排
氮
氧
化
物
试
点
工
作
；
２０
１５
年
，
全
省
所
有

水
泥
回
转
窑
实
现
氮
氧
化
物
减
排
，
粉
尘
排
放
达
到
国
家
标
准
。

各
地
政
府

省
环
保
厅

省
发
改
委

省
经
信
委

２０
１１
—
２０
１５

有
机
废
气
排
放
企
业
做
到
污
染
物
排
气
筒
排
放
浓
度
和
厂
界
浓

度
双
达
标
。
所
有
印
染
企
业
必
须
在
２０
１２
年
底
前
完
成
定
型

机
废
气
净
化
设
施
建
设
。
石
油
炼
制
、
化
工
、
医
药
、
农
药
、
印

刷
、
家
具
（
玩
具
）
制
造
、
制
鞋
、
喷
漆
、
涂
料
、
塑
料
、
橡
胶
以
及

合
成
革
等
行
业
在
２０
１５
年
底
前
完
成
有
机
废
气
整
治
。

各
地
政
府

省
环
保
厅

省
经
信
委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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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
作
任
务

主
要
工
作
内
容

责
任
单
位

协
办
单
位

完
成
时
间

严
格
控
制
工
业
锅
炉
窑
炉
污
染
，
确
保
各
种
污
染
物
排
放
稳
定

达
标
。
禁
止
直
接
燃
用
含
硫
量
超
过
０．
５％
的
煤
炭
。
鼓
励
４

吨
／时
（
含
）
以
上
、
２０
吨
／时
（
含
）
以
下
燃
煤
锅
炉
分
批
进
行

清
洁
能
源
改
造
或
水
煤
浆
等
其
他
清
洁
燃
烧
技
术
改
造
。

各
地
政
府

省
发
改
委

省
能
源
局

省
经
信
委

省
环
保
厅

省
质
监
局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２０
１１
年
底
前
，
淘
汰
４０
０
立
方
米
及
以
下
炼
铁
高
炉
、
３０
吨
及

以
下
炼
钢
转
炉
与
电
炉
、
综
合
电
耗
大
于
２０
０
千
瓦
时
／千
克
的

多
晶
硅
产
能
。
２０
１２
年
底
前
，
淘
汰
直
径
３．
０
米
以
下
的
水
泥

磨
机
（
生
产
特
种
水
泥
的
除
外
）
。
到
２０
１５
年
，
关
闭
石
灰
窑

土
窑
和
不
符
合
矿
产
资
源
总
体
规
划
的
采
石
生
产
企
业
；
淘
汰

工
艺
落
后
的
生
产
稀
释
剂
、
涂
料
、
油
墨
、
黏
合
剂
的
小
化
工
企

业
和
污
染
严
重
的
铸
造
冲
天
炉
、
单
段
煤
气
发
生
炉
的
生
产
工

艺
及
设
备
。

各
地
政
府

省
发
改
委

省
经
信
委

省
环
保
厅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二
实
施
绿
色
交
通
物
流
工

程

加
强
新
车
管
理
，
新
车
注
册
登
记
与
全
国
同
步
执
行
国
家
规
定

的
排
放
标
准
， ８
个
重
点
城
市
力
争
提
前
执
行
国
家
下
一
阶
段

的
机
动
车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各
地
政
府

省
公
安
厅

省
环
保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全
省
实
施
统
一
的
机
动
车
环
保
分
类
标
志
管
理
。
对
“
黄
标

车
”
实
行
区
域
限
行
。

各
地
政
府

省
环
保
厅

省
公
安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加
速
“
黄
标
车
”
和
低
速
载
货
车
淘
汰
进
程
。

各
地
政
府

省
公
安
厅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省
环
保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加
快
建
设
机
动
车
排
气
检
测
体
系
。
按
照
规
定
的
检
测
方
法
及

时
间
要
求
，
建
设
和
完
善
机
动
车
排
气
定
期
检
测
线
。
依
法
对

检
测
机
构
开
展
日
常
监
督
管
理
。

各
地
政
府

省
环
保
厅

省
公
安
厅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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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
作
任
务

主
要
工
作
内
容

责
任
单
位

协
办
单
位

完
成
时
间

建
立
在
用
机
动
车
检
测
与
维
修
制
度
。
在
用
机
动
车
排
气
定
期

检
测
与
车
辆
安
全
技
术
检
验
同
期
进
行
，
同
步
检
测
率
达
到

１０
０％
；
排
气
不
合
格
的
机
动
车
经
维
修
合
格
后
方
可
上
路
。

各
地
政
府

省
环
保
厅

省
公
安
厅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全
省
各
地
基
本
建
立
机
动
车
排
气
监
督
管
理
信
息
网
络
体
系
。

各
地
政
府

省
环
保
厅

省
公
安
厅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２０
１０

２０
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起
，
全
省
统
一
供
应
符
合
国
家
第
三
阶
段
标

准
的
车
用
汽
油
。
２０
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起
，
全
省
统
一
供
应
符
合

国
家
第
三
阶
段
标
准
的
车
用
柴
油
。
根
据
国
家
相
关
要
求
，
积

极
创
造
条
件
全
面
供
应
国
家
第
四
、
第
五
阶
段
标
准
车
用
成
品

油
。
建
立
完
善
车
用
燃
油
清
净
剂
管
理
制
度
，
加
强
油
品
供
应

升
级
后
的
市
场
监
管
。

中
石
化
浙
江
分
公
司

中
石
油
浙
江
销
售
分

公
司
等 各
地
政
府

省
发
改
委

省
能
源
局

省
商
务
厅

省
质
监
局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２

新
建
加
油
站
、
储
油
库
必
须
按
国
家
有
关
排
放
标
准
建
设
。
开

展
对
现
有
加
油
站
、
储
油
库
、
油
罐
车
油
气
的
综
合
治
理
。
杭

州
、
宁
波
、
湖
州
、
嘉
兴
、
绍
兴
、
舟
山
和
台
州
等
７
个
设
区
市
的

加
油
站
、
储
油
库
、
油
罐
车
油
气
排
放
从
２０
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起

执
行
《
加
油
站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
ＧＢ
２０
９５
２—
２０
０７
）
、

《
储
油
库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
ＧＢ
２０
９５
０—
２０
０７
）
、
《
汽

油
运
输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
ＧＢ
２０
９５
１—
２０
０７
）
，
其
他
设

区
市
从
２０
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起
执
行
上
述
标
准
。

中
石
化
浙
江
分
公
司

中
石
油
浙
江
销
售
分

公
司
等 各
地
政
府

省
环
保
厅

省
商
务
厅

省
发
改
委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２

各
地
在
规
划
、
建
设
、
管
理
等
方
面
采
取
措
施
，
加
快
建
设
快
速

便
捷
的
交
通
系
统
，
优
化
区
域
交
通
网
络
。
推
进
交
通
管
理
现

代
化
建
设
，
合
理
分
配
交
通
流
，
保
障
道
路
安
全
畅
通
，
减
少
因

道
路
拥
堵
造
成
的
机
动
车
排
气
污
染
。

各
地
政
府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省
公
安
厅

省
建
设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发
展
“
绿
色
”
物
流
。
加
强
对
码
头
货
物
装
卸
、
物
料
堆
场
、
化

工
原
料
储
罐
的
管
理
，
大
力
整
治
相
关
的
粉
尘
或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污
染
。
建
立
符
合
绿
色
环
保
标
准
要
求
的
货
物
运
输
车
队
。

强
化
对
低
速
货
车
和
非
道
路
机
械
的
环
境
管
理
。

各
地
政
府

省
环
保
厅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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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
作
任
务

主
要
工
作
内
容

责
任
单
位

协
办
单
位

完
成
时
间

三
实
施
城
市
“
蓝
天
工

程
”

调
整
和
优
化
能
源
结
构
，
显
著
改
善
终
端
能
源
消
费
结
构
。
加
强

“
高
污
染
燃
料
禁
燃
区
”
划
定
工
作
，逐
步
扩
大
禁
燃
区
范
围
，大
力

推
行
以
清
洁
能
源
替
代
燃
煤
锅
炉
。
到
２０
１５
年
，８
个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重
点
城
市
城
区
的
清
洁
能
源
使
用
率
达
到
７０
％
以
上
。

各
地
政
府

省
能
源
局

省
发
改
委

省
经
信
委

省
环
保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防
治
建
筑
工
地
扬
尘
污
染
。
制
定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现
场
扬
尘
控

制
要
求
。
建
筑
工
地
周
边
设
置
足
够
高
度
的
硬
质
围
挡
，
严
禁

敞
开
作
业
。
采
取
洒
水
、
覆
盖
等
防
尘
措
施
，
定
期
清
洗
围
挡
落

尘
；
采
取
建
筑
工
地
道
路
硬
化
、
主
体
结
构
施
工
外
脚
手
架
密
目

网
全
封
闭
、
车
辆
出
工
地
全
冲
洗
等
措
施
，
确
保
施
工
工
地
内
外

环
境
整
洁
。
拆
除
建
筑
物
必
须
边
拆
、
边
洒
水
、
边
清
运
渣
土
。

各
地
政
府

省
建
设
厅

省
环
保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２

加
强
餐
饮
业
油
烟
污
染
防
治
。
城
市
市
区
内
排
放
油
烟
污
染
物
的
所

有
餐
饮
企
业
和
单
位
食
堂
都
必
须
安
装
油
烟
净
化
装
置
，并
建
立
运

行
维
护
制
度
。
城
市
市
区
内
的
居
民
住
宅
或
者
以
居
民
居
住
为
主
的

商
住
楼
内
不
准
新
建
产
生
油
烟
污
染
的
餐
饮
服
务
经
营
场
所
。

各
地
政
府

省
环
保
厅

省
工
商
局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加
强
服
装
干
洗
业
污
染
治
理
。
洗
染
店
使
用
开
启
式
干
洗
机

的
，
必
须
更
新
为
全
封
闭
式
干
洗
机
或
进
行
改
装
，
强
制
回
收
干

洗
溶
剂
，
实
现
达
标
排
放
。

各
地
政
府

省
环
保
厅

省
商
务
厅

省
工
商
局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采
取
适
当
方
式
对
工
业
企
业
污
水
治
理
设
施
和
城
镇
集
中
式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所
产
生
的
恶
臭
废
气
进
行
收
集
和
净
化
。
回
收
利

用
处
理
设
施
中
产
生
的
沼
气
，
禁
止
直
接
排
空
。
国
家
卫
生
城

市
应
率
先
对
生
活
垃
圾
填
埋
场
采
取
气
体
导
排
、
处
理
、
利
用
和

除
臭
措
施
，
并
达
到
相
应
的
国
家
排
放
标
准
。

各
地
政
府

省
环
保
厅

省
建
设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控
制
地
面
和
道
路
扬
尘
。
开
展
植
树
造
林
，
减
少
城
市
市
区
和

城
乡
结
合
部
裸
露
地
面
。
加
大
道
路
和
地
面
的
改
造
投
入
，
减

少
道
路
扬
尘
。
积
极
推
行
城
乡
一
体
的
道
路
路
面
保
洁
制
度
。

各
地
政
府

省
建
设
厅

省
林
业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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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
号

工
作
任
务

主
要
工
作
内
容

责
任
单
位

协
办
单
位

完
成
时
间

四
实
施
农
村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工
程

加
快
推
进
农
作
物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
２０
１５
年
，
基
本
形
成
秸
秆

还
田
和
多
元
利
用
的
格
局
，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率
达
到
９０
％
以

上
。

各
地
政
府

省
农
业
厅

省
经
信
委

禁
止
露
天
焚
烧
秸
秆
等
农
作
物
废
弃
物
。
２０
１０
年
上
海
世
博

会
空
气
质
量
保
障
期
间
，
杭
州
、
宁
波
、
湖
州
、
嘉
兴
、
绍
兴
、
金

华
、
舟
山
、
台
州
等
８
个
市
及
所
辖
的
县
（
市
、
区
）
杜
绝
露
天
秸

秆
焚
烧
现
象
； ２
０１
５
年
全
省
基
本
杜
绝
露
天
秸
秆
焚
烧
现
象
。

各
地
政
府

省
环
保
厅

省
农
业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加
强
烟
尘
控
制
。
继
续
开
展
“
烟
尘
控
制
区
”
建
设
。
城
郊
结

合
部
，
机
场
周
边
地
区
，
铁
路
、
高
速
公
路
以
及
国
道
、
省
道
两
侧

１０
００
米
范
围
内
的
区
域
全
面
创
建
“
烟
尘
控
制
区
”
，
各
类
炉
窑

灶
排
放
的
烟
尘
、
粉
尘
和
林
格
曼
黑
度
均
应
达
到
国
家
排
放
标

准
。

各
地
政
府

省
环
保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控
制
农
业
氨
污
染
。
大
力
开
展
化
肥
农
药
污
染
防
治
，
积
极
推

行
测
土
配
方
施
肥
和
减
量
增
效
技
术
，
引
导
农
民
科
学
施
肥
，
着

力
提
高
肥
料
利
用
率
，
减
少
农
田
化
肥
施
用
量
，
减
少
氨
逸
出
和

挥
发
。

各
地
政
府

省
农
业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推
进
绿
色
矿
山
创
建
工
程
，
２０
１２
年
，
创
建
绿
色
矿
山
２０
０
座

以
上
。
２０
１５
年
，
全
省
绿
色
矿
山
达
９０
％
以
上
。
加
快
废
弃
矿

山
生
态
修
复
，
到
２０
１２
年
，
全
省
需
治
理
与
修
复
的
废
弃
矿
山

治
理
率
达
到
９５
％
以
上
，２
０１
５
年
达
到
９８
％
以
上
。

各
地
政
府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加
快
绿
化
造
林
，
大
力
开
展
中
幼
林
抚
育
，
实
施
阔
叶
化
改
造
和

生
物
防
火
林
带
建
设
，
加
快
村
庄
绿
化
步
伐
，
着
力
提
高
森
林
质

量
，
增
强
森
林
碳
汇
功
能
。
全
省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６１
％
以

上
，
林
木
蓄
积
量
净
增
５０
００
万
立
方
米
以
上
，
力
争
５０
％
以
上

城
市
林
木
覆
盖
率
达
到
３０
％
以
上
。

各
地
政
府

省
林
业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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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
号

工
作
任
务

主
要
工
作
内
容

责
任
单
位

协
办
单
位

完
成
时
间

五
建
设
大
气
复
合
污
染
监

测
与
评
价
体
系

建
设
大
气
复
合
污
染
立
体
监
测
网
络
。
到
２０
１２
年
，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重
点
城
市
基
本
建
成
区
域
大
气
复
合
污
染
监
测
体
系
；
到

２０
１５
年
，
全
省
大
气
复
合
污
染
立
体
监
测
网
络
全
面
建
成
，
监

测
信
息
实
现
互
通
和
共
享
。

各
地
政
府

省
环
保
厅

省
气
象
局

省
财
政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提
高
特
殊
污
染
因
子
的
监
测
水
平
。
加
强
对
大
气
特
殊
污
染
因

子
的
监
测
能
力
建
设
，
全
面
掌
握
大
气
污
染
重
点
行
业
、
重
点
企

业
排
放
的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等
特
殊
污
染
因
子
。

各
地
政
府

省
环
保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完
善
空
气
质
量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
把
臭
氧
、
细
颗
粒
物
、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
有
毒
有
害
废
气
等
因
子
逐
步
纳
入
城
市
空
气
质
量
评

价
范
围
，
使
空
气
质
量
评
价
结
果
能
够
更
加
客
观
地
反
映
大
气

污
染
程
度
。

省
环
保
厅

省
气
象
局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逐
步
开
展
低
能
见
度
和
灰
霾
等
天
气
预
报
预
警
和
应
急
响
应
工

作
。
建
立
区
域
大
气
能
见
度
、
灰
霾
天
气
监
测
预
报
预
警
体
系
，

逐
步
建
立
应
急
响
应
机
制
，
尽
可
能
降
低
低
能
见
度
和
灰
霾
天

气
的
危
害
性
。

省
气
象
局

省
环
保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建
立
大
气
监
测
预
报
预
警
信
息
服
务
系
统
。
开
展
大
气
污
染
预

报
数
值
模
拟
和
大
气
污
染
突
发
事
件
应
急
技
术
研
究
，
建
立
大

气
监
测
预
报
预
警
信
息
服
务
系
统
，
依
托
环
境
质
量
、
气
象
信
息

等
发
布
系
统
发
布
有
关
信
息
，
服
务
公
众
。

省
环
保
厅

省
气
象
局

各
地
政
府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六
深
入
实
施
大
气
主
要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控
制
和

排
污
许
可
证
制
度

制
定
主
要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控
制
计
划
，
并
通
过
排
污
许

可
证
将
总
量
控
制
指
标
分
解
下
达
到
辖
区
内
各
排
污
单
位
。
有

大
气
污
染
物
总
量
削
减
任
务
的
排
污
单
位
，
必
须
按
期
完
成
减

排
任
务
。

各
地
政
府

省
环
保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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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
号

工
作
任
务

主
要
工
作
内
容

责
任
单
位

协
办
单
位

完
成
时
间

七
严
格
环
境
准
入

从
空
间
环
境
准
入
、
总
量
环
境
准
入
、
项
目
环
境
准
入
三
方
面
入

手
，
完
善
环
境
准
入
制
度
的
决
策
评
价
机
制
，
健
全
信
息
公
开
制

度
，
严
格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准
入
管
理
，
加
强
建
设
项
目
执
法
监

督
，
从
源
头
预
防
大
气
污
染
。

各
地
政
府

省
环
保
厅

省
发
改
委

省
经
信
委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严
格
控
制
高
耗
能
、
高
污
染
项
目
建
设
，
新
（
改
、
扩
）
建
项
目
要

达
到
国
际
或
国
内
清
洁
生
产
先
进
水
平
。
加
强
火
电
、
钢
铁
、
水

泥
、
平
板
玻
璃
、
煤
化
工
、
医
化
、
印
染
等
高
耗
能
重
污
染
项
目
的

审
批
管
理
，
严
禁
化
整
为
零
，
违
规
审
批
和
建
设
。
设
区
城
市
市

区
禁
止
建
设
除
热
电
联
产
以
外
的
火
电
厂
。

各
地
政
府

省
发
改
委

省
能
源
局

省
经
信
委

省
环
保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八
健
全
法
规
标
准
体
系

健
全
法
规
标
准
体
系
，
强
化
执
法
监
管
。
积
极
推
动
修
订
《
浙

江
省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条
例
》
，
制
定
《
浙
江
省
机
动
车
排
气
污
染

防
治
条
例
》
。
加
快
制
定
挥
发
性
有
机
化
合
物
、
氮
氧
化
物
、
机

动
车
尾
气
等
方
面
的
地
方
排
放
标
准
，
健
全
污
染
排
放
标
准
体

系
。

省
环
保
厅

省
质
监
局

省
法
制
办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九
加
强
大
气
复
合
污
染
基

础
研
究
，
加
快
技
术
推

广

设
立
科
研
专
项
，
加
强
区
域
大
气
复
合
污
染
特
征
、
形
成
机
制
、

环
境
效
应
（
灰
霾
）
、
大
气
污
染
预
报
和
治
理
技
术
等
方
面
的
基

础
性
研
究
和
大
气
污
染
对
人
体
健
康
影
响
的
研
究
。
积
极
推
广

环
保
先
进
适
用
技
术
。

省
科
技
厅

省
环
保
厅

省
卫
生
厅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十
建
立
完
善
环
保
经
济
政

策

积
极
创
新
有
利
于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的
价
格
、
税
收
、
信
贷
和
土
地

等
环
境
经
济
政
策
，
继
续
实
施
高
耗
能
产
业
差
别
电
价
，
进
一
步

完
善
燃
煤
电
厂
脱
硫
电
价
等
环
保
电
价
政
策
，
切
实
增
加
大
气

环
境
监
测
与
研
究
的
投
入
。

各
地
政
府

省
发
改
委

省
财
政
厅

省
物
价
局

省
经
信
委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十
一

开
展
环
保
宣
教
活
动

广
泛
开
展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宣
传
教
育
，
提
高
公
众
的
环
境
保
护

意
识
。
加
强
大
气
质
量
信
息
公
众
服
务
，
进
一
步
健
全
信
息
公

开
制
度
，
畅
通
群
众
投
诉
举
报
渠
道
，
创
新
和
完
善
公
众
参
与
机

制
。

各
地
政
府

省
环
保
厅

省
气
象
局

２０
１０
—
２０
１５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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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浙江省清洁空气行动 ２０１０ 年工作计划

根据《浙江省清洁空气行动方案》，２０１０ 年，要按照“先急后缓、先重后轻”的原则，
在着力保障上海世博会环境空气质量的同时，力求在工业污染防治、机动车排气污染防

治、大气复合污染监测能力建设、大气污染综合防治技术研究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为

“十二五”全面推进清洁空气行动打好基础。主要任务如下：

一、做好世博会环境空气质量保障各项工作

（一）加强重点行业污染控制。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台州、金华、舟山等上

海世博场馆半径 ３００ 公里以内的设区市，要对全市（包括所辖县市）范围内的钢铁、化
工、水泥等行业的大气污染源实施全面综合整治，确保达标排放；对燃煤锅炉和窑炉的

治理设施进行维护保养，做到稳定达标排放；全面治理餐饮企业油烟气，确保治理效果。

（二）在长三角区域现有电力行业在线监测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电力行业在

线监测数据共享平台建设，实现长三角区域火电行业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数据共享。

（三）推进区域机动车污染联合控制。一是按环境保护部统一标准加快机动车辆

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发放工作，启动机动车辆环保标志互认工作；二是加快推进油气回

收工作进程，长三角地区高速公路沿线加油站做好优质油品供应和保障工作；三是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起，提高进入上海市的旅游车辆的排放要求，进入世博核心区的车辆应取
得国家机动车绿色标志。

（四）建立秸秆禁烧监管机制，加强联动执法，２０１０ 年夏收和秋收季节严禁野外焚

烧秸秆。

（五）建立区域应急响应机制。在可能出现环境空气污染的情况下，实施空气污染

预警通报制度。届时，火电企业要尽可能换烧低硫煤，提高除尘脱硫设施效率；对世博

场馆半径 ３００ 公里内的高污染企业或生产线以及秸秆野外焚烧行为采取严格的监管措
施。

（六）实行世博会环境空气质量保障工作月报制度。各设区城市和省级有关部门

在每个月的 ２０ 日前，将本地、本部门的世博会环境空气质量保障工作情况以书面形式
报送省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推进工业大气污染防治

（一）各市、县开展本辖区主要行业与重点污染源的治理。对重点污染源进行调

查，对不能稳定达标的企业下达限期治理计划。限期治理期间要限产限排，逾期不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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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各级人民政府应依法采取关停措施。

（二）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等市继续开展 ３５ 吨（含）以上热电企业炉外烟气

脱硫改造工程。其中，杭州、宁波两市的热电企业全部完成烟气脱硫任务；湖州、嘉兴、

绍兴等市 ５０％的热电企业完成烟气脱硫建设任务。

（三）杭州市继续开展工业燃煤锅炉的脱硫改造工作，同时鼓励企业积极采用清洁

能源改造或水煤浆等其他洁净燃烧技术改造。

（四）台州市要积极配合环境保护部开展台州医化基地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试

点工作。

（五）华能玉环电厂、嘉兴电厂二期开展脱硝改造工程。

（六）杭州钢铁集团公司完成所有烧结机的脱硫工程，并投入运行；宁波钢铁有限

公司完成干熄焦改造项目和主厂区焦炉搬迁；中石化镇海炼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号

电站完成炉外烟气脱硫工程。

三、开展机动车排气污染控制

（一）根据《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要求，杭州、宁波、湖州、嘉兴、

绍兴、台州和舟山等市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的油气回收综合

治理，达到相应的国家排放标准。下半年，省环保厅会同省相关部门组织一次油气回收

综合治理执法检查。

（二）２０１０ 年底前全省各地按要求基本建立机动车排气检测体系和监督管理信息

网络体系。

四、建设大气污染监测网络

（一）提升杭州、宁波、嘉兴、舟山等 ４ 个城市的空气自动监测站的监测能力，为保

障世博会环境空气质量服务。

（二）完善区域大气污染联合监测工作。根据长三角区域环保合作协议，建立空气

质量监测和日报预报数据共享机制，开展长三角重点城市日报数据动态发布和重点城

市 ４８ 小时潜势预报工作。

（三）继续开展对环境保护重点监管企业及其他污染源的监督性监测，提高大气污

染重点企业在监督监测中的比重和频次。

五、启动大气污染防治科技研究

开展浙江省区域大气复合污染现状及发展态势、污染特征、形成机制和环境效应

（灰霾）等方面的基础性研究。

六、编制地方清洁空气行动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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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要按照分级负责的要求，分解落实清洁空气行动方案的各项任务和责任。各

设区市政府要根据《浙江省清洁空气行动方案》，编制本市实施方案和下一阶段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工作计划，并于年底前报省环保厅备案。

!"#$%&',-./!"#D456
78C1EF（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G）=>?

浙政发〔２０１３〕５９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已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

为切实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努力建设美丽浙江，根据《国

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３〕３７ 号），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思路与目标

以能源和产业结构调整、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业废气污染整治、城乡废气治理

等为突破口，坚持源头治理、综合防治，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建立政府统领、企

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大气污染防治新机制。通过五年时间的努力，全省环境

空气质量明显改善，重污染天气大幅减少；到 ２０１７ 年，全省细颗粒物（ＰＭ２． ５）浓度在

２０１２ 年基础上下降 ２０％以上。

二、重点任务

（一）调整能源结构。

１ 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制订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案，耗煤项目实行煤炭减量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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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到 ２０１７ 年，力争实现煤炭消费总量负增长。新建项目禁止配套建设自备燃煤电站。

除热电联产外，禁止审批国家禁止的新建燃煤发电项目；现有多台燃煤机组装机容量合

计达到 ３０ 万千瓦以上的，可按照煤炭等量替代的原则建设为大容量燃煤机组。实施低

硫、低灰分配煤工程，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洁净煤使用率达到 ９０％以上。

２ 创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全省县以上城市建成区开展“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创

建工作，禁燃区内不再审批新增燃烧高污染燃料工业锅炉，已建成的使用高污染燃料的

各类设施要限期拆除或改造使用清洁能源。２０１４ 年底前，天然气覆盖到的设区市城市

建成区基本建成高污染燃料禁燃区；２０１５ 年底前，县以上城市建成区基本建成高污染

燃料禁燃区；２０１７ 年底前，县以上城市建成区，除集中供热锅炉外，全面禁止使用高污

染燃料。

３ 推进工业园区集中供热和煤改气。制订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集中供热建设

方案，积极推行大电厂集中供热模式，建设和完善热网工程。２０１５ 年底前，全省工业园

区（产业集聚区）基本实现集中供热；２０１７ 年底前，全省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全面实

现集中供热，热网覆盖区域内分散燃煤锅炉全面淘汰。

２０１５ 年底前，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等市淘汰 １０ 蒸吨 ／小时以下的燃煤锅

炉，其他地区淘汰 ６ 蒸吨 ／小时以下的燃煤锅炉；２０１７ 年底前，全省基本淘汰 １０

蒸吨 ／小时以下的燃煤锅炉，基本完成燃煤锅炉、窑炉、１０ 万千瓦以下自备燃煤电站的

天然气改造任务，在供热、供气管网不能覆盖的地区改用电或其他清洁能源。

４ 发展清洁能源。制订天然气开发利用方案，加快推进天然气管网设施、汽车加

气站建设，２０１５ 年底前，实现县以上城市供气管网全覆盖，天然气年供应量力争达到

１５０ 亿方左右；到 ２０１７ 年，天然气年供应量达到 ２４０ 亿方左右。加快推进风电、太阳

能、生物质能、浅层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到 ２０１５ 年，全省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

总量 ４％左右。安全发展核电，加快三门核电工程建设，到 ２０１７ 年，全省核电装机容量

达到 ８９０ 万千瓦。

５ 提高外购电比例。加大省外电源合作开发力度，建立稳定的外来电基地，提高

长期外购电比例，到 ２０１５ 年，实现“外电入浙”２０００ 万千瓦左右；到 ２０１７ 年，实现“外电

入浙”３０００ 万千瓦左右，外购电比例提高到 ３０％左右。

６ 严格节能措施。严格落实节能评估审查制度，新建高耗能项目单位产品（产值）

能耗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用能设备达到国家一级能效标准。积极发展绿色建筑，新建

建筑要严格执行强制性节能标准，推广使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光

伏建筑一体化、“热—电—冷”三联供等技术和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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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治机动车污染。

１ 加强机动车管理。深入实施《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建立机动车排

污监管平台，严格新车和转入车辆环保准入，强化车辆登记、检测、维修、报废全过程管

理。鼓励出租车每年更换高效尾气净化装置。加快推进公交车、出租车、低速汽车（三

轮汽车、低速货车）升级换代，限制低速汽车在城市中心区域行驶，加快淘汰老旧汽车。

２０１４ 年底前，全面建成机动车环保检测和监管体系，实施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全面实

行黄标车区域限行；２０１５ 年底前，全省全面淘汰黄标车。

２ 提升燃油品质。２０１３ 年底前，供应国Ⅳ标准的车用汽油；２０１４ 年底前，供应国

Ⅳ标准的车用柴油；２０１５ 年底前供应国Ⅴ标准的车用汽、柴油。加强油品质量监督检

查，严厉打击非法生产、销售行为。

３ 大力发展清洁交通。采取财政补贴等措施，大力推广清洁能源汽车，公交、环卫

等行业和政府机关要率先使用纯电动等新能源汽车，全省每年新增或更新的公共汽车

中清洁能源汽车的比例达到 ３０％以上，其中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

台州等国家和省确定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达到 ５０％以上。全省在用营运公交车

每年完成清洁能源改造 １０％左右。

４ 实施道路畅通工程。实施公交优先战略，加快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加强步行道、

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倡导拼车、通勤班车出行。提高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到 ２０１７

年，设区市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达到 ３０％以上，杭州、宁波、温州等市力争分

担率更高。采取高峰限行、鼓励绿色出行、加快推进 ＥＴＣ工程等措施，降低机动车使用

强度，促进道路畅通。交通拥堵严重的城市，可实施机动车总量控制，严格限制机动车

保有量增长速度。力争城市机动车总运行时间削减 １０％—２０％。

（三）治理工业污染。

１ 实施脱硫脱硝工程。２０１４ 年底前，全省基本完成热电企业脱硫工程建设，镇海

炼化催化裂化装置完成脱硫设施建设并投运。２０１５ 年底前，所有钢铁企业的烧结机和

球团生产设备、石油炼制企业的催化裂化装置、有色金属冶炼企业都要安装脱硫设施，

全省所有燃煤锅炉和工业窑炉完成脱硫设施建设或改造。

２０１５ 年底前，所有火电机组（含热电，下同）、水泥回转窑完成烟气脱硝治理或低氮

燃烧技术改造设施建设并投运，所有火电机组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应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前达到《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１３２２３—２０１１）规定的浓度限值。２０１７ 年底

前，所有新建、在建火电机组必须采用烟气清洁排放技术，现有 ６０ 万千瓦以上火电机组

基本完成烟气清洁排放技术改造，达到燃气轮机组排放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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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治理工业烟粉尘。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六大行业以及燃煤锅炉

项目统一执行国家新标准，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等环杭州湾地区执行大气污染

物特别排放限值，未达标的必须按国家标准规定期限完成升级改造。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前，所有火电机组（６５ 蒸吨 ／小时以上锅炉）要完成提标改造并严于国家标准要求。

２０１５ 年底前，全省燃煤锅炉和工业窑炉基本完成除尘设施建设或改造，全面消除烟囱

冒黑烟现象。

３ 实施挥发性有机废气治理。加快实施《浙江省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整治方案》，

２０１３ 年底前，完成印染行业定型机废气整治和加油站油气回收工作。２０１５ 年底前，完

成方案确定的重点整治工程建设，完成重点污染源、重点行业集聚区的综合整治与验

收，ＶＯＣｓ排放量削减 １８％。２０１７ 年底前，完成印染、炼化化工、涂装、合成革、生活服

务、橡胶塑料制品、印刷包装、木业、制鞋、化纤等 １０ 个主要行业的 ＶＯＣｓ 整治，基本建

成 ＶＯＣｓ污染防控体系，ＶＯＣｓ排放量削减 ２０％以上。

（四）调整产业布局与结构。

１ 严格产业准入。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是否符合

总量控制要求，作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前置条件。全省禁止新建 ２０

蒸吨 ／小时以下的高污染燃料锅炉，禁止新建直接燃用非压缩成型生物质燃料锅炉。原

则上城市建成区不新建以生物质为燃料的锅炉，城市建成区以外，鼓励以压缩成型生物

质为燃料的锅炉项目建设。坚决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目扩张，产能过剩行业新、

改、扩建项目要实行产能等量或者减量置换。新建高耗能项目单位产品（产值）能耗要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２ 优化区域布局。加快对城市建成区内钢铁、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冶炼、水泥、平

板玻璃等大气重污染企业实施搬迁改造，推动工业项目向园区集中。设区城市建成区

于 ２０１４ 年底前、县以上城市建成区于 ２０１５ 年底前，基本完成大气重污染企业关停或搬

迁工作。２０１７ 年底前，全省县以上城市建成区全面完成大气重污染企业关停或搬迁工

作。

３ 淘汰落后产能。结合产业发展实际和环境质量状况，进一步提高环保、能耗、安

全、质量等标准，分区域明确落后产能淘汰任务。２０１４ 年底前，完成“十二五”落后产能

淘汰任务。２０１７ 年底前，按照《浙江省淘汰落后产能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全面完成

落后产能淘汰任务。淘汰产能目录向社会公布。

４ 推行清洁生产。２０１５ 年底前，对全省钢铁、水泥、化工、石化、有色金属冶炼等重

点行业进行清洁生产审核；到 ２０１７ 年，以上重点行业的排污强度较 ２０１２ 年下降 ３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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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推进非有机溶剂型涂料和农药等产品创新，减少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

５ 发展循环经济。鼓励产业集聚发展，实施园区循环化改造，构建循环型工业体

系，到 ２０１７ 年，全省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比 ２０１２ 年降低 ２０％，７０％以上的国家级园区

和 ５０％以上的省级园区实施循环化改造。主要有色金属品种以及钢铁的循环化再生

比重达到 ４０％以上。

（五）整治城市扬尘和烟尘。

１ 控制施工扬尘。研究制订扬尘污染管理办法。建立健全扬尘管理机制，积极创

建绿色工地，实施施工工地封闭管理，做到施工现场围挡、工地砂土覆盖、工地路面硬

化、拆除工程洒水、出工地运输车辆冲净且密闭、暂不开发的场地绿化、外脚手架密目式

安全网安装“七个 １００％”落实，建立对违法违规企业的长效制约机制，施工单位因扬尘

污染受到行政处罚的，作为不良行为录入“浙江省建设市场行政监察管理信息系统”，

并在浙江省建设信息港予以公示。

２ 控制道路扬尘。渣土运输车辆应采取密闭措施，逐步推行卫星定位系统。强化

道路扬尘治理，逐步减少城区裸露地面积，探索建立城乡一体的道路路面保洁机制，着

力提高城镇道路机械化清扫率，到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７ 年，全省县以上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

率分别达到 ４５％以上、５０％以上。

３ 控制餐饮油烟。禁止在未经规划作为饮食服务用房的居民楼或商住楼内新建

从事产生油烟的餐饮经营活动。所有产生油烟的餐饮企业、单位须安装油烟净化装置，

并建立定期清洗制度，确保净化装置高效稳定运行。２０１４ 年底前，设区市市区全面完

成餐饮油烟治理；２０１５ 年底前，县以上城市城区全面完成餐饮油烟治理，建立定期清洗

和长效监管机制。

４ 建设烟尘控制区。禁止露天焚烧生活垃圾、工业边角料。严格控制露天烧烤。

加大烟花爆竹禁燃力度，严禁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外燃放烟花爆竹。对有烟粉尘排放

的港口、物流露天堆场、露天煤堆场等实施封闭管理，确实无法封闭的，应建设防风抑尘

设施。２０１５ 年底前，全省全面建成烟控区。

５ 控制装修和干洗废气污染。严格执行挥发性有机溶剂含量限值标准，推广使用

水性涂料，鼓励生产销售和使用低毒、低挥发性溶剂。民用建筑内外墙体涂料强制使用

水性涂料，家庭装修倡导使用水性涂料。干洗企业严格执行国家《洗染业管理办法》，

新开洗染店或新购洗染设备的，必须为全封闭式干洗机并增加压缩机制冷回收系统；在

用干洗设施要进行治理，强制回收干洗溶剂。２０１５ 年底前，全面完成干洗业废气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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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控制农村废气污染。

１ 禁止秸秆焚烧。制订秸秆及农作物废弃物综合利用实施方案，加快推进秸秆及

农作物废弃物综合利用，鼓励秸秆资源化、商品化。力争到 ２０１７ 年，基本实现秸秆还田

和多元化利用，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９０％以上。建立健全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的长效监

管机制，充分利用卫星遥感加强秸秆焚烧监控，严防随意露天焚烧秸秆。

２ 控制农业氨污染。积极推行测土配方施肥和减量增效技术，大力推广有机肥，

引导农民科学施肥，着力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农田化肥使用量和氨挥发量。

３ 实施采矿粉尘和废弃矿山治理。２０１５ 年底前，所有采碎石场要落实扬尘、粉尘控

制措施。对已关闭废弃矿山开展矸石山和危岩治理，并进行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到

２０１７年底，已关闭废弃矿山治理率达到 ９０％以上。低丘缓坡、林地开发要及时植树复绿。

４ 实施绿化造林工程。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深入实施“１８１８”平原绿化行动，加强

生态公益林、防护林建设，增强森林生态功能。到 ２０１５ 年，全省完成新造林 ２６０ 万亩，

森林覆盖率达到 ６１％以上。

三、保障措施

（一）明确政府责任。各级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大气环境质量负总责。省政府

与各市政府签订目标责任书，将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各地政府。各市、县（市、区）政府

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底前制订本地区的实施细则，并逐年制订实施大气污染防治年度计划。

各有关单位要各负其责，制订实施各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二）严格督查考核。严格实施《环境空气质量管理考核办法》，考核结果作为当地

政府领导班子政绩评价的重要依据，并与建设项目审批以及财政资金奖惩结合，考核结

果要公开发布，接受公众监督。２０１５ 年省政府对本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进行中期评估，

对推进工作不力、没有完成阶段性任务的有关政府负责人实行约谈。

（三）完善政策法规。修订《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制订《浙江省重点工业行

业挥发性有机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地方排放标准。研究制订高耗能、高污染和资

源性行业准入条件和产业准入目录。制订实施餐饮油烟、工地及道路扬尘、矿山粉尘等

管理规范。

（四）强化激励机制。创新有利于大气污染防治的财政、物价、信贷、用地等政策措

施，实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烟粉尘减排电价，完善天然气价格政策，有效推进节能环

保和清洁能源利用。各级财政要加大投入，对脱硫脱硝工程、火电清洁化改造、燃煤锅

炉淘汰、煤改气、有机废气污染治理、黄标车淘汰、机动车油改气、“两高”行业企业退出

等给予引导性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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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监管执法。积极开展各类执法检查，始终保持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的

高压态势。加强对火电厂用煤总量、煤质以及餐饮、干洗、露天焚烧废弃物等生活源的

监管。各地对未完成整治的企业，要从新项目准入、排污许可证核发、各类评优及资金

补助等各方面予以制约；对拒不执行责令停产、停业、关闭或者停产整治等决定继续违

法生产的企业，要依法予以强制执行；对涉嫌环境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未

通过能评、环评审查的项目，有关部门不得审批、核准、备案，不得提供土地，不得批准开

工建设，不得发放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排污许可证，金融机构不得提供任何形

式的新增授信支持，有关单位不得供电、供水。

（六）加强预警应急。各地要将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纳入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

省和各设区市政府要及时制订《天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

系，细化大气重污染源清单。加快大气复合污染监测、评价、监管、信息、应急、监察及机

动车排污监控等能力建设，健全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信息发布和预报制度。加强环境空

气质量、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的监测预报和重污染天气预警应对工作，依据重污染天气的

预警等级，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并视情渐次实施大气重污染源限产限排和停工停产，以

及机动车限行、扬尘管控等措施，防止大气污染的蔓延。

（七）加强区域协作。落实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加强与周边省市的

协作，组织实施联合检查执法、资源信息共享、监测预警应急等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协调

解决跨区域大气环境突出问题，及时通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展，提高跨区域大气污染

应急联动、协作处置的能力。各地要结合实际，建立相应的重污染天气防治跨区域联防

联控机制。

（八）强化科技支撑。开展大气复合污染防治重大科技攻关，加强区域大气复合污染

特征、形成机制、来源分析、健康影响、大气污染预报和治理技术等方面的基础性研究。

大力引进培养新兴产业、生态环保产业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和团队。发展环保公共科技创

新服务平台，积极开发推广脱硫脱硝、高效除尘、ＶＯＣｓ治理等关键技术，创新发展清洁能

源，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以重点示范工程建设带动重点行业节能环保水平提升。

（九）动员社会参与。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普及大气污染防治的科学知

识，不断增强全社会大气污染防治意识。加强信息公开、畅通举报渠道，创设有利于公

众参与监督的各种载体。引导公众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积极参与环保行动，形成

文明、节约、绿色的消费方式和生活习惯，共同改善空气质量。

附件：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点任务职责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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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浙
江
省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行
动
计
划
重
点
任
务
职
责
分
工
表

专
项
行
动

具
体
项
目

主
要
任
务

牵
头
单
位

协
办
单
位

完
成
时
间

一
、
调
整

能
源
结
构

（
省
发
改

委
总
牵

头
）

１．
制
订
全
省

煤
炭
消
费
总

量
控
制
方
案

控
制
煤
炭
消
费
总
量
，
耗
煤
项
目
实
行
煤
炭
消
费
减
量
替
代
，
到

２０
１７
年
力
争
煤
炭
消
费
总
量
实
现
负
增
长

省
经
信
委

省
发
改
委
（
省
能
源
局
）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２．
制
订
高
污

染
燃
料
禁
燃

区
建
设
方
案

全
省
县
以
上
城
市
建
成
区
开
展
“
高
污
染
燃
料
禁
燃
区
”
创
建

工
作
，
禁
燃
区
内
不
再
审
批
新
增
燃
烧
高
污
染
燃
料
工
业
锅
炉
，

已
建
成
的
使
用
高
污
染
燃
料
的
各
类
设
施
要
限
期
拆
除
或
改
造

使
用
清
洁
能
源
。
２０
１４
年
底
前
，
天
然
气
覆
盖
到
的
设
区
市
城

市
建
成
区
基
本
建
成
高
污
染
燃
料
禁
燃
区
；
２０
１５
年
底
前
，
县

以
上
城
市
建
成
区
基
本
建
成
高
污
染
燃
料
禁
燃
区
；２
０１
７
年
底

前
，
县
以
上
城
市
建
成
区
，
除
集
中
供
热
锅
炉
外
，
全
面
禁
止
使

用
高
污
染
燃
料

省
发
改
委

（
省
能
源

局
）

省
经
信
委
、
省
环
保
厅
、
省
质

监
局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３．
制
订
全
省

集
中
供
热
和

煤
改
气
淘
汰

小
锅
炉
实
施

方
案

积
极
推
行
大
电
厂
集
中
供
热
模
式
，
建
设
和
完
善
热
网
工
程
。

２０
１５
年
底
前
，
全
省
工
业
园
区
（
产
业
集
聚
区
）
基
本
实
现
集
中

供
热
；
２０
１７
年
底
前
，
全
省
工
业
园
区
（
产
业
集
聚
区
）
全
面
实

现
集
中
供
热
，
热
网
覆
盖
区
域
内
分
散
燃
煤
锅
炉
全
面
淘
汰
。

２０
１５
年
底
前
，
杭
州
、
宁
波
、
湖
州
、
嘉
兴
、
绍
兴
等
市
淘
汰
１０

蒸
吨
／ 小
时
以
下
的
燃
煤
锅
炉
，
其
他
地
区
淘
汰
６
蒸
吨
／ 小
时

以
下
的
燃
煤
锅
炉
；
２０
１７
年
底
前
，
全
省
基
本
淘
汰
１０

蒸
吨
／小
时
以
下
的
燃
煤
锅
炉
，
基
本
完
成
燃
煤
锅
炉
、
窑
炉
、１
０

万
千
瓦
以
下
自
备
燃
煤
电
站
的
天
然
气
改
造
任
务
，
在
供
热
、
供

气
管
网
不
能
覆
盖
的
地
区
改
用
电
或
其
他
清
洁
能
源

省
发
改
委

（
省
能
源

局
）

省
经
信
委
、
省
环
保
厅
、
省
质

监
局
、
省
电
力
公
司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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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制
订
清
洁

能
源
发
展
计

划

２０
１５
年
底
前
，
实
现
县
以
上
城
市
供
气
管
网
全
覆
盖
，
天
然
气

年
供
应
量
达
到
１５
０
亿
方
左
右
；
到
２０
１７
年
，
天
然
气
供
应
量

达
到
２４
０
亿
立
方
左
右
。
到
２０
１５
年
，
全
省
可
再
生
能
源
占
能

源
消
费
总
量
４％
左
右
。
到
２０
１７
年
，
全
省
核
电
装
机
容
量
达

到
８９
０
万
千
瓦
。
提
高
外
购
电
比
例
，
到
２０
１５
年
，
实
现
“
外
电

入
浙
”
２０
００
万
千
瓦
左
右
；
到
２０
１７
年
，
“
外
电
入
浙
”
３０
００
万

千
瓦
左
右
，
全
省
外
购
电
比
率
提
高
到
３０
％
左
右

省
发
改
委

（
省
能
源

局
）

省
经
信
委
、
省
建
设
厅
、
省
能

源
集
团
、
省
电
力
公
司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二
、
防
治

机
动
车
污

染
（
省
环

保
厅
总
牵

头
）

１．
强
化
机
动

车
排
气
监
管

建
立
机
动
车
排
污
监
管
平
台
，
强
化
车
辆
登
记
、
检
测
、
维
修
、
报

废
全
过
程
管
理
。
鼓
励
出
租
车
每
年
更
换
高
效
尾
气
净
化
装

置
。
加
快
推
进
公
交
车
、
出
租
车
、
低
速
汽
车
（
三
轮
汽
车
、
低

速
货
车
）
升
级
换
代
，
禁
止
低
速
汽
车
在
城
市
中
心
区
域
行
驶
，

加
快
淘
汰
老
旧
低
速
汽
车

省
公
安
厅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
省
环
保
厅
、

省
农
业
厅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５
年

２．
实
施
黄
标

车
区
域
限
行

２０
１４
年
底
前
，
全
面
实
行
黄
标
车
区
域
限
行
；２
０１
５
年
底
前
，
全

省
全
面
淘
汰
黄
标
车

省
公
安
厅

省
环
保
厅
、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

省
财
政
厅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５
年

３．
实
施
机
动

车
环
保
标
志

管
理

２０
１４
年
底
前
，
全
面
建
成
机
动
车
环
保
检
测
和
监
管
体
系
，
实

施
机
动
车
环
保
标
志
管
理

省
环
保
厅

省
公
安
厅
、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

省
质
监
局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４
年

４．
制
订
全
省

油
品
提
升
保

供
方
案

２０
１３
年
底
前
，
供
应
国
Ⅳ
标
准
的
车
用
汽
油
；２
０１
４
年
底
前
，
供

应
国
Ⅳ
标
准
的
车
用
柴
油
；
２０
１５
年
底
前
，
供
应
国
Ⅴ
标
准
的

车
用
汽
、
柴
油
。
加
强
油
品
质
量
监
督
检
查
，
严
厉
打
击
非
法
生

产
、
销
售
行
为

省
商
务
厅

省
质
监
局
、
省
工
商
局
、
省
环

保
厅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５
年

５．
制
订
清
洁

能
源
汽
车
发

展
计
划

全
省
每
年
新
增
或
更
新
的
公
共
汽
车
中
清
洁
能
源
汽
车
的
比
例

达
到
３０
％
以
上
，
其
中
杭
州
、
宁
波
、
温
州
、
湖
州
、
嘉
兴
、
绍
兴
、

金
华
、
台
州
等
国
家
和
省
确
定
的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重
点
城
市
达

到
５０
％
以
上
。
全
省
在
用
营
运
公
交
车
每
年
完
成
清
洁
能
源

改
造
１０
％
左
右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省
公
安
厅
、
省
建
设
厅
、
省
发

改
委
（
省
能
源
局
）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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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实
施
道
路

畅
通
工
程

实
施
交
通
治
堵
工
程
，
降
低
机
动
车
使
用
强
度
，
促
进
道
路
畅

通
。
到
２０
１７
年
，
设
区
市
中
心
城
区
公
共
交
通
出
行
分
担
率
达

到
３０
％
以
上
，
杭
州
、
宁
波
、
温
州
等
市
力
争
分
担
率
更
高
。
交

通
拥
堵
严
重
的
城
市
，
可
实
施
机
动
车
总
量
控
制
。
力
争
城
市

机
动
车
总
运
行
时
间
削
减
１０
％
—
２０
％

省
治
堵

办
、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省
建
设
厅
、
省
公
安
厅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三
、
治
理

工
业
污
染

（
省
环
保

厅
总
牵

头
）

１．
制
订
脱
硫

脱
硝
实
施
方

案

２０
１４
年
底
前
，
全
省
基
本
完
成
热
电
企
业
脱
硫
工
程
建
设
，
镇

海
炼
化
催
化
裂
化
装
置
完
成
脱
硫
设
施
建
设
并
投
运
。
２０
１５

年
底
前
，
所
有
钢
铁
企
业
的
烧
结
机
和
球
团
生
产
设
备
、
石
油
炼

制
企
业
的
催
化
裂
化
装
置
、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企
业
都
要
安
装
脱

硫
设
施
，
全
省
所
有
燃
煤
锅
炉
和
工
业
窑
炉
完
成
脱
硫
设
施
建

设
或
改
造
。
２０
１５
年
底
前
，
所
有
火
电
机
组
、
水
泥
回
转
窑
完

成
烟
气
脱
硝
治
理
或
低
氮
燃
烧
技
术
改
造
设
施
建
设
并
投
运
，

所
有
火
电
机
组
氮
氧
化
物
排
放
浓
度
应
在
２０
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前
达
到
《
火
电
厂
大
气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
ＧＢ
１３
２２
３—

２０
１１
）
规
定
的
浓
度
限
值
。
所
有
新
建
、
在
建
火
电
机
组
必
须

采
用
烟
气
清
洁
排
放
技
术
，
２０
１７
年
底
前
，
现
有
６０
万
千
瓦
以

上
火
电
机
组
基
本
完
成
烟
气
清
洁
排
放
技
术
改
造
，
达
到
燃
气

轮
机
组
排
放
标
准
要
求

省
环
保
厅

省
经
信
委
、
省
发
改
委
（
省

能
源
局
）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２．
治
理
工
业

烟
粉
尘

火
电
、
钢
铁
、
石
化
、
水
泥
、
有
色
、
化
工
等
六
大
行
业
以
及
燃
煤

锅
炉
项
目
统
一
执
行
国
家
新
标
准
，
杭
州
、
宁
波
、
湖
州
、
嘉
兴
、

绍
兴
等
环
杭
州
湾
地
区
执
行
大
气
污
染
物
特
别
排
放
限
值
。
未

达
标
的
必
须
按
国
家
标
准
规
定
期
限
完
成
升
级
改
造
。
２０
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前
，
火
电
（
６５
蒸
吨
／小
时
以
上
锅
炉
）
要
完
成
提

标
改
造
并
严
于
国
家
标
准
要
求
。
２０
１５
年
底
前
，
全
省
所
有
燃

煤
锅
炉
和
工
业
窑
炉
基
本
完
成
除
尘
设
施
建
设
或
改
造
，
全
面

消
除
烟
囱
冒
黑
烟
现
象

省
环
保
厅

省
发
改
委
（
省
能
源
局
）
、
省

经
信
委
、
省
质
监
局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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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制
订
全
省

挥
发
性
有
机

废
气
治
理
方

案

加
快
实
施
《
浙
江
省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污
染
整
治
方
案
》
。
２０
１３

年
底
前
，
完
成
印
染
行
业
定
型
机
废
气
整
治
和
加
油
站
油
气
回

收
工
作
。
２０
１５
年
底
前
，
完
成
重
点
整
治
工
程
建
设
，
完
成
重

点
污
染
源
、
重
点
行
业
集
聚
区
的
综
合
整
治
与
验
收
，
ＶＯ
Ｃｓ
排

放
量
削
减
１８
％
。
２０
１７
年
底
前
，
完
成
印
染
、
炼
化
化
工
、
涂

装
、
合
成
革
、
生
活
服
务
、
橡
胶
塑
料
制
品
、
印
刷
包
装
、
木
业
、
制

鞋
、
化
纤
等
１０
个
主
要
行
业
的
ＶＯ
Ｃｓ
整
治
，
基
本
建
成
ＶＯ
Ｃｓ

污
染
防
控
体
系
，
ＶＯ
Ｃｓ
排
放
量
削
减
２０
％
以
上

省
环
保
厅

省
经
信
委
、
省
工
商
局
、
省
质

监
局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四
、
调
整

产
业
布
局

与
结
构

（
省
经
信

委
总
牵

头
）

１．
产
业
布
局

调
整

对
城
市
建
成
区
内
钢
铁
、
石
化
、
化
工
、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
水
泥
、

平
板
玻
璃
等
重
污
染
企
业
实
施
搬
迁
改
造
，
推
动
工
业
项
目
向

园
区
集
中
。
２０
１４
年
底
前
设
区
市
城
市
建
成
区
、２
０１
５
年
底
前

县
以
上
城
市
建
成
区
基
本
完
成
大
气
重
污
染
企
业
关
停
或
搬
迁

工
作
。
２０
１７
年
底
前
，
全
省
县
以
上
城
市
建
成
区
全
面
完
成
大

气
重
污
染
企
业
关
停
或
搬
迁
工
作

省
发
改
委

省
经
信
委
、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

省
环
保
厅
、
省
建
设
厅
、
省
工

商
局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２．
制
订
全
省

落
后
产
能
淘

汰
规
划

２０
１４
年
底
前
，
完
成
“
十
二
五
”
落
后
产
能
淘
汰
任
务
。
２０
１７

年
底
前
，
按
照
《
浙
江
省
淘
汰
落
后
产
能
规
划
（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
》
，
全
面
完
成
落
后
产
能
淘
汰
任
务
，
淘
汰
产
能
目
录
向
社

会
公
布

省
经
信
委

省
发
改
委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３．
制
订
全
省

清
洁
生
产
计

划

２０
１５
年
底
前
，
对
全
省
钢
铁
、
水
泥
、
化
工
、
石
化
、
有
色
金
属
冶

炼
等
重
点
行
业
进
行
清
洁
生
产
审
核
；
到
２０
１７
年
，
以
上
重
点

行
业
的
排
污
强
度
较
２０
１２
年
下
降
３０
％
以
上
。
推
进
非
有
机

溶
剂
型
涂
料
和
农
药
等
产
品
创
新
，
减
少
生
产
和
使
用
过
程
中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排
放

省
经
信
委

省
环
保
厅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４．
制
订
全
省

园
区
循
环
化

改
造
计
划

鼓
励
产
业
集
聚
发
展
，
实
施
园
区
循
环
化
改
造
，
构
建
循
环
型
工

业
体
系
，
到
２０
１７
年
，
全
省
单
位
工
业
增
加
值
能
耗
比
２０
１２
年

降
低
２０
％
，７
０％
以
上
国
家
级
园
区
和
５０
％
以
上
的
省
级
园
区

实
施
循
环
化
改
造

省
发
改
委

省
经
信
委
、
省
商
务
厅
、
省
环

保
厅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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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整
治

城
市
扬
尘

和
烟
尘

（
省
建
设

厅
总
牵

头
）

１．
城
市
工
地

及
道
路
扬
尘

控
制

积
极
创
建
绿
色
工
地
，
实
施
施
工
工
地
封
闭
管
理
，
做
到
“
七
个

１０
０％
”
。
渣
土
运
输
车
辆
应
采
取
密
闭
措
施
，
逐
步
推
行
卫
星

定
位
系
统
。
强
化
道
路
扬
尘
治
理
，
探
索
建
立
城
乡
一
体
的
道

路
路
面
保
洁
机
制
，
着
力
提
高
城
镇
道
路
机
械
化
清
扫
率
，
到

２０
１５
年
、２
０１
７
年
，
全
省
县
以
上
城
市
道
路
机
械
化
清
扫
率
分

别
达
到
４５
％
以
上
、５
０％
以
上

省
建
设
厅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
省
公
安
厅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２．
建
设
烟
尘

控
制
区

２０
１５
年
底
前
，
对
有
烟
粉
尘
排
放
的
港
口
、
物
流
露
天
堆
场
等

实
施
封
闭
管
理
，
确
实
无
法
封
闭
的
，
应
建
设
防
风
抑
尘
设
施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省
环
保
厅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禁
止
露
天
焚
烧
生
活
垃
圾
、
工
业
边
角
料
。
严
格
控
制
露
天
烧

烤

省
建
设
厅

（
城
市
综

合
执
法
）

省
环
保
厅
、
省
公
安
厅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２０
１５
年
底
前
，
煤
堆
场
等
实
施
封
闭
管
理
或
建
设
防
风
抑
尘
设

施
省
经
信
委

省
环
保
厅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３．
控
制
餐
饮

油
烟
和
干
洗

业
污
染

禁
止
在
未
经
规
划
作
为
饮
食
服
务
用
房
的
居
民
楼
或
商
住
楼
新

建
从
事
产
生
油
烟
的
餐
饮
经
营
活
动
。
所
有
产
生
油
烟
的
餐
饮

企
业
、
单
位
须
安
装
油
烟
净
化
装
置
，
并
建
立
定
期
清
洗
的
制

度
，
确
保
净
化
装
置
高
效
稳
定
运
行
。
２０
１４
年
底
前
，
设
区
市

全
面
完
成
餐
饮
油
烟
治
理
；
２０
１５
年
底
前
，
县
以
上
城
市
全
面

完
成
餐
饮
油
烟
治
理
，
并
实
施
定
期
清
洗

省
环
保
厅

省
建
设
厅
（
城
市
综
合
执

法
）
、
省
工
商
局
、
省
食
品
药

品
监
管
局

２０
１５
年
底
前
，
完
成
干
洗
行
业
废
气
污
染
治
理

省
环
保
厅

省
工
商
局
、
省
建
设
厅
（
城

市
综
合
执
法
）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５
年

４．
控
制
装
修

污
染

推
广
使
用
水
性
涂
料
，
鼓
励
生
产
销
售
和
使
用
低
毒
、
低
挥
发
性

溶
剂
。
民
用
建
筑
内
外
墙
体
强
制
使
用
水
性
涂
料

省
建
设
厅

省
环
保
厅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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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控
制

农
村
废
气

污
染
（
省

农
业
厅
总

牵
头
）

１．
制
订
秸
秆

及
农
作
物
废

弃
物
综
合
利

用
实
施
方
案

加
快
推
进
秸
秆
及
农
作
物
废
弃
物
综
合
利
用
，
实
现
秸
秆
资
源

化
、
商
品
化
。
力
争
到
２０
１７
年
，
基
本
实
现
秸
秆
还
田
和
多
元

化
利
用
，
秸
秆
综
合
利
用
率
达
到
９０
％
以
上
。
建
立
健
全
禁
止

露
天
焚
烧
秸
秆
的
长
效
监
管
机
制
，
充
分
利
用
卫
星
遥
感
加
强

秸
秆
焚
烧
监
控
，
严
防
随
意
露
天
焚
烧
秸
秆

省
农
业
厅

省
环
保
厅
、
省
发
改
委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２．
控
制
农
业

氨
污
染

积
极
推
行
测
土
配
方
施
肥
和
减
量
增
效
技
术
，
大
力
推
广
有
机

肥
，
引
导
农
民
科
学
施
肥
，
着
力
提
高
肥
料
利
用
率
，
减
少
农
田

化
肥
使
用
量
和
氨
挥
发
量

省
农
业
厅

省
发
改
委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３．
实
施
采
矿

粉
尘
治
理
和

废
弃
矿
山
治

理

对
已
关
闭
废
弃
矿
山
开
展
矸
石
山
和
危
岩
治
理
，
并
进
行
土
地

复
垦
和
植
被
恢
复
。
２０
１５
年
底
前
，
所
有
采
碎
石
场
要
落
实
扬

尘
、
粉
尘
控
制
措
施
。
２０
１７
年
底
前
，
已
关
闭
废
弃
矿
山
治
理

率
达
到
９０
％
以
上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省
环
保
厅
、
省
林
业
厅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４．
实
施
绿
化

造
林
工
程

大
力
开
展
植
树
造
林
，
深
入
实
施
“
１８
１８
”
平
原
绿
化
行
动
，
加

强
生
态
公
益
林
、
防
护
林
建
设
，
增
强
森
林
生
态
功
能
。
到

２０
１５
年
，
全
省
完
成
新
造
林
２６
０
万
亩
，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６１
％
以
上

省
林
业
厅

省
建
设
厅
、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七
、
保
障

措
施

完
善
政
策
制

度
（
省
环
保

厅
总
牵
头
）

各
市
、
县
（
市
、
区
）
政
府
制
订
本
地
区
的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行
动

实
施
细
则

各
市
、
县

（
市
、
区
）

政
府

２０
１４
年
３
月

底
前

各
牵
头
部
门
制
订
各
专
项
方
案
或
计
划

各
牵
头
部

门

２０
１４
年
３
月

底
前

制
订
实
施
餐
饮
油
烟
管
理
规
范

省
环
保
厅

省
建
设
厅
（
城
市
综
合
执

法
）
、
省
食
品
药
品
监
管
局
、

省
工
商
局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４
年

制
订
实
施
建
筑
工
地
及
城
市
道
路
扬
尘
管
理
规
范

省
建
设
厅

省
环
保
厅
、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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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制
订
实
施
矿
山
粉
尘
管
理
规
范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省
环
保
厅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４
年

完
善
政
策
保
障
体
系
，
创
新
有
利
于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的
财
政
、
物

价
、
信
贷
、
用
地
等
政
策
措
施
，
各
级
财
政
要
加
大
投
入
，
对
脱
硫

脱
硝
工
程
、
燃
煤
锅
炉
淘
汰
、
煤
改
气
、
黄
标
车
淘
汰
、
机
动
车
油

改
气
、
“
两
高
”
行
业
企
业
退
出
等
给
予
引
导
性
资
金
支
持

省
发
改
委

省
财
政
厅
、
省
经
信
委
、
省
环

保
厅
、
省
商
务
厅
、
省
公
安

厅
、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
浙
江
银

监
局
、
省
电
力
公
司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实
施
二
氧
化
硫
、
氮
氧
化
物
及
烟
粉
尘
减
排
电
价
，
完
善
天
然
气

价
格
政
策

省
物
价
局

省
环
保
厅
、
省
电
力
公
司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加
强
对
火
电
厂
用
煤
总
量
、
煤
质
的
监
管

省
经
信
委

省
发
改
委
（
省
能
源
局
）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制
订
实
施
《
浙
江
省
天
气
重
污
染
应
急
预
案
》

省
环
保
厅

省
应
急
办
、
省
气
象
局
、
省
经

信
委
、
省
公
安
厅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强
化
科
技
支

撑
（
省
科
技

厅
总
牵
头
）

加
强
区
域
大
气
复
合
污
染
特
征
、
形
成
机
制
、
来
源
分
析
、
健
康

影
响
、
大
气
污
染
预
报
和
治
理
技
术
等
方
面
的
基
础
性
研
究

省
科
技
厅

省
环
保
厅
、
省
卫
生
厅
、
省
气

象
局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加
强
大
气
复
合
污
染
监
测
、
信
息
、
应
急
及
监
察
等
能
力
建
设
。

建
立
重
污
染
天
气
监
测
预
警
体
系

省
环
保
厅

省
财
政
厅
、
省
公
安
厅
、
省
气

象
局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建
成
机
动
车
排
气
监
测
和
信
息
管
理
系
统

省
环
保
厅

省
财
政
厅
、
省
公
安
厅

２０
１４
年

组
织
开
展
大
气
复
合
污
染
防
治
重
大
科
技
攻
关
，
发
展
环
保
公

共
科
技
创
新
服
务
平
台
，
积
极
开
发
推
广
脱
硫
脱
硝
、
高
效
除

尘
、
ＶＯ
Ｃｓ
治
理
等
关
键
技
术
，
创
新
发
展
清
洁
能
源
，
大
力
发

展
环
保
产
业
，
以
重
点
示
范
工
程
建
设
带
动
重
点
行
业
节
能
环

保
水
平
提
升

省
科
技
厅

省
环
保
厅
、
省
气
象
局
、
省
卫

生
厅

２０
１３
—
２０
１７
年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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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政办发〔２０１０〕８５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省环保厅制定的《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实施细则》已经省政府同意，现批转

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实施细则
省环保厅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８１１”环境

保护新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浙政发〔２００８〕７ 号）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浙政发〔２００９〕５６ 号）精神，制订本实施

细则。

本细则所称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

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第二条　 机动车污染防治从机动车生产、进口、销售、登记、使用、年检、维修、淘汰

和燃油供应、油气回收等环节入手，实行车油联控。

第二章　 职责与分工

第三条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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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并对同级有关部门的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工作进行协调

和指导。各级发改、经信、公安、财政、建设、交通运输、商务、工商、质监、物价、能源等部

门根据各自职责，对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省环保厅负责制订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检测和维护制度（Ｉ ／ Ｍ 制度），开展检测机

构委托工作，牵头实施在用机动车环保分类标志管理；负责提出机动车排放相关地方标

准制（修）订计划；会同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建立完善省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

信息系统；会同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等部门组织开展油气回收综合治理；会同省公安厅

组织开展在用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状况监督抽测和“黄标车”限行工作。

省公安厅负责组织新车、转入我省机动车和在用机动车核发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

合格标志工作；负责组织道路车辆执法管理，配合省环保厅对机动车排气污染组织实施

道路抽检。

省交通运输厅负责组织实施机动车维修机构监督管理；负责组织实施道路运输车

辆燃料消耗量检测和监督管理工作；会同省环保厅、省公安厅开展营运车辆污染治理工

作。

省商务厅负责组织实施成品油经营活动监督管理；会同省发改委、省经信委、中石

化浙江分公司、中石油浙江销售分公司制订我省成品油供应方案；会同省财政厅等部门

落实汽车“以旧换新”政策；会同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等部门组织开展报废汽车回

收（含拆解）监督管理工作。

省财政厅负责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资金的筹集、分配、落实和监管；按照部门职能

负责其他相关工作。

省经信委会同省发改委推广使用低污染节能汽车；按照部门职能负责其他相关工

作。

省建设厅负责指导城市道路规划、建设和管理，改善路网结构，提高道路服务水平；

会同省公安厅组织实施城市道路“畅通工程”。

省质监局负责组织实施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计量认证管理；会同省商务厅、省环保

厅等部门研究制订车用汽油和车用柴油地方标准；会同省环保厅编制《压燃式发动机

在用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加载减速工况法）》、《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检测方

法（遥测法）》等机动车排放地方标准。

省工商局会同省商务厅等部门组织开展销售环节成品油质量监督检查，加强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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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油市场的监管。

省法制办会同省环保厅组织调研、起草、修改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草

案；负责对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省物价局负责按照价格管理权限，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出台我省标准成品油价格

政策；会同省级有关部门制订环保检测社会化服务收费政策和标准。

第三章　 目标与任务

第四条　 新车与转入我省车辆管理。严格车辆准入，对污染物排放达不到国家阶

段性排放标准的新车与转入我省车辆，不予注册登记或办理转入手续。按国家要求，全

省新车注册登记与全国同步执行国家第Ⅲ、ＩＶ阶段机动车污染排放标准（简称国Ⅲ、国

ＩＶ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柴油车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实施国Ⅲ排放标准，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实施国 ＩＶ排放标准）。公务用车、公交车、营运客车要率先执行环保达标

要求。

第五条　 车用成品油管理。制订车用成品油地方标准，及时确定我省不同阶段的

成品油供应方案，加强油品质量的市场监管。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全省统一供应符合

国Ⅲ标准的车用汽油；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全省统一供应符合国Ⅲ标准的车用柴油。

研究制订符合国 ＩＶ标准车用成品油地方标准，争取提前供应符合国Ⅳ标准的车用成品

油。

第六条　 油气回收综合治理。省环保厅会同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省质监局、省安

监局、省公安厅等部门，制订《浙江省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油气回收综合治理实施方

案》；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油气回收综合治理和验

收；中石化浙江分公司、中石油浙江销售分公司等成品油供应企业，储油库和油罐车车

主，应按照《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２０９５０—２００７）、《汽油运输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ＧＢ２０９５１—２００７）和《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２０９５２—２００７）（以下

简称“油气回收三项标准”）以及《储油库和加油站大气污染治理项目验收检测技术规

范》（ＨＪ ／ Ｔ４３１—２００８）、《浙江省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油气回收综合治理实施方案》要

求，做好油气回收综合治理工作。

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台州等 ７ 市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其他市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国家“油气回收三项标准”。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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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机动车环保定期检测和抽测。

———建立检测体系。２０１０ 年底前，基本建立覆盖全省的机动车排气检测体系。对

轻型汽油车的定期检测，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台州等城市（以下简称“７

个重点城市”）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全省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采用简易瞬态工况

法，在采用简易瞬态工况法之前，各地必须采用双怠速法。对重型汽油车的定期检测，

统一采用双怠速法。对柴油车的定期检测，采用自由加速烟度法，７ 个重点城市应逐步

采用加载减速烟度排放法。

———定期检测的委托。定期检测可实行社会化服务，凡符合《机动车环保检验机

构管理规定》（环发〔２００９〕１４５ 号）、《在用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检测机构技术规范》（环发

〔２００５〕１５ 号）要求的安全技术检验机构、营运车辆综合性能检测机构和社会检测机构

均可向省环保厅申请委托。

———定期检测的管理。省环保厅负责全省机动车环保检测机构的委托和监督性抽

查。各级环保部门依法对检测机构开展日常监督管理，并视需要向检测机构派驻监督

员，定期组织机动车环保检测机构的比对实验，受理公众投诉。

———定期检测的要求。机动车环保定期检测机构应按照规定的技术规范与检测方

法开展检测，如实提供检测报告，定期将检测情况报所在地环保部门备案，并定期进行检

测线比对和设备校准。机动车排气定期检测必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４０５号）规定的车辆安全技术检验同期进行。对检测结果不符合排

放标准的车辆，公安机关不得核发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不得通过年审。

———道路抽测和停放地抽测。道路抽测重点检测在城市道路行驶、明显可见污染

物排放的车辆。停放地抽测重点检测营运车辆集中停放地或用车大户（拥有 １０ 辆以

上机动车的单位）的机动车。道路抽测和停放地抽测应当快捷、便民、文明，并严格按

有关规范和程序进行。

第八条　 机动车环保分类标志管理。按照《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机动车环保检

验合格标志管理规定〉的通知》（环发〔２００９〕８７ 号），全面开展统一的机动车环保检验

合格标志管理工作。已经开展地方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的城市，应在发放的

地方标志有效期满后换发全国统一的环保检验合格标志。全国统一的环保检验合格标

志由环境保护部监制，省环保厅统一样式，各地环保部门负责核发。

第九条　 高排放机动车淘汰与限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订有关政策和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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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快淘汰高排放机动车，并鼓励、支持制造使用清洁能源机动车。按照《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促进扩大内需鼓励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实施方案的通

知》（国办发〔２００９〕４４ 号）和省财政厅等 １０ 部门《关于印发〈浙江省汽车以旧换新实施

细则〉的通知》（浙财企字〔２００９〕１９４ 号）的要求，落实好汽车“以旧换新”政策，鼓励提

前报废老旧汽车和“黄标车”并换购新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的需要，对“黄标车”采取限制行驶

区域、时间或车型等相应的交通管制措施。７ 个重点城市及省级以上环保模范城市应

率先实行限行措施。

第十条　 超标排放机动车管理。定期检测、抽测结果不合格的机动车，由各地环保

部门责令限期维修，并通报同级公安和交通运输部门，经重新检测合格后方可上路行

使。对维修后仍达不到排放标准的机动车，应按照《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国务院

令第 ３０７ 号）进行报废处理。

第十一条　 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信息网络系统建设。２０１０ 年底前，基本建成

覆盖全省的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信息网络系统。省环保厅会同省公安厅、省交通

运输厅制订我省机动车排气检测联网技术规范，编制全省统一网络传输及数据交换接

口标准。各市负责建立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数据库和数据传输网络，对检测数据

等信息进行统一管理。市级数据库应当与省级数据管理中心联网并按规范要求传送数

据。各地环保部门应定期发布本地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和机动车定期检测、抽测信

息，方便群众查询。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十二条　 加强部门协调。充分发挥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联席会议的作用，定

期召开联席会议成员或联络员会议，协调解决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共同推进机动车排气污染

防治工作。各地也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协调。

第十三条　 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各设区市和机动车保有量较大的县（市），应根据

当地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实际需要，切实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监管能力建

设，提供必要的资金和设备保障，确保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作顺利进行。

第十四条　 加强技术研发和推广。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清洁能源、绿色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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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畅通工程等方面的技术研究，开发、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积极引进和推广使用先进适

用的机动车排气检测设备和油气回收综合治理技术，鼓励研究开发适合我省实际的技

术和方法。

第十五条　 加强宣传教育。大力宣传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的重要意义，提高机动

车所有人和驾驶人员的认识，鼓励公众参与和监督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作。结合

“世界无车日”活动，大力倡导“少开一天车”和“绿色出行”，广泛开展机动车排气污染

防治宣传，形成政府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省环保厅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H(I,-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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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３５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国家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以下简称新标准）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正式发布，并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率先实施。根据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现就

我省实施新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实施新标准的重大意义

随着我省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大幅攀升，机动车保有

量快速增加，氮氧化物（ＮＯｘ）和挥发性有机物（ＶＯＣｓ）排放量明显上升，臭氧（Ｏ３）和细

颗粒物（ＰＭ２ ５）污染加剧，灰霾现象频繁发生，大气污染已从煤烟型污染向复合型污染

转变，防治大气污染的任务更加艰巨。实施新标准，增加污染物监测项目，加严部分污

染物限值，是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的内在要求，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环境需

求的迫切需要，有利于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环境空气质量状况，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大气

污染防治，有利于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

—６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７、１８ 期



实施新标准的重大意义，切实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确保新标准顺利实施。

二、明确实施新标准的步骤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起，环杭州湾各设区市（杭州市、宁波市、湖州市、嘉兴市、绍兴市、舟山

市）各选取 １ 个相对有代表性的自动监测站，将该站的细颗粒物（ＰＭ２ ５）日均值和分

指数在省环保厅门户网站试报。自动监测站点较多的杭州市和宁波市，可视情在本地

媒体公布多个监测站点的数据（试报）。鼓励其他城市积极创造条件，及早公布细颗粒

物（ＰＭ２ ５）监测数据（试报）。

２０１３ 年起，全省所有设区市和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实施新标准，并向社会发布环境

空气质量评价结果。

２０１４ 年起，全省所有县级以上城市实施新标准，并向社会发布环境空气质量评价

结果。

三、强化工作保障

各市、县（市、区）政府要高度重视新标准的实施工作，加强资金和人员保障，加快

监测系统项目建设，尽早形成新标准增加指标的监测能力。要按照省政府的统一部署，

加强监测管理，按时发布数据。现有 １５３ 个城市环境自动监测站要相应增加细颗粒物

（ＰＭ２ ５）、臭氧（Ｏ３）、一氧化碳（ＣＯ）等指标的监测设备，确保形成所需的监测能力，其

中各设区市和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要在 ２０１２ 年底前完成这项工作，其他城市要在 ２０１３

年底前完成这项工作。

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共同做好新标准实施的相关工作。环保部门要做好监测

数据发布及相关宣传解释工作，牵头制订实施《浙江省大气复合污染（ＰＭ２ ５）防治实

施方案》，加快推进我省大气复合污染立体监测网络项目建设。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大

对我省大气复合污染立体监测网络项目建设的支持力度。财政部门要加大对大气环境

监测和污染防治的资金保障力度。卫生部门要加强相关研究，引导公众正确认识细颗

粒物（ＰＭ２ ５）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气象部门要加强霾与气象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研究。

宣传部门要协调相关媒体落实空气质量指数发布工作，加强宣传引导，鼓励社会公众参

与支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其他各有关部门也要充分履行职能，共同推进大气污染防

治，促进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二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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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政办发〔２０１２〕８０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大气复合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地、各

有关部门认真组织实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浙江省大气复合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大气复合污染防治工作，着力缓解细颗粒物（ＰＭ２． ５）污染及灰霾问

题，根据国家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浙江省清洁空气行动方案的通知》（浙政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充分认识开展大气复合污染防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年来，全省上下紧紧围绕生态省建设，认真实施“８１１”环境污染整治行动、“８１１”

环境保护行动和“８１１”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行动，扎实推进清洁空气行动，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省大气污染正从煤烟型向煤烟

和机动车尾气污染共存的复合型转化，并呈现污染区域不断扩散、污染物相互耦合等特

征，细颗粒物（ＰＭ２． ５）、光化学烟雾和高浓度臭氧污染日益凸显，灰霾天气时有发生，严

重影响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开展大气复合污染防治，是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的重要抓手，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生态浙江的重要内

容，是进一步提升全面小康社会水平、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的内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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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大气复合污染防治的

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明确要求，强化责任，落实措施，抓紧抓好这项工

作，力争尽早取得明显成效。

二、主要任务及责任分工

（一）严格准入，优化布局。

１ 严格环境准入。严格限制钢铁、水泥、石化、化工、有色等高污染项目。环杭州

湾地区禁止新、改、扩建除“上大压小”和热电联产以外的燃煤电厂，实施“上大压小”的

燃煤电厂和石化项目必须满足特别排放限值的要求。所有城市市区及近郊禁止新建除

热电联产以外的燃煤电厂、钢铁、建材、焦化、有色、石化、化工等高污染项目。所有城市

建成区、具备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供应条件或集中供热范围内的工业园区（包括开发区、

工业功能区，下同）禁止新建 ２０ 蒸吨 ／小时以下的高污染燃料锅炉（高污染燃料主要包

括燃煤、重油、渣油、可燃废物及直接燃用的非压缩成型生物质，下同），其他工业园区

应积极推进清洁能源替代，原则上不得新建 ２０ 蒸吨 ／小时以下的高污染燃料锅炉，其他

地区禁止新建 １０ 蒸吨 ／小时以下的高污染燃料锅炉；新建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锅炉

的，必须满足总量控制条件。（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牵头，省环保厅配合）

２ 优化工业布局。认真开展规划环评，引导区域内重点产业合理布局。县以上城

市加快实施“腾笼换鸟”，对城区内已建大气重污染企业结合产业布局调整实施搬迁改

造，启动实施杭钢、半山电厂、杭州炼油厂、中策橡胶厂等市区内重污染企业的搬迁和关

停工作。继续推动工业项目向园区集中，整合提升现有各类工业园区，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２０１２ 年全面启动城区大气重污染企业搬迁工作，设区城市到 ２０１４ 年、县以上城市

到 ２０１５ 年基本完成城区大气重污染企业搬迁工作。（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牵头，省环

保厅配合）

（二）提高清洁能源使用率。

１ 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加快发展风电、太阳能、水电、核电

等新能源，加快推进液化天然气引进工程。到 ２０１５ 年，建成覆盖全省主要城市的天然

气管网，建立健全清洁、高效、稳定的现代能源保障体系，实现优质能源供应和消费多元

化。天然气、太阳能、风电、水电、核电等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每年递增

１ 个百分点，到 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１５％以上。（省发改委、省能源局牵头，省经信委配合）

２ 推进煤炭洁净高效利用。限制高硫分高灰分煤炭的使用，未配套高效脱硫、除

尘设施的燃煤锅炉和工业窑炉禁止燃用含硫量超过 ０ ６％、灰分超过 １５％的煤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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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煤炭洗选比率，实施低硫、低灰分配煤工程，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省发改委、省能

源局牵头，省经信委配合）。

（三）强化工业管理，淘汰落后产能。

１ 强化工业园区管理。推进工业园区集中供热，积极推行“上大压小”“煤改气”

工程或大电厂集中供热模式，建设和完善热网工程。热电热网覆盖区域的分散燃煤锅

炉必须按期淘汰，其中环杭州湾地区淘汰全部 １０ 吨 ／小时以下燃煤锅炉，全省淘汰全部

６ 吨 ／小时以下燃煤锅炉。２０１２ 年全面启动工业园区集中供热工程，全省开发区到

２０１３ 年、工业园区到 ２０１５ 年基本实现集中供热。（省经信委牵头，省发改委、省质监局

配合）

２ 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加强大气污染物排放企业环保监管，强化装备制造涂装、

电子元器件制造、塑料产品制造、制鞋、喷漆、涂料、印刷等 ＶＯＣｓ 排放重点行业企业清

洁生产审核，对超标、超总量排污及生产、使用、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企业，实施强制性

清洁生产审核。２０１２ 年制订全省大气污染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审核计划，每年完成审核

率不低于 ２５％，到 ２０１５ 年全面完成审核。（省经信委、省环保厅牵头，省发改委配合）

３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

品指导目录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淘汰火电、钢铁、建材等重污染行业及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类行业落后产能。关闭石灰窑土窑和不符合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的采石生产企

业。淘汰工艺落后的生产稀释剂、涂料、油墨、黏合剂的小化工企业和污染严重的铸造

冲天炉、单段煤气发生炉等生产工艺及设备。２０１２ 年底前，全面淘汰窑径 ３ ０ 米以下

的水泥磨机（生产特种水泥的除外）；２０１４ 年底前，全面淘汰 ９０ 平方米及以下烧结机等

落后冶金生产设备。（省经信委牵头，省环保厅配合）

（四）大力实施脱硫脱硝工程。

１ 深化二氧化硫减排。严格控制燃煤总量，新上项目实施严格的总量替代制度。

强化对脱硫设施的监督管理，确保燃煤发电机组脱硫设施高效稳定运行。２０１２ 年底

前，杭钢、宁钢、衢州元立钢铁公司等钢铁企业全面完成脱硫设施建设并投运，焦化企业

完成焦炉干熄焦改造，并同步建设废气除尘、脱硫等设施。重点石化企业安装脱硫设

施，２０１４ 年底前镇海炼化催化裂化装置完成脱硫设施建设并投运。规模以上建筑陶瓷

窑、浮法玻璃生产线安装烟气脱硫设施，到 ２０１５ 年综合脱硫效率达到 ６０％。对有色金

属冶炼行业烟气二氧化硫含量大于 ３ ５％的重点企业采取烟气制酸或其他方式回收二

氧化硫，到 ２０１５ 年脱硫效率达到 ９０％。加快推进热电厂烟气脱硫设施改造，２０１２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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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杭州市、宁波市完成热电脱硫工程建设，２０１３ 年底前环杭州湾地区完成热电脱硫工

程建设，２０１４ 年底前全省基本完成热电脱硫工程建设。到 ２０１５ 年，全省现役 ３５

吨 ／小时以上燃煤锅炉烟气脱硫率、脱硫设施投运率分别达到 ９０％和 ９５％以上。（省环

保厅牵头，省发改委、省能源局配合）

２ 全面开展氮氧化物污染防治。新建和在建燃煤发电机组、热电锅炉同步配套建

设高效除尘、脱硫和脱硝设施。现役燃煤发电机组在确保脱硫设施高效运行的基础上，

开展烟气脱硝治理或低氮燃烧技术改造，所有火电机组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应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前达到《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１３２２３—２０１１）规定的浓度限值。全

面实施水泥行业氮氧化物减排，每年完成一批水泥行业脱硝工程建设，到 ２０１５ 年全省

所有水泥回转窑安装氮氧化物减排设施并投运。（省环保厅牵头，省发改委、省能源局

配合）

（五）强化机动车污染防治。

１ 发展绿色交通。实施公交优先战略，不断增加公共汽车专用道，加快推进城市

轨道交通建设，减少因交通拥堵造成的污染。加快公交车、出租车等营运车辆更新换代

速度，鼓励天然气、混合动力等新能源车辆投入营运市场，促进低碳运输发展。加强营

运车辆燃油消耗量检测与监督，限制高排放、高能耗、低效率车辆进入运输市场。加强

营运车辆二级维护竣工检测和技术等级评定，严把营运车辆准入关。强化对低速货车

和非道路机械的环境管理，防范交通运输及事故造成的污染。加强对码头货物装卸、物

料堆场、化工原料运输车辆的管理，大力整治相关的粉尘或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鼓励自

行车等绿色出行，进一步普及公共自行车，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等设区城市到

２０１３ 年，温州、金华、台州等设区城市到 ２０１４ 年，衢州、舟山、丽水等设区城市到 ２０１５

年建成公共自行车网络。（省交通运输厅牵头，省公安厅、省建设厅、省农业厅、省环保

厅配合）

２ 强化车辆管理。严格新车与转入车辆准入，全省新车及转入我省二手车注册登

记严格执行国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汽油车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起、柴油车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国Ⅳ标准）。加强机动车排气定期检测监督管理，在用机动车排气定

期检测与车辆安全技术检验同步进行。２０１２ 年底前，实现全省县以上城市机动车环保

定期检测和信息管理体系全覆盖，全面开展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杭州、宁波、湖州、嘉

兴、绍兴等 ５ 个环杭州湾设区城市及温州市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其他设区城市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县以上城市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机动车排气定期检测采用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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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态工况法（汽油车）和加载减速烟法（柴油车）。强化在用车管理，开设车辆冒黑烟举

报电话，开展机动车冒黑烟整治，经定期检测排气不合格的机动车不得上路。实施“黄

标车”区域限行，加快“黄标车”淘汰进程，２０１２ 年底前全省县以上城市主城区全面划定

“黄标车”限行区域，力争每年淘汰“黄标车”不低于 １５ 万辆，２０１５ 年底前淘汰全部“黄

标车”。（省公安厅、省环保厅牵头，其他有关部门配合）

３ 全面提高油品质量。组织制订车用柴油地方标准（国Ⅳ），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底前全

省全面供应符合国Ⅳ标准的车用汽油、车用柴油。切实保障符合国Ⅳ标准的车用汽油、

车用柴油供应，加强油品供应升级后的市场监管，严格控制车用油品质量，禁止不符合

标准的油品进入市场，确保各种车用汽油、车用柴油（含车用乙醇汽油和车用甲醇汽油

等）达到标准要求。（省商务厅牵头，省环保厅、省发改委、省工商局、省质监局配合）

（六）加强挥发性有机物（ＶＯＣｓ）排放控制。

１ 强化重点工业企业 ＶＯＣｓ 污染治理。全面推进石油炼制、化工、医药、农药、印

刷、家具（玩具）制造、制鞋、喷漆、涂料、塑料、橡胶以及合成革等 １１ 个重点行业 ＶＯＣｓ

污染治理，提高企业装备和治污水平。实施 ＶＯＣｓ生产使用全过程封闭式作业，严格控

制“跑冒滴漏”现象的发生。有组织 ＶＯＣｓ 排放应逐步安装在线监测装置。２０１２ 年制

订工业有机废气治理方案，２０１３ 年制订特征污染物检测排放地方标准，开始实施有组

织排放 ＶＯＣｓ监测，２０１５ 年底前全省 １１ 个 ＶＯＣｓ 排放重点行业完成治理，并确保排气

筒排放浓度和厂界浓度双达标。（省环保厅牵头，省经信委、省质监局配合）

２ 实施城市服务业（餐饮、干洗、加油站等）有机废气治理。２０１２ 年制订餐饮业、

干洗业有机废气治理实施方案和管理规定，促进城市市区内餐饮业、干洗业安装符合环

保要求的油烟净化、处理装置，并建立运行维护制度，确保油烟和有机废气达标排放。

环杭州湾地区在 ２０１３ 年底前、设区市在 ２０１４ 年底前、县以上城市在 ２０１５ 年底前基本

完成餐饮业、干洗业有机废气整治。加快推进加油站、油库、油罐车油气回收治理，２０１２

年底前全面完成油气回收治理工作，并确保油气回收装置稳定运行。按国家有关标准

要求需安装在线监控装置的加油站、储油罐应加装在线监控装置。（省环保厅牵头，省

建设厅、省工商局、省商务厅、省公安厅配合）

（七）加强烟粉尘污染控制。

１ 防治重点工业企业烟粉尘污染。以电力、水泥、钢铁、玻璃、陶瓷、砖瓦等行业为

重点，深化工业烟粉尘治理，实施除尘技术升级改造；其他工业行业采取有效措施控制

烟粉尘排放，加强工艺过程无组织排放管理。电力、钢铁、玻璃、陶瓷、砖瓦等行业，环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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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湾地区实施行业特别排放标准，未达标的 ２０１３ 年底前应完成升级改造；其他地区实

施一般限值，未达标的 ２０１５ 年底前完成升级改造。（省环保厅牵头，省经信委配合）

２ 推进“烟尘控制区”和“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建设。全面推进“烟尘控制区”创

建，将创建范围拓展到乡镇和农村。禁止“烟尘控制区”内各类炉窑灶冒黑烟。加快推

进“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建设，２０１２ 年底前全省县以上城市建成区全面建成“高污染燃

料禁燃区”。具备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供应条件的集中供热范围内除热电以外的燃煤锅

炉应按期淘汰或实施清洁能源改造。２０１３ 年底前，设区城市完成燃煤锅炉治理；２０１４

年底前，县以上城市完成燃煤锅炉治理；２０１５ 年底前，全省 ４ ６ 万个工业及民用炉窑全

面完成治理。（省环保厅牵头，省经信委、省工商局配合）

３ 控制建筑和道路扬尘污染。建立健全扬尘管理机制，积极创建绿色工地，落实

施工工地围蔽，做到“六个 １００％”，即施工现场 １００％围挡、工地砂土 １００％覆盖、工地

路面 １００％硬化、拆除工程 １００％洒水、出工地运输车辆 １００％冲净车轮车身且密闭无

洒漏、暂不开发的场地 １００％绿化。强化道路扬尘治理，探索建立城乡一体的道路路面

保洁机制，着力提高城镇道路机械化清扫率，到 ２０１５ 年全省县以上城市道路机械化清

扫率达到 ４５％以上。推进城镇园林绿化，到 ２０１５ 年全省县以上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

率达到 ３５％以上。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深入实施“１８１８”平原绿化行动，加强生态公益

林、防护林建设，增强森林生态功能。到 ２０１５ 年，全省完成新造林 ２６０ 万亩，森林覆盖

率达到 ６１％以上。（省建设厅、省林业厅牵头，省交通运输厅、省环保厅、省水利厅配

合）

４ 加强秸秆焚烧和矿山开采监管。制订秸秆及农作物废弃物综合利用实施方案，

加快推进秸秆及农作物废弃物综合利用。组织开展秸秆焚烧遥感监测工作，定期通报

秸秆焚烧点。到 ２０１５ 年，全省基本形成秸秆还田和多元利用的格局，秸秆综合利用率

达到 ８０％以上。强化矿石开采、存储、装卸、运输等过程中的污染防治，确保粉尘达标

排放。加快推进废弃矿山生态环境治理与修复，到 ２０１５ 年需治理修复的废弃矿山治理

率达到 ９０％以上。（省农业厅、省国土资源厅牵头，省环保厅配合）

三、保障措施

（一）统一思想，加强领导。各级政府是大气复合污染防治工作的责任主体，要进

一步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开展大气复合污染防治的重要意义，把这项工作摆到重要议事

日程，加强组织领导，制订工作方案，完善工作机制，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各项任务

的牵头部门要制订具体实施计划，明确目标任务、工作要求和具体措施。各有关单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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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协同推进大气复合污染防治工作。

（二）依法治污，严格执法。加快推动《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法规规

章的出台，加快制订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氮氧化物、机动车排气等方面的地方排放标准，

完善大气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标准体系。各级环保、公安、工商、安监、卫生等部门要加

强执法联动，依法查处各类大气环境违法行为。继续实行环境污染有奖举报制度，鼓励

社会各界依法有序参与和监督大气复合污染防治工作。

（三）完善政策，多措并举。积极创新有利于大气复合污染防治的财政、价格、信

贷、用地等政策。进一步完善高耗能产业差别电价和惩罚性电价政策，贯彻落实燃煤电

厂脱硫、脱硝电价等绿色电价政策。各级财政要加强对按要求淘汰落后产能、开展大气

污染防治企业的资金支持。严格工作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对未能完成大气污染治理

任务且空气质量状况恶化的城市，要实施区域限批。

（四）加强宣传，公众参与。广泛开展大气复合污染防治宣传教育，加大大气环境

质量信息公开力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积极推进绿色

系列创建活动，大力倡导绿色、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形成崇尚自然、节约资源、

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的良好风气，引导社会各界支持和参与大气环境保护工作。

表 １　 火电行业除尘改造项目

序

号
城市

发电机

组数

（个）

装机容量

（万千瓦）
治理措施

减排要求

（６５Ｔ ／ ｈ以上锅炉） 投运时间

１ 杭州 １２４ ３６１２ ３ 除尘设施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２ 宁波 ８２ １６２３２ ６ 除尘设施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３ 温州 １５ ４１１０ ６ 天然气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５

４ 湖州 ４０ １６２４ 除尘设施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５ 嘉兴 ８０ ５９２６ ５ 除尘设施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６ 绍兴 ９４ １８３２ ５ 除尘设施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４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７、１８ 期



７ 金华 ２３ ２８３２ 新建除尘设施 烟尘排放浓度≤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８ 衢州 ２５ ３８９ 除尘设施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９ 舟山 ４ ５７５ 除尘设施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４

１０ 台州 ２２ ５３５４ ２ 除尘设施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１ 丽水 ３ ７ ５ 除尘设施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４

表 ２　 水泥行业除尘改造项目

序

号
城市

生产线

数（条）

生产规模

（吨熟料 ／日） 治理措施 减排要求 投运时间

１ 杭州 １７ ６３０００ 窑尾除尘

设施改造

烟（粉）尘排放浓度

≤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２ 宁波 １ ２５００ 窑尾除尘

设施改造

烟（粉）尘排放浓度

≤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３ 湖州 １９ ５５０００ 窑尾除尘

设施改造

烟（粉）尘排放浓度

≤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５

４ 嘉兴 ６ ７１４５ 窑尾除尘

设施改造

烟（粉）尘排放浓度

≤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４

５ 绍兴 １０ １６７００ 窑尾除尘

设施改造

烟（粉）尘排放浓度

≤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６ 金华 １０ ２３５００ 窑尾除尘

设施改造

烟（粉）尘排放浓度

≤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７ 衢州 ２０ ４２５５０ 窑尾除尘

设施改造

烟（粉）尘排放浓度

≤３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表 ３　 燃煤锅炉烟尘治理项目

序

号
城市 企业名称

锅炉

数量

（台）

规模

（蒸吨／
小时）

治理

措施
减排要求 投运时间

１ 宁波
宁波中鑫毛纺集团有限

公司
１ ４ 静电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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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宁波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镇

海港埠分公司
１ ６ 布袋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３ 宁波
宁波大名精密铸造有限

公司
１ ４ 静电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４ 温州
温州沿江蒸汽供应有限

公司
３ ５５ 静电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１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５ 温州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

公司
３ ６０ 静电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１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６ 湖州
浙江誉华集团湖州印染

有限公司
２ ７０ 静电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７ 湖州
湖州新奥特医药化工有

限公司
２ ２０

除尘

设施

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８ 湖州
湖州新中江纺织印染有

限公司
１ １０

除尘

设施

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９ 湖州
湖州金?印染实业有限
公司

２ ２０
除尘

设施

改造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１０ 嘉兴
嘉兴市永泉织染有限公

司
１ ３５ 布袋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１ 嘉兴
桐乡市冠峰热能有限公

司
１ ７０ 布袋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２ 嘉兴
桐昆集团浙江恒盛化纤

有限公司
１ ６０ 布袋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３ 嘉兴
桐乡市中驰化纤有限公

司
１ ４０ 布袋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４ 嘉兴
桐乡市屠甸荣翔热能有

限公司
１ ２０ 布袋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５ 嘉兴 桐乡中欣化纤有限公司 １ ２０ 布袋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８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６ 绍兴 绍兴大发布业有限公司 １ ８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１７ 绍兴 绍兴鼎记印染有限公司 １ ６ ７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１８ 绍兴 绍兴飞亚印染有限公司
１ ５

１ ６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１９ 绍兴 绍兴飞越印花有限公司 １ １３ ３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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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绍兴 绍兴金渔印染有限公司 １ １０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２１ 绍兴 绍兴明业印染有限公司
２ ２０

１ １３ ５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２２ 绍兴
绍兴市大昌祥印染有限

公司

２ ２ ７

１ ４ ３

１ ５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２３ 绍兴
绍兴市佳强纺织印染有

限公司
１ １３ ５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２４ 绍兴
绍兴市立新印染有限公

司
２ ８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２５ 绍兴 绍兴市鑫和平印染厂 １ ８ ４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２６ 绍兴
绍兴天源纺织印染有限

公司
１ ５ ７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２７ 绍兴 绍兴忠兴印染有限公司
３ ２０

１ ８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２８ 绍兴 浙江佳宝聚酯有限公司 ４ ２０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２９ 绍兴 浙江立盛织染有限公司 １ ６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３０ 绍兴
浙江绍兴达亿染整有限

公司
１ ２ ７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３１ 绍兴
浙江天和纺织印染有限

公司

１ ６ ６

１ ８ ４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３２ 绍兴
绍兴百隆特宽科技有限

公司
１ ２０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３３ 绍兴
绍兴东泰聚合材料有限

公司
３ １０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３４ 绍兴
绍兴功兴针织印染有限

公司
１ ２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３５ 绍兴
绍兴海神印染制衣有限

公司
１ １３ ５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３６ 绍兴 绍兴锦尚纺织有限公司 １ ４ ３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３７ 绍兴
绍兴市富士豪印染有限

公司
１ ６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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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绍兴
绍兴市华绅纺织品整理

有限公司
１ １３ ３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３９ 绍兴
绍兴市欣浩化工有限公

司
１ ２ ７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４０ 绍兴
绍兴市跃进印染有限公

司
２ １６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４１ 绍兴
绍兴通晟特种印花有限

公司
１ ２ ７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４２ 绍兴
绍兴新联兴纺织服装有

限公司
１ ６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４３ 绍兴
浙江格耐斯纺织服装集

团有限公司
１ ２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４４ 绍兴
浙江古纤道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３ ２２ ９

４ ２６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４５ 绍兴
浙江合为针织科技有限

公司
１ ３ ３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４６ 绍兴 浙江宏健纺织有限公司 １ ４ １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４７ 绍兴
浙江华夏纺织塑胶有限

公司
１ ５ ９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４８ 绍兴
浙江龙翔针织科技有限

公司

２ ５

１ ２ ７

１ ３ ３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４９ 绍兴
绍兴天源纺织印染有限

公司
１ ２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５０ 绍兴
绍兴新三江印染有限公

司

１ ２

１ ３ ６

１ ４ １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５１ 绍兴
浙江邦友钢管制造有限

公司
１１ ２２

煤气发

生炉改

天然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５２ 绍兴 浙江自立股份有限公司 １ ５
煤气发

生炉改

天然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５３ 绍兴
绍兴芳华化妆品包装有

限公司
１ ０ ５ 窑炉煤

改电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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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绍兴 新昌新涛电气有限公司 １ ０ ４
有色金

属熔化

炉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５５ 绍兴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

有限公司

１ １

１ １ ３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５６ 绍兴 浙江万丰摩轮有限公司

２ １ 煤改气

１ ０ ５
煤气发

生炉改

天然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

５７ 绍兴
绍兴县超超染整有限公

司
４ １ ３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５８ 绍兴 浙江友谊染织有限公司

３ １ ２

１ １ ８

１ １ ９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５９ 绍兴
绍兴县塞特印染有限公

司
４ １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６０ 绍兴
绍兴县永顺印染有限公

司
１ ０ ４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６１ 绍兴
绍兴县新泰隆染整有限

公司

１ ４ １

１ ８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６２ 绍兴
绍兴县新风印染有限公

司
３ １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６３ 绍兴
绍兴县柯桥印染有限公

司

１ ３ ５

１ ４ １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６４ 绍兴
绍兴建中印染服装有限

公司
１ ４ ２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６５ 绍兴 浙江兴发印染有限公司 １ ４ ９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６６ 绍兴
绍兴县英吉利印染有限

公司
１ ５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６７ 绍兴
绍兴县先锋实业有限公

司
１ ７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６８ 绍兴
绍兴县宇华印染纺织有

限公司
１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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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绍兴
绍兴县第一丝织印染有

限公司
１ ３ ８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７０ 绍兴
绍兴县华利印染有限公

司
１ ２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７１ 绍兴
绍兴县华翔印染有限公

司
１ ２ ４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７２ 绍兴
浙江江南印染股份有限

公司
１ ４ ６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７３ 绍兴
绍兴县洁彩坊印染有限

公司
１ ４ ５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７４ 绍兴
浙江诚盛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１ ５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７５ 绍兴
绍兴县士林印染有限公

司

４ ０ １

１ ０ １２

４ ５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７６ 绍兴
绍兴县日美漂染有限公

司
１ ５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７７ 绍兴
绍兴宏泰针织制衣有限

公司
１ ２ 煤改气

烟尘排放浓度

≤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３

７８ 金华
恒昌集团金华印染有限

公司
１ ２０ 静电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１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７９ 衢州 浙江巨化电石有限公司 １ ２３ ５ 静电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１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８０ 衢州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１ １３０ 静电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１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８１ 衢州 龙游云丰纸业有限公司 １ ３５ 静电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１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８２ 衢州
开化县清华化工有限公

司
１ １０ 关停

烟尘排放浓度

≤１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８３ 衢州
浙江开化合成材料有限

公司
１ ３５ 静电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１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８４ 衢州
浙江仙鹤特种纸有限公

司
２ ７０ 静电

除尘

烟尘排放浓度

≤１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８５ 台州 浙江先锋科技有限公司

１ ２０ 静电

除尘

１ ２０
该锅炉

为备用

锅炉

烟尘排放浓度

≤１２０ｍｇ ／ ｍ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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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工业 ＶＯＣｓ治理项目

序

号
城市 行业

企业

数量
重点企业名称 治理措施

减排

能力

（吨 ／
年）

投运时间

１ 杭州 有机化工 ６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大洋厂区、洋溪

厂区等

原材料及产品储存、

装卸呼吸气、有机工

艺尾气 ＶＯＣｓ 综合治
理

１２９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２ 杭州 设备制造 １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喷涂、烘干环节 ＶＯＣｓ
综合治理

１２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３ 杭州 装备制造 １ 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

公司

喷涂环节 ＶＯＣｓ 综合
治理

２７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４ 杭州 电子 １ 宏讯电子工业（杭州）

有限公司

喷涂、清洗环节 ＶＯＣｓ
综合治理

５５ ２０１１

５ 杭州 合成材料 ２

浙江蓝天环保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下沙生

产基地、恩希爱（杭

州）化工有限公司

单体合成与聚合环节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２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６ 宁波 原油加工 ２
中石化镇海炼化分公

司、中海油宁波大榭石

化有限公司

石油液体储存、装卸

呼吸气、有机工艺尾

气、污水集输处理过

程释放气 ＶＯＣｓ 综合
治理

５４６８８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７ 宁波 有机化工 ６ 浙江鑫甬生物化工有

限公司等

原材料及产品储存、

装卸呼吸气、有机工

艺尾气 ＶＯＣｓ 综合治
理

１２６９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８ 宁波 医药化工 ４
宁波市镇海海德生化

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斯

迈克制药有限公司等

离心结晶、真空泵出

口 及 干 燥 箱 排 气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１３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９ 宁波 设备制造 １４ 宁波东和船舶修造有

限公司等

喷涂、烘干环节 ＶＯＣｓ
综合治理

５８２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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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宁波 包装印刷 １ 宁波三 Ａ 集团有限公
司

烘干机排气、车间排

气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２５４ ２０１４

１１ 宁波 电子 １ 宁波阿尔卑斯电子有

限公司

喷涂、清洗环节 ＶＯＣｓ
综合治理

７２ ２０１４

１２ 温州 医药化工 １ 浙江康乐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离心结晶、真空泵出

口 及 干 燥 箱 排 气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７２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１３ 温州 包装印刷 １ 立可达包装有限公司
烘干机排气、车间排

气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７９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１４ 温州 塑料 ７
浙江建新塑胶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强盟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等

原料准备、塑料制造、

塑料成型加工环节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６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１５ 温州 设备制造 ６
帆顺船业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澳力船业有限

公司等

喷涂、烘干环节 ＶＯＣｓ
综合治理

４０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１６ 湖州 医药合成 １ 湖州展望药业有限公

司

离心结晶、真空泵出

口 及 干 燥 箱 排 气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４８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１７ 湖州 有机化工 ２
湖州新奥特医药化工

有限公司、湖州鑫富新

材料有限公司

原材料及产品储存、

装卸呼吸气、有机工

艺尾气 ＶＯＣｓ 综合治
理

４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１８ 湖州 合成材料 １ 浙江华利皮革有限公

司

单体合成与聚合环节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３８ ２０１５

１９ 嘉兴 有机化工 ７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友联化学

工业有限公司等

原材料及产品储存、

装卸呼吸气、有机工

艺尾气 ＶＯＣｓ 综合治
理

９７７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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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嘉兴 合成材料 １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单体合成与聚合环节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４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２１ 绍兴 医药化工 １６
浙江思贤制药有限公

司、浙江震元制药有限

公司等

离心结晶、真空泵出

口 及 干 燥 箱 排 气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２４１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２２ 绍兴 有机化工 ４
绍兴恒业成有机硅材

料有限公司、浙江德欧

化工制造有限公司等

原材料及产品储存、

装卸呼吸气、有机工

艺尾气 ＶＯＣｓ 综合治
理

３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２３ 绍兴 合成材料 １０
绍兴三圆石化有限公

司、浙江佳宝聚酯有限

公司等

单体合成与聚合环节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４０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２４ 金华 设备制造 ３

众泰控股有限公司、浙

江绿源电动车有限公

司、浙江力霸皇工贸集

团有限公司

喷涂、烘干环节 ＶＯＣｓ
综合治理

４１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５ 金华 医药化工 １０

横店集团家园化工有

限公司（浙江普洛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浙

江海森药业有限公司

等

离心结晶、真空泵出

口 及 干 燥 箱 排 气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１４９２ 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２６ 金华 有机化工 ３

东阳市兴华化工有限

公司、浙江巍华化工有

限公司、浙江浦江百炼

化工有限公司

原材料及产品储存、

装卸呼吸气、有机工

艺尾气 ＶＯＣｓ 综合治
理

５４ ２０１４

２７ 金华 装备制造 ２ 义乌市义华五金电镀

有限公司等

喷涂环节 ＶＯＣｓ 综合
治理

３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２８ 金华 合成材料 ５
义乌市鑫挺人造革有

限公司、浙江莹光化工

有限公司等

单体合成与聚合环节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２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２９ 金华 塑料 １０
浙江伊美薄膜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浙江金华

威邦塑胶有限公司等

原料准备、塑料制造、

塑料成型加工环节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１５９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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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衢州 有机化工 ２８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巨化电石

有限公司等

原材料及产品储存、

装卸呼吸气、有机工

艺尾气 ＶＯＣｓ 综合治
理

２５５５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３１ 衢州 装备制造 １ 浙江开山股份有限公

司

喷涂环节 ＶＯＣｓ 综合
治理

１９４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３２ 衢州 合成材料 ２
衢州巨塑化工有限公

司、浙江万安塑料有限

公司

单体合成与聚合环节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６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３３ 舟山 原油加工 １ 中海石油石化有限公

司

石油液体储存、装卸

呼吸气、有机工艺尾

气、污水集输处理过

程释放气 ＶＯＣｓ 综合
治理

３５６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３４ 舟山 设备制造 ８

金海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舟山金海湾船业

有限公司）、舟山中远

船务工程有限公司等

喷涂、烘干环节 ＶＯＣｓ
综合治理

６４０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３５ 台州 医药化工 ７０
浙江新东港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天新药

业有限公司等

离心结晶、真空泵出

口 及 干 燥 箱 排 气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４０３８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３６ 台州 设备制造 ２９
浙江金刚汽车有限公

司、浙江金港船业股份

有限公司等

喷涂、烘干环节 ＶＯＣｓ
综合治理

４５３４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３７ 台州 有机化工 ７
浙江天和树脂有限公

司、浙江豪博化工有限

公司等

原材料及产品储存、

装卸呼吸气、有机工

艺尾气 ＶＯＣｓ 综合治
理

２０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３８ 台州 包装印刷 ３

国鑫宏达控股有限公

司、浙江金明包装有限

公司、台州森林彩印包

装有限公司

烘干机排气、车间排

气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１９０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３９ 台州 合成材料 ６
浙江恒泰源聚氨酯有

限公司、浙江银丰合成

革有限公司等

单体合成与聚合环节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４９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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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丽水 合成材料 ３７
浙江闽锋化学有限公

司、浙江方源人造革有

限公司等

单体合成与聚合环节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７５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４１ 丽水 塑料 ４
青田万事达塑料有限

公司、青田县陈明饰品

有限公司等

原料准备、塑料制造、

塑料成型加工环节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１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４２ 丽水 包装印刷 １ 浙江万欣印业有限公

司

烘干机排气、车间排

气 ＶＯＣｓ综合治理 ９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表 ５　 油气回收项目

序

号
城市 类别

数量

（座 ／台） 治理措施 投运时间

１ 杭州 加油站 ４９８ 铺设油气回收管线，采用油气回收性的加油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 杭州 储油库 ８ 进行高效密封浮顶罐改造或安装顶空联通置换油气

回收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３ 杭州 油罐车 １９６ 改装成具有密闭油气回收功能的油罐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４ 宁波 加油站 ３８６ 铺设油气回收管线，采用油气回收性的加油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５ 宁波 储油库 ５ 进行高效密封浮顶罐改造或安装顶空联通置换油气

回收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６ 宁波 油罐车 １４０ 改装成具有密闭油气回收功能的油罐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７ 温州 加油站 ２１５ 铺设油气回收管线，采用油气回收性的加油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８ 温州 储油库 ７ 进行高效密封浮顶罐改造或安装顶空联通置换油气

回收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９ 温州 油罐车 １０６ 改装成具有密闭油气回收功能的油罐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０ 湖州 加油站 １９９ 铺设油气回收管线，采用油气回收性的加油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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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湖州 储油库 ６ 进行高效密封浮顶罐改造或安装顶空联通置换油气

回收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２ 湖州 油罐车 ３７ 改装成具有密闭油气回收功能的油罐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３ 嘉兴 加油站 ２６９ 铺设油气回收管线，采用油气回收性的加油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４ 嘉兴 储油库 ９ 进行高效密封浮顶罐改造或安装顶空联通置换油气

回收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５ 嘉兴 油罐车 ５５ 改装成具有密闭油气回收功能的油罐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６ 绍兴 加油站 ２３９ 铺设油气回收管线，采用油气回收性的加油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７ 金华 加油站 ２１６ 铺设油气回收管线，采用油气回收性的加油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８ 金华 储油库 ９ 进行高效密封浮顶罐改造或安装顶空联通置换油气

回收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１９ 金华 油罐车 １５０ 改装成具有密闭油气回收功能的油罐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０ 衢州 加油站 １６２ 铺设油气回收管线，采用油气回收性的加油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１ 衢州 储油库 ２ 进行高效密封浮顶罐改造或安装顶空联通置换油气

回收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２ 衢州 油罐车 ４９ 改装成具有密闭油气回收功能的油罐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３ 舟山 加油站 ２８ 铺设油气回收管线，采用油气回收性的加油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４ 舟山 储油库 ２ 进行高效密封浮顶罐改造或安装顶空联通置换油气

回收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５ 台州 加油站 １７７ 铺设油气回收管线，采用油气回收性的加油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６ 台州 储油库 ２ 进行高效密封浮顶罐改造或安装顶空联通置换油气

回收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７ 台州 油罐车 ２２ 改装成具有密闭油气回收功能的油罐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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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丽水 加油站 ７９ 铺设油气回收管线，采用油气回收性的加油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２９ 丽水 储油库 １ 进行高效密封浮顶罐改造或安装顶空联通置换油气

回收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３０ 丽水 油罐车 ２８ 改装成具有密闭油气回收功能的油罐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表 ６　 黄标车淘汰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底各市黄标车数量）

城市

载客汽车 载货汽车

微型 小型 中型 大型 微型 轻型 中型 重型

各市

合计

（辆）

实施淘汰

时间

杭州 ６９４６ ３７７４２ ４９６５ ２９６９ ８８６８ ２２４１５ ３６０９５ １０６６８ １３０６６８

宁波 ２４５７ １６８６７ ２０１７ ５０６ １５ ８７４４ １０４６７ ３９３７ ４５０１０

温州 ４１５０ ９４８１ ６５９ １４１ ４９ ４０９８ ４６５１ １５７２ ２４８０１

湖州 ６０７ ５０８８ ３３４ ６０ ５０ １３０８ ２８２２ １０８６ １１３５５

嘉兴 １５０１ ９２７３ １０３３ ３１４ ２９５６ ５３２７ １０６８０ ２４９５ ３３５７９

绍兴 ９１０ １２７８９ １０００ ２９９ １５７ ４６４５ ６２０４ ２０２３ ２８０２７

金华 １００６ １２５１７ １５００ ５９２ ４１４３ １０４２６ １１０１６ ６８１３ ４８０１３

衢州 ３１６ ４５１６ ５８２ ４０５ ６４０ ３１０４ ７１８４ ２１００ １８８４７

舟山 １８３ ２１１３ ３８７ １１１ １０３ ９６０ ２１７２ １０３４ ７０６３

台州 ６８０ ６２２３ ４３４ １１９ ３４０ ９２３２ ５８９４ ２８００ ２５７２２

丽水 ４７４ ３７５１ ７８８ ２０３ ８０９ ２４０６ ３４７０ ２６５８ １４５５９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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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扬尘综合整治项目

序

号
城市 类型

规模

单位 数量
治理措施 实施时间

１ 杭州

扬尘综

合控制

区建设

万平

方米
４０００ 主要采取封闭作业、路面硬化和洒水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２ 宁波

施工

工地

万平

方米
３０００ 主要采取路面硬化和洒水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道路
万平

方米
２５０ 采取加强运输管理、增加道路清洗量、改造

低质路面、加强绿化整治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３ 温州

施工

工地

万平

方米
２０００ 采取出入口硬化、车辆清洗、运输车辆覆盖

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道路
万平

方米
２５０ 采取加强运输管理、增加道路清洗量、改造

低质路面、加强绿化整治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４ 湖州

施工

工地

万平

方米
４８２ 主要采取路面硬化和洒水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道路
万平

方米
２５０ 采取加强运输管理、增加道路清洗量、改造

低质路面、加强绿化整治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５ 嘉兴

施工

工地

万平

方米
５００ 采取出入口硬化、车辆清洗、运输车辆覆盖

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道路
万平

方米
２５０ 采取加强运输管理、增加道路清洗量、改造

低质路面、加强绿化整治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６ 绍兴

施工

工地

万平

方米
８００ 采取出入口硬化、车辆清洗、运输车辆覆盖

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道路
万平

方米
２５０ 采取加强运输管理、增加道路清洗量、改造

低质路面、加强绿化整治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７ 金华

施工

工地

万平

方米
１０００ 采取出入口硬化、车辆清洗、运输车辆覆盖

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道路
万平

方米
２５０ 采取加强运输管理、增加道路清洗量、改造

低质路面、加强绿化整治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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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衢州

施工

工地

万平

方米
２４０ 采取地面洒水、裸露地面及时硬化、建筑物

四周围网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堆场 个 ８ 采取建挡风网、表面洒水、盖顶篷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道路
万平

方米
１４００ 采取路面洒水、及时清扫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９ 舟山

施工

工地

万平

方米
２４０ 采取出入口硬化、车辆清洗、运输车辆覆盖

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道路
万平

方米
５０ 采取加强运输管理、增加道路清洗量、改造

低质路面、加强绿化整治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１０ 台州

施工

工地

万平

方米
５００ 采取遮盖、洒水、封闭等控制措施，设置围

挡、冲洗平台，建设视频监控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堆场 个 １０ 实行密闭、围挡，采取洒水措施，建设视频监

控装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道路
万平

方米
２０ 采取清洗、冲扫、绿化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１１ 丽水

施工

工地

万平

方米
２４０ 采取出入口硬化、车辆清洗、运输车辆覆盖

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道路
万平

方米
１００ 采取加强运输管理、增加道路清洗量、改造

低质路面、加强绿化整治等措施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H(I,-./
!"#D4Y56Z[\<（]C）=>?

浙政办发〔２０１４〕３５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试行）》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执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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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试行）

１　 总则

１． １　 编制目的
１． ２　 编制依据
１． ３　 适用范围

１． ４　 预案体系
１． ５　 工作原则

２　 应急组织体系及职责

２． １　 省大气重污染应急组织机构
２． ２　 市、县（市、区）大气重污染应急组织机构
２． ３　 专家咨询机构

３　 监测与预警
３． １　 监测与预报
３． ２　 预警分级

３． ３　 预警启动
３． ４　 预警发布
３． ５　 预警变更和解除

４　 应急响应

４． １　 响应原则
４． ２　 省级应急响应
４． ３　 市、县（市、区）应急响应

４． ４　 信息公开
４． ５　 区域联防联动
４． ６　 响应终止

５　 总结评估
６　 应急保障

６． １　 人力资源保障

６． ２　 资金保障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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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３　 监测与预警能力保障

６． ４　 通信与信息保障

７　 附则

７． １　 以上、之间、大于的含义

７． ２　 督查考核与责任追究

７． ３　 预案管理与更新

７． ４　 预案制订与实施

１　 总则

１． １　 编制目的

有效应对大气重污染，建立健全大气重污染应急处置机制，提高大气重污染预防预

警和应急响应能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有效维护社会稳定。

１． ２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国家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浙江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技术规定（试行）》（ＨＪ６３３—２０１２）、《环境

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ＨＪ６６３—２０１３）和《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标准。

１． ３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浙江省范围大气重污染的预警和应急处置工作。

本预案所指的大气重污染，是指根据环境保护部《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技术规

定（试行）》（ＨＪ６３３—２０１２），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大于 ２００，即空气环境质量达到 ５

级（重度污染）及以上程度的大气污染。

１． ４　 预案体系

建立全省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体系，各市、县（市、区）政府，根据本级突发公共事

件总体应急预案，参照本预案，结合本地区实际，制订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连同政府相

关部门制订的具体应急行动方案一并报上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省级相关部门根据职责，结合本预案制订具体应急行动方案，落实本领域污染减排

措施。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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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工业企业和单位根据本地区政府的要求，编制相应的应急预案，

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

１． ５　 工作原则

（１）以人为本，减少危害。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首要目

标，着力强化大气重污染应急响应措施，加强公众自我防范和保护，努力减少大气重污

染造成的危害。

（２）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应对大气重污染的主导作用，及时发

布预警信息，启动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污染排放。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

与大气重污染应对工作，倡导公众减少能源消耗，绿色、低碳出行，共同承担防治空气污

染的社会责任。

（３）属地管理，应急联动。大气重污染应对是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市、县（市、区）政府是应对大气重污染的责任主体，政府主要领导是应对大气重污染的

第一责任人。充分发挥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的作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建立健全应

急联动机制，形成应对大气重污染的合力。

（４）加强监测，信息公开。健全和完善空气质量监测体系，强化实时监测，加强重

要监测设施建设和数据质量管理，确保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准确可靠。加强信息公开，通

过政府门户网站和各类媒体，及时准确发布空气环境监测相关信息，拓宽预警信息发布

渠道，确保公众的环境知情权。

（５）分级预警，按级管控。以城市为主要预警单元，按照空气污染程度和持续时间等，

建立分级预警制度；相关部门加强分析研判，实行定期会商，实施有效预警。根据不同预警

等级，采取程度不同的应急响应和污染管控措施，有效降低污染指数，减少污染程度。

２　 应急组织体系及职责

２． １　 省大气重污染应急组织机构

省政府负责全省大气重污染环境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工作的组织领导，并根据实

际工作需要，成立省大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省指挥部），统一领导、组织协调

和指导全省大气重污染的应对工作。

２． １． １　 省指挥部组成

省指挥部总指挥由省政府分管副省长担任（必要时由省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总指

挥），副总指挥由省政府分管副秘书长或省政府办公厅分管副主任、省环保厅厅长、省

气象局局长担任。成员由省环保厅、省气象局、省委宣传部、省经信委、省教育厅、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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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厅、省卫生计生委、省通信管理局等单位负责人

组成。根据应对工作的需要，必要时增加有关省级单位和部门负责人为省指挥部成员。

２． １． ２　 省指挥部主要职责

（１）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大气重污染防治和应对工作的决策部署；

（２）组织编制、修订省级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研究制订全省大气重污染防治、监

测预警和应急响应的政策措施；

（３）组织实施全省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指导各地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的编制和

省级有关部门应急行动方案的制订；

（４）指挥、协调跨区域大气重污染的应急响应工作，督促检查省级有关部门和市、

县（市、区）政府大气重污染应急措施的落实情况；

（５）组织开展大气重污染应急专家组、应急队伍的建设管理以及应急物资的储备

保障等工作。

２． １． ３　 省指挥部应急预警办公室

省指挥部在省环保厅下设应急预警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大气重污染应急办），为省指挥

部办事机构，承担省指挥部日常事务工作，负责大气重污染环境监测预警和应急协调工作，

省大气重污染应急办主任由省环保厅厅长担任。省大气重污染应急办主要职责为：

（１）贯彻落实省指挥部有关大气重污染防治、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的决策部署；

（２）承担省指挥部的应急值守工作；

（３）根据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召开形势分析会议，提出预警建议

和应急措施；

（４）根据省指挥部授权，发布省级大气重污染预警信息；

（５）配合其他部门承担大气重污染应急新闻发布工作；

（６）根据省指挥部指示，组织省级有关部门开展对各部门、各地大气重污染应对工

作督查检查和考核；

（７）承办各地在大气重污染应对工作中需要省指挥部协调、支援的具体事项；

（８）组织开展大气重污染应急演练；

（９）组织开展应对大气重污染的宣传教育与培训；

（１０）负责联系省大气重污染应急专家组；

（１１）负责建立省级大气重污染应对工作联络网络；

（１２）完成省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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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４　 省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职责

（１）省环保厅：承担省大气重污染应急办职能；牵头编制修订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

和监测预警应急行动方案；会同气象部门加强空气质量监测；配合有关部门制订工业企

业产能限制应急行动方案。

（２）省气象局：负责全省大气环境气象条件监测、预报工作；会同省环保厅开展大

气重污染天气过程预报分析会商，及时发布监测预报预警信息；根据天气条件组织实施

气象干预行动（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３）省委宣传部：加强对本预案的宣传，协调做好预警信息发布，组织指导新闻报

道工作。

（４）省经信委：会同省环保厅制订工业企业产能限制应急行动方案；指导督查各地

执行大气污染企业限产应急措施；指导协调省内电力运行调度，增加采购省外电力；及

时汇总报告相关工作信息。

（５）省教育厅：负责制订中小学和幼儿园应急行动方案；指导督查各地执行应急措

施；及时汇总报告相关工作信息。

（６）省公安厅：负责制订机动车限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应急行动方案；指导督查

各地机动车限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管控措施；配合环保部门加强对机动车污染物排放

的监督抽测；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对渣土车、砂石车等车辆违反规定上路行驶的检查执法

力度；及时汇总报告相关工作信息。

（７）省建设厅：负责制订建筑工地及城市道路扬尘控制应急行动方案；指导督查各

地执行扬尘防控措施；指导各地建立停工工地名单管理制度并及时更新；及时汇总报告

相关工作信息。

（８）省交通运输厅：负责制订公共交通应急行动方案；指导督查各地实施公共交通

运力保障措施；及时汇总报告相关工作信息。

（９）省农业厅：负责指导督查各地实施控制秸秆焚烧措施；及时汇总报告相关工作

信息。

（１０）省卫生计生委：组织协调医疗机构和指导督查各地做好大气重污染致病群众

的医疗救治工作；加强对特殊人群的健康防范指导，组织开展防病科普知识宣传工作；

及时汇总报告相关工作信息。

（１１）省通信管理局：指导督查和协调各电信运营企业做好应急指挥通信网络畅

通；及时汇总报告相关工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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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预案未规定职责的其他有关单位和部门必须服从省指挥部的指挥，根据应急处

置工作需要，开展相应应对工作。

２． ２　 市、县（市、区）大气重污染应急组织机构

各市、县（市、区）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大气重污染应对的组织领导和应急处置工

作，成立大气重污染应急组织机构，并结合本地区实际制订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及相关

部门应急行动方案，落实和实施本预案规定的应急响应各项措施。

２． ３　 专家咨询机构

各级大气重污染应急组织机构根据需要设立专家组，为大气重污染应对工作提供

政策、技术咨询与建议。省大气重污染应急专家咨询组由省指挥部组建，由省大气重污

染应急办负责联系。

３　 监测与预警

３． １　 监测与预报

依据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２０１２）开展空气质量监测和评价，根据

地理、气象条件和污染排放分布状况，每日对空气质量进行预报。

３． ２　 预警分级

根据环境保护部《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技术规定（试行）》（ＨＪ６３３—２０１２），并

结合我省实际，按照环境质量预测结果、空气污染程度、大气重污染持续时间和影响范

围，将大气重污染预警级别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蓝色标

示。设区市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采用该市国控评价点位监测结果算术平均值统计

计算，县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采用辖区内省控评价点位监测结果算术平均

值统计计算。

（１）四级预警（蓝色预警）

经监测预测，城市未来 １ 天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在 ２０１—３００ 之间。

（２）三级预警（黄色预警）

经监测预测，城市未来 １ 天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在 ３０１—４００ 之间。

（３）二级预警（橙色预警）

经监测预测，城市未来 １ 天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在 ４０１—４５０ 之间。

（４）一级预警（红色预警）

经监测预测，城市未来 １ 天空气质量指数（ＡＱＩ）大于 ４５０。

３． ３　 预警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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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１　 省级预警启动

经监测预测，省内三个以上相邻的设区市城市范围内出现或将出现符合分级预警

条件的大气重污染，启动省级相应级别预警。

省环保厅和省气象局根据大气重污染监测预警应急行动方案，开展省内重点城市

和重点区域大气重污染的趋势分析和评估，趋势分析和评估的重要信息由省大气重污

染应急办及时上报省指挥部，并提出发布预警信息的建议，同时通报可能出现重度以上

大气污染的城市政府，由当地政府采取相关预警和应急措施。

省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落实应急值守制度，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应急人员、车辆、设

备、物资的调度准备。

３． ３． ２　 市、县（市、区）预警启动

经监测预测，城市范围内出现或将出现符合分级预警条件的大气重污染，各市、县

（市、区）启动相应级别预警。

３． ４　 预警发布

环保部门会同气象部门综合运用环境监测和气象观测资料，分析预测大气质量。

如预测可能持续出现重度污染以上天气，各级大气重污染应急组织机构的办事机构或

环保部门及时向本级大气重污染应急组织机构提出发布预警信息建议。

（１）省级预警发布

省级预警由省指挥部发布，具体由省大气重污染应急办落实。

四级预警（蓝色预警）、三级预警（黄色预警）、二级预警（橙色预警）由省指挥部副

总指挥、省大气重污染应急办主任签发；一级预警（红色预警）由省大气重污染应急办

报请省指挥部总指挥签发。

省大气重污染应急办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发布预警信息：

一是通过已建立的省级大气重污染应对工作联络网络，以文件传真的方式向省指

挥部成员单位和相关设区市人民政府发布预警信息。

二是通过省环保厅门户网站（ｗｗｗ． ｚｊｅｐｂ． ｇｏｖ． ｃｎ）、官方微博（＠浙江环保）、官方

ＡＰＰ发布预警信息。

三是通过气象信息发布渠道、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发布预警信息。

四是由省大气重污染应急办提供应急预警的新闻通稿，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媒

体发布预警信息。

五是由省通信管理局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协调各电信运营企业发送大气重污染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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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

预警信息发布内容包括：区域和城市未来 １ 天大气重污染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

污染等级和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

（２）市、县（市、区）预警发布

各市、县（市、区）大气重污染应急组织机构负责或授权其办事机构发布本地区大

气重污染预警信息。

３． ５　 预警变更和解除

在预警有效期内，省大气重污染应急办组织环保部门和气象部门加强跟踪分析，如

有分析结论证明可以提前提升、降低预警级别或解除预警的，立即向省指挥部报告并提

出预警变更或解除的建议。

预警变更和解除程序与发布程序一致。

４　 应急响应

４． １　 响应原则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大气重污染区域范围内的政府按照有关规定全面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的应急响应工作。必要时，省政府给予指导、协调和支援。

４． ２　 省级应急响应

４． ２． １　 省级响应启动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经省指挥部批准，启动本预案。

（１）发布省级预警；

（２）出现超出大气重污染区域范围内的设区市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事件；

（３）出现需要由省政府协调、指导处置的大气重污染事件。

预案启动后，省指挥部立即通知各成员单位。

４． ２． ２　 省级响应措施

省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在接到省级预警，启动本预案应急响应通知后 ２ 个小时，按照

各自职责和具体应急行动方案，迅速开展应急响应。省指挥部及成员单位视情采取以

下一项或几项措施：

（１）召开省指挥部会议，研究部署大气重污染防控和应急响应措施；

（２）通知大气重污染区域范围内的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实施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

（３）省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迅速组织大气重污染区域范围内的各设区市相关部门落

实各项应急措施并对执行情况开展督促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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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省指挥部派出现场工作组和技术力量，赴大气重污染区域指导应急处置工作，

督促检查污染减排措施的落实情况；

（５）协调大气重污染区域周边地区实施相关应急处置措施，并做好监督检查。必

要时，与相邻省（市）进行协调、沟通，采取相关应急处置措施；

（６）及时评估污染减排措施的效果，并根据监测情况及时调整应急处置措施。

４． ３　 市、县（市、区）应急响应

４． ３． １　 响应分级

发布蓝色预警，启动 ＩＶ级应急响应。

发布黄色预警，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发布橙色预警，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发布红色预警，启动Ⅰ级应急响应。

４． ３． ２　 响应措施

采取大气重污染应急响应措施，旨在进一步减少污染排放，减缓污染程度，保护公

众健康。本预案确定市、县（市、区）政府在健康防护措施、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和强制

性污染减排措施三个方面应对大气重污染的原则要求，各地根据本地区实际，制订可

行、有效的应急响应具体措施。条件成熟时，可制订更为严格、具体的强制性污染物减

排措施，并抓好落实。

４． ３． ２． １　 ＩＶ级响应

（１）健康防护措施。提醒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易感人群减

少户外活动。

（２）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倡导公众及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单位自觉采取措施，减

少污染排放，具体措施包括：

ａ．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机动车上路行驶；

ｂ．增加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工扬尘管理；

ｃ．排污单位采取措施，控制污染工序生产，减少污染物排放。

４． ３． ２． ２　 Ⅲ级响应

（１）健康防护措施。提醒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易感人群尽

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运动；中小学、幼儿园减少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等户外运动；一

般人群减少户外运动和室外作业时间。

（２）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倡导公众及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单位自觉采取措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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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污染排放，具体措施包括：

ａ．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机动车上路行驶；

ｂ．增加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工扬尘管理；

ｃ．排污单位采取措施，控制污染工序生产，减少污染物排放；

ｄ．机动车停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

４． ３． ２． ３　 Ⅱ级响应

（１）健康防护措施。提醒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易感人群应

当留在室内，避免户外运动；中小学、幼儿园停止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等户外运动，必

要时可停课；一般人群应避免户外活动；户外活动可适当采取佩戴口罩等防护措施。

（２）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倡导公众及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单位自觉采取措施，减

少污染排放，具体措施包括：

ａ．尽量减少能源消耗，夏季空调温度较平日调高 ２—４ 摄氏度，冬季较平日调低

２—４ 摄氏度；

ｂ．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机动车上路行驶；

ｃ．机动车停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

ｄ．增加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工扬尘管理；

ｅ．排污单位进一步采取措施，控制污染工序生产，减少污染物排放；

ｆ．公共交通运营部门加大公交运力保障；

ｇ．增加道路机械清扫保洁频次，减少交通扬尘污染。

（３）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在空气达到严重污染

的区域，采取以下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ａ．加大对燃煤锅炉、机动车排放、工业企业等重点大气污染源的执法检查频次，确

保其污染防治设施高效运转；

ｂ．土石方施工工地减少土方开挖规模；

ｃ．停止建筑拆除工程；

ｄ．禁止烟花爆竹燃放、露天烧烤，严禁垃圾、秸秆焚烧；

ｅ．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行业的重点排污单位采取削减上网负荷、生

产用电量等措施减少污染排放 １５％；

ｆ．加强交通管制，减少机动车污染排放。

４． ３． ２． ４　 Ⅰ级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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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健康防护措施。提醒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易感人群应

当留在室内，避免户外运动；中小学、幼儿园停课，企事业单位根据情况可实行弹性工作

制；建议停止大型露天活动；一般人群应避免户外活动；户外活动应当采取佩戴口罩等

防护措施。

（２）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倡导公众及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单位自觉采取措施，减

少污染排放，具体措施包括：

ａ．尽量减少能源消耗，夏季空调温度较平日调高 ２—４ 摄氏度，冬季较平日调低

２—４ 摄氏度；

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机动车上路行驶；

ｃ．机动车停车时及时熄火，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

ｄ．增加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工扬尘管理；

ｅ．排污单位进一步采取措施，控制污染工序生产，减少污染物排放；

ｆ．减少涂料、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及产品的使用；

ｇ．交通运输部门进一步加大公交运力保障；

ｈ．在气候条件允许的条件下，采用人工影响局部天气措施，改善大气环境；

ｉ．进一步增加道路机械清扫保洁频次，减少交通扬尘污染。

（３）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在空气达到严重污染

的区域，采取以下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ａ．进一步加大对燃煤锅炉、机动车排放、工业企业等重点大气污染源的执法检查频

次，确保其污染防治设施高效运转；

ｂ．施工工地停止土石方作业和建筑拆除施工，停止施工渣土车、砂石车等易扬尘车

辆运输；

ｃ．禁止烟花爆竹燃放、露天烧烤，严禁垃圾、秸秆焚烧；

ｄ．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行业的重点排污单位采取削减上网负荷、生

产用电量等措施减少污染排放 ３０％；

ｅ．加强交通管制，实施机动车限行，采取控制机动车行驶时间、区域和数量等措施，

进一步减少机动车污染排放（公交车、大型客车、出租车、特种车、校车、运输农副产品

车等除外）。

４． ３． ３　 响应级别调整

应急响应期间，根据实时监测的 ＡＱＩ指数值的变化，并考虑气象条件趋势分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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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提升或降低应急响应的级别，提高应急处置的针对性。

４． ４　 信息公开

通过授权发布、发新闻稿、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和专业网站、官方微博等

多种方式、途径，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地向社会发布大气重污染和应急响应工作信息，

回应社会关注。

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大气重污染首要污染物、污染范围、可能持续的时间、潜

在的危害程度、已采取的措施、可能受影响的区域及需采取的措施建议。

４． ５　 区域联防联动

建立行政区域间大气重污染联防联动机制，共同做好大气重污染应对工作。依托

长三角环境保护联防联控机制，在长三角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的统一协调下，加

强与周边省（市）应对大气重污染的区域协作。省大气重污染应急办密切与周边省

（市）的信息交流和应急协调，提高大气重污染预测及趋势研判的及时性、准确度；当城

市大气污染受外来影响明显时，及时向相关省（市）提出污染减排的支持意见和建议，

区域协作共同减缓大气重污染的影响。

４． ６　 响应终止

经监测预测，空气质量指数将降至或降至预警条件以下时，经专家咨询组分析评

估，由各级大气重污染应急组织机构的办事机构或环保部门提出解除应急响应建议，报

大气重污染应急组织机构批准后，终止应急响应，并通知各成员单位。

５　 总结评估

省级应急响应终止后 １ 个工作日内，省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将应急措施落实情况

以书面形式报省大气重污染应急办。省大气重污染应急办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会同

有关大气重污染区域范围内的政府对大气重污染应急处置工作进行总结评估，提出改

进应对工作的意见建议，评估报告上报省指挥部。

６　 应急保障

６． １　 人力资源保障

加强大气重污染应急队伍的建设，提高应对能力，保证在大气重污染情况下，能迅

速参与并完成各项应急响应工作。

各级环保部门和气象部门要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的日常培训，培养一批训练有素的

应急监测和综合分析人才。

６． ２　 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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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财政部门统筹安排专项资金，落实大气重污染预警系统建设、运行和应急处置

工作经费，为做好大气重污染应对工作提供财力保障。

６． ３　 监测与预警能力保障

各级环保部门与气象部门要加强合作，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系，做好重污染天气

过程的趋势分析，完善会商研判机制，提高监测预警的准确度，及时发布监测预警信息。

宣传部门加强协调，督促各类媒体及时、准确发布大气重污染预警信息。

６． ４　 通信与信息保障

通信管理部门负责建立大气重污染应对工作通信保障体系，督促基础电信运营企

业发布大气重污染预警手机信息。

建立各级大气重污染应对工作联络网络，明确各相关人员通信联系方式和方法，并

提供备用方案，确保应急响应指令畅通。

７　 附则

７． １　 以上、之间、大于的含义

本预案所称“以上”“之间”均含本数，“大于”不含本数。

７． ２　 督查考核与责任追究

省指挥部组织监察、环保等相关部门对全省大气重污染应对工作的监督检查，对有

关成员单位应急行动方案和各地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制订和应急体系建设等情况进行

检查；大气重污染预警启动时，派出执行监督组对有关部门、各地应急措施的组织落实

情况进行抽查。监督检查结果纳入对有关部门、各地的考核。建立大气重污染应对工

作通报、约谈等制度，对未按照有关规定落实各项应急措施的相关部门和政府进行通

报、约谈。对因工作不力、行政效率低下、履职缺位等导致未有效落实应急措施的，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７． ３　 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由省大气重污染应急办负责管理。预案实施后，省大气重污染应急办组织有关

部门适时开展预案的宣传、培训和演练，并根据应对工作实际情况，适时组织评估和修订。

７． ４　 预案制订与实施

本预案由省环保厅会同省级相关部门制订，报省政府批准后，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１．应急预案体系框架图

２．浙江省大气重污染应急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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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应急预案体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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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浙江省大气重污染应急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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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政办发〔２０１４〕８９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点工作部门分工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６ 日

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重点工作部门分工方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点工作部门分工方案的通

知》（国办函〔２０１３〕１１８ 号）和《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浙政发〔２０１３〕５９ 号），

现制定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点工作部门分工方案如下：

一、加快调整能源结构（省发改委总牵头）

（一）制订实施全省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案。

１ 制订煤炭消费总量中长期控制目标，制订实施燃煤消费总量控制方案，实现煤

炭消费总量负增长。（省经信委、省发改委（省能源局）。列第一位者为牵头部门，下

同）

２ 新建项目禁止配套建设自备燃煤电站。除集中供热的热电联产和整体煤气化

联合循环发电系统（ＩＧＣＣ）外，禁止审批国家禁止的新建燃煤发电项目；现有多台燃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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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组装机容量合计达到 ３０ 万千瓦以上的，可按照煤炭等量替代的原则建设为大容量燃

煤机组。（省经信委、省发改委（省能源局））

３ 实施低硫、低灰分配煤工程，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省经信委、省发改委（省能

源局）、省环保厅）

（二）制订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建设方案。

组织开展“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创建，淘汰禁燃区内燃烧使用高污染燃料的各类设

施。（省发改委（省能源局）、省经信委、省环保厅、省建设厅、省质监局）

（三）制订实施全省集中供热和煤改气淘汰小锅炉实施方案。

加快推进工业园区集中供热、“煤改气”“煤改电”工程建设。制订工业园区（产业

集聚区）集中供热建设方案，推行大电厂集中供热模式，建设和完善热网工程，淘汰分

散燃煤锅炉。（省发改委（省能源局）、省经信委、省环保厅、省建设厅、省质监局）

（四）制订清洁能源发展计划。

１ 制订天然气开发利用方案，加快推进天然气管网设施、汽车加气站建设。推广

使用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省发改委（省能源局）、省经信委、省建设厅、省能源集团）

２ 积极有序发展水电，开发利用地热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安全高效发展核

电。（省发改委（省能源局）、省经信委、省国土资源厅、省环保厅、省电力公司）

（五）提高外购电比例。

加大省外电源合作开发力度，建立稳定的外来电基地，提高长期外购电比例。（省

发改委（省能源局）、省经信委、省能源集团、省电力公司）

（六）严格节能措施。

１ 严格落实节能评估审查制度，新建高耗能项目单位产品（产值）能耗要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用能设备达到国家一级能效标准。（省经信委）

２ 积极发展绿色建筑，新建建筑要严格执行强制性节能标准，推广使用太阳能热

水系统、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光伏建筑一体化、“热—电—冷”三联供等技术和装备。

（省建设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电力公司）

二、防治机动车污染（省环保厅总牵头）

（一）强化机动车排气监管。

１ 建立机动车排污监管平台。全面建成机动车环保检测和监管体系，实施机动车

环保标志管理。（省环保厅、省公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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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严格新车和转入车辆环保准入，强化车辆登记、检测、维修、报废全过程管理。

（省公安厅、省环保厅、省交通运输厅）

３ 鼓励出租车每年更换高效尾气净化装置，加快推进公交车、出租车更新换代，加

快柴油车车用尿素供应体系建设。（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省环保厅）

４ 提高低速汽车（三轮汽车、低速货车）节能环保要求，抓好低速汽车的生产监管，

促进相关产业和产品技术升级换代。（省经信委、省环保厅）

５ 禁止低速汽车在城市中心区域行驶。（省公安厅、省环保厅）

（二）实施黄标车区域限行，加速黄标车淘汰。

１ 全面实行黄标车区域限行。（省公安厅、省环保厅）

２ 指导各地出台鼓励黄标车淘汰政策，全省全面淘汰黄标车。（省环保厅、省公安

厅、省财政厅、省交通运输厅）

（三）制订全省油品提升保供方案。

１ 督促石油炼制企业升级改造。（省发改委（省能源局）、省经信委、省环保厅、省

质监局）

２ 按计划组织供应国Ⅳ、Ⅴ标准的车用汽、柴油。（省商务厅、省环保厅、省工商

局、省质监局）

３ 加强油品质量监督检查，严厉打击非法生产、销售不合格油品行为。（省质监

局、省商务厅、省工商局）

（四）制订公共交通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计划。

１ 公交、环卫等行业和政府机关率先使用新能源汽车，采取直接上牌、财政补贴等

措施鼓励个人购买。（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科技厅、省公安厅）

２ 全省每年新增或更新的公共汽车中清洁能源汽车的比例达到 ３０％以上，其中杭

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台州等国家和省确定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

达到 ５０％以上。加快推进在用营运公交车淘汰更新或清洁能源改造。（省交通运输

厅、省发改委、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建设厅）

３ 开展工程机械等非道路移动机械和船舶的污染控制。（省环保厅、省交通运输

厅、省质监局）

（五）实施道路畅通工程。

１ 推广智能交通管理。加快推广使用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ＥＴＣ）。实施公交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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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战略，提高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开展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编制，加强步行、

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实施交通治堵工程，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促进道路畅通。交通

拥堵严重的城市，可实施机动车限行。（省交通运输厅（省治堵办）、省公安厅、省建设

厅）

２ 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完善城市交通组织。（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

三、治理工业污染（省环保厅总牵头）

（一）制订脱硫脱硝实施方案。

全省基本完成热电企业脱硫工程建设，镇海炼化催化裂化装置完成脱硫设施建设

并投运。所有钢铁企业的烧结机和球团生产设备、石油炼制企业的催化裂化装置、有色

金属冶炼企业都要安装脱硫设施，全省所有燃煤锅炉和工业窑炉完成脱硫设施建设或

改造；所有火电和水泥行业完成烟气脱硝治理，达到国家规定的浓度限值。所有新建、

在建火电机组必须采用烟气清洁排放技术，现有 ６０ 万千瓦以上火电机组基本完成烟气

清洁排放技术改造，达到燃气轮机组排放标准要求。（省环保厅、省发改委（省能源

局）、省经信委、省能源集团）

（二）治理工业烟粉尘。

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六大行业以及燃煤锅炉项目，分别按照国家的

相关规定执行新的排放标准，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等环杭州湾地区执行大气污

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完成火电（６５ 蒸吨 ／小时以上锅炉）提标改造并严于国家标准要

求，基本完成全省所有燃煤锅炉和工业炉窑除尘设施建设或改造。（省环保厅、省发改

委（省能源局）、经信委、省质监局、省能源集团）

（三）制订全省挥发性有机废气治理方案。

１ 加快实施《浙江省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整治方案》。（省环保厅、省经信委、省工商

局、省质监局）

２ 开展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的油气回收治理，在原油成品油码头开展油气回收

治理，加强油气回收监管。（省环保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

３ 开展对印染、炼化化工、涂装、合成革、橡胶塑料制品、印刷包装、木业、制鞋、化

纤、生活服务等 １０ 个主要行业的 ＶＯＣｓ整治，石化行业推行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改造。

基本建成 ＶＯＣｓ污染防控体系。（省环保厅、省经信委、省工商局、省质监局）

四、调整产业布局与结构（省经信委总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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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格产业准入。

１ 提高节能环保准入门槛，健全重点行业准入条件，公布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名

单并实施动态管理。（省经信委、省发改委、省环保厅）

２ 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是否符合总量控制，作为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前置条件。（省环保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委）

３ 全省禁止新建 ２０ 蒸吨 ／小时以下的高污染燃料锅炉，禁止新建直接燃用非压缩

成型生物质燃料锅炉。原则上城市建成区不新建以生物质为燃料的锅炉，城市建成区

以外，鼓励以压缩成型生物质为燃料的锅炉项目建设。（省经信委、省发改委、省环保

厅）

４ 坚决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目扩张，产能过剩行业新、改、扩建项目要实行产

能减量置换。（省经信委、省发改委、省环保厅）

５ 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合理确定重点产业发展布局、结构和规模，重大项目

原则上布局在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所有新、改、扩建项目必须全部进行环境影响

评价。加强产业政策在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引导与约束作用，严格限制在生态脆弱或环

境敏感地区建设“两高”行业项目。加强对各类产业发展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省发

改委、省经信委、省国土资源厅、省环保厅、省建设厅）

（二）产业布局调整。

１ 对城市建成区内钢铁、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冶炼、水泥、平板玻璃等重污染企业

实施搬迁改造，推动工业项目向园区集中，全面完成大气重污染企业关停或搬迁工作。

（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国土资源厅、省环保厅、省建设厅、省工商局）

２ 对布局分散、装备水平低、环保设施差的小型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排查，制订综合

整改方案，实施分类治理。（省环保厅、省经信委）

３ 建立以节能环保标准促进“两高”行业过剩产能退出的机制。制订财政、土地、

金融等扶持政策，支持产能过剩“两高”行业企业退出、转型发展。通过跨地区、跨所有

制企业兼并重组，推动过剩产能压缩。严禁核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

（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省环保厅、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

监局）

（三）制订实施全省落后产能淘汰规划。

１ 认真清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在建项目。（省发改委、省经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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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按照《浙江省淘汰落后产能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全面完成落后产能淘汰任

务，淘汰产能目录向社会公布。（省经信委、省发改委）

（四）制订全省清洁生产计划。

１ 对全省钢铁、水泥、化工、石化、有色金属冶炼等重点行业进行清洁生产审核，针

对节能减排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采用先进适用的技术、工艺和装备，实施清洁生产技

术改造。（省经信委、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环保厅）

２ 推进非有机溶剂型涂料和农药等产品创新，减少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开发缓释肥料新品种，减少化肥施用过程中氨的排放。（省科技厅、省经信

委、省农业厅）

（五）制订全省园区循环化改造计划。

鼓励产业集聚发展，实施园区循环化改造，构建循环型工业体系。（省发改委、省

经信委、省环保厅、省商务厅）

五、整治城市扬尘和烟尘（省建设厅总牵头）

（一）城市工地及道路扬尘控制。

１ 加强施工扬尘监管，积极推进绿色施工，实施施工工地封闭管理，做到施工现场

围挡、工地砂土覆盖、工地路面硬化、拆除工程洒水、出工地运输车辆冲净且密闭、外脚

手架密目式安全网安装 １００％落实，建立对违法违规企业的长效制约机制。（省建设

厅、省环保厅）

２ 暂不开发的场地 １００％绿化。（省林业厅、省国土资源厅、省建设厅）

３ 施工工地渣土运输车应采取密闭措施，逐步推行卫星定位系统。（省建设厅、省

交通运输厅）

４ 强化道路扬尘治理，探索建立城乡一体的道路路面保洁机制，着力提高城镇道

路机械化清扫率。（省建设厅、省公安厅、省国土资源厅）

（二）控制餐饮油烟。

１ 禁止在未经规划作为饮食服务用房的居民楼或商住楼新建从事产生油烟的餐

饮经营活动。所有产生油烟的餐饮企业、单位须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并建立定期清洗的

制度，确保净化装置高效稳定运行。（省环保厅、省建设厅、省工商局、省食品药品监管

局）

２ 推广使用高效净化型家用吸油烟机。（省经信委、省商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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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烟尘控制区。

１ 禁止露天焚烧生活垃圾、工业边角料。严格控制露天烧烤。（省建设厅、省公安

厅、省环保厅）

２ 对有烟粉尘排放的港口、物流露天堆场等实施封闭管理，确实无法封闭的，应建

设防风抑尘设施。（省交通运输厅、省环保厅）

３ 煤堆场等实施封闭管理或建设防风抑尘设施。（省经信委、省环保厅、省建设

厅）

４ 加大烟花爆竹禁燃力度，严禁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外燃放烟花爆竹。（省公安

厅、省建设厅）

（四）控制干洗行业废气污染。

干洗企业严格执行国家《洗染业管理办法》，新开洗染店或新购洗染设备的，必须

为全封闭式干洗机并增加压缩机制冷回收系统；在用干洗设施要进行治理，强制回收干

洗溶剂。完成干洗行业废气污染治理。（省环保厅、省建设厅、省工商局）

（五）控制装修废气污染。

推广使用水性涂料，鼓励生产销售和使用低毒、低挥发性溶剂。民用建筑内外墙体

强制使用水性涂料，家庭装修倡导使用水性涂料。（省建设厅、省经信委、省环保厅、省

商务厅、省质监局）

六、控制农村废气污染（省农业厅总牵头）

（一）制订秸秆及农作物废弃物综合利用实施方案。

１ 加快推进秸秆及农作物废弃物综合利用，实现秸秆资源化、商品化。基本实现

秸秆还田和多元化利用。（省农业厅、省发改委、省环保厅）

２ 建立健全禁止露天焚烧秸秆的长效监管机制，充分利用卫星遥感加强秸秆焚烧

监控，严防随意露天焚烧秸秆。（省环保厅、省农业厅）

（二）控制农业氨污染。

积极推行测土配方施肥和减量增效技术，大力推广使用有机肥，引导农民科学施

肥，着力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农田化肥使用量和氨挥发量。（省农业厅、省发改委）

（三）实施采矿粉尘治理和废弃矿山治理。

制订实施《矿山粉尘管理规范》和《全省矿山粉尘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所有

采石场要落实扬尘、粉尘控制措施，对已关闭废弃矿山开展危岩治理，并进行土地复垦

—１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７、１８ 期



和植被恢复。（省国土资源厅、省环保厅、省林业厅）

（四）实施绿化造林工程。

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深入实施“１８１８”平原绿化行动，加强生态公益林、防护林建

设，增强森林生态功能。（省林业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

七、强化保障措施（省环保厅总牵头）

（一）明确政府责任。

１ 省政府与各市政府签订目标责任书，将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各地政府。（省环

保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建设厅、省农业厅）

２ 各市、县（市、区）政府制订本地区的实施细则，并逐年制订实施大气污染防治年

度计划。（省环保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建设厅、省农业厅）

３ 各级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行动牵头单位要各负其责，制订实施各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和年度计划。（省环保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建设厅、省农业厅）

（二）严格督查考核。

１ 严格实施《环境空气质量管理考核办法》，考核结果作为当地政府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实绩分析评价的重要内容，并与建设项目审批以及财政资金奖惩结合，考核结果

要公开发布，接受公众监督。（省环保厅、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

２ 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对推进工作不力、没有完成阶

段性任务的有关政府和部门负责人实行约谈。（省环保厅、省委组织部、省监察厅）

３ 落实执法责任，对监督缺位、执法不力、徇私枉法等行为，依法追究有关部门和

人员的责任。（省监察厅、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环保厅）

４ 每月公布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主动公开新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企业污染

物排放、治污设施运行情况等环境信息，接受社会监督。涉及群众利益的建设项目，应

充分听取公众意见。建立重污染行业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制度。（省环保厅）

５ 制订考核办法，进行年度考核、中期评估和终期考核。（省环保厅、省发改委（省

能源局）、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省建设厅、省农业厅）

６ 对因工作不力、履职缺位等导致未能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的，以及干预、伪造监

测数据和没有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要依法依纪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对有关地

区和企业实施建设项目环评限批，取消国家授予的环境保护荣誉称号。（省监察厅、省

环保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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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健全信息报送制度。各专项行动牵头部门做好专项工作进展情况总结，每季度

向省环保厅报送工作进展情况，每年报送年度工作总结。（省环保厅、省发改委（省能

源局）、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省建设厅、省农业厅）

（三）完善政策制度。

１ 加快修订《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制订《浙江省重点工业行业挥发性有机

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地方排放标准。（省环保厅、省质监局、省法制办）

２ 研究制订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行业准入条件和产业准入目录。（省经信委、

省发改委、省环保厅）

３ 制订实施餐饮油烟管理规范。（省环保厅、省建设厅、省工商局、省食品药品监

管局）

４ 制订实施建筑工地及城市道路扬尘管理规范。（省建设厅、省环保厅、省交通运

输厅）

５ 制订实施矿山粉尘管理规范。（省国土资源厅、省环保厅）

６ 落实重点行业排放标准以及汽车燃料消耗量标准、油品标准、供热计量标准等，

完善行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和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省环保厅、省发改委（省能源

局）、省经信委、省建设厅、省质监局）

７ 完善环境监管体制，加强对地方政府执行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监督。（省编

委办、省环保厅）

８ 加大环境监测、监管、信息、应急、监察等能力建设力度，达到标准化建设要求。

建设全省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加强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体系建设，推进环境卫星应用。

（省环保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

９ 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省环保厅要加强指导、协调和监督，有关部门要制订

有利于大气污染防治的相关政策，依法做好各自领域的相关工作。（省环保厅会同有

关部门）

（四）强化激励机制。

１ 创新有利于大气污染防治的财政、信贷、用地等政策措施，各级财政要加大投

入，对脱硫脱硝工程、燃煤锅炉淘汰、煤改气、黄标车淘汰、机动车油改气、“两高”行业

企业退出等给予引导性资金支持。（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国土

资源厅、省环保厅、省商务厅、浙江银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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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烟粉尘减排电价，完善天然气价格政策。（省物价

局、省发改委（省能源局）、省环保厅、省电力公司）

３ 加强对火电厂用煤总量、煤质的监管。（省经信委、省发改委（省能源局））

４ 通过政策补偿和实施峰谷电价、季节性电价、阶梯电价、调峰电价等措施，逐步

推行以天然气或电替代煤炭。（省物价局、省发改委（省能源局）、省环保厅、省电力公

司）

５ 全面落实“合同能源管理”的财税优惠政策，完善促进环境服务业发展的扶持政

策，推行污染治理设施投资、建设、运行一体化特许经营。完善绿色信贷和绿色证券政

策，将企业环境信息纳入征信系统。严格限制环境违法企业贷款和上市融资。（省发

改委、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省环保厅、省建设厅、省地税局、省国税局、人行杭州中心支

行、浙江银监局、浙江证监局）

６ 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省财政厅、省环保厅）

７ 推进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的比价关系。（省物

价局、省发改委（省能源局））

８ 合理确定成品油价格，完善成品油价格改革补贴政策。（省物价局、省发改委

（省能源局）、省财政厅）

９ 加大排污费征收力度。（省环保厅、省财政厅）

１０ 适时提高排污收费标准。（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环保厅）

１１ 将挥发性有机物纳入排污费征收范围。（省环保厅、省财政厅、省物价局）

１２ 深化节能环保投融资体制改革。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大气污染防治项

目的信贷支持。探索排污权抵押融资模式，拓展节能环保设施融资、租赁业务。（省发

改委、省财政厅、省环保厅、省金融办、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监局）

１３ 将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建设及其运行和监管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省环保厅）

１４ 组织落实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政策，研究本省财政支持政策。（省财政

厅、省发改委、省环保厅）

（五）强化监管执法。

１ 积极开展各类执法检查，始终保持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加强对

火电厂用煤总量、煤质以及餐饮、干洗、露天焚烧废弃物等生活源的监管。（省环保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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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发改委（省能源局）、省经信委、省公安厅、省建设厅、省司法厅）

２ 各地对未完成整治的企业，要从新项目准入、排污许可证核发、各类评优及资金

补助等各方面予以制约。对涉嫌环境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省环保厅、省发

改委、省经信委、省公安厅、省财政厅）

３ 对未通过能评、环评审查的项目，有关部门不得审批、核准、备案，不得提供土

地，不得批准开工建设，不得发放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排污许可证，金融机构

不得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有关单位不得供电、供水。（省经信委、省环保厅

会同有关部门）

（六）加强预警应急。

１ 建立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体系，细化大气重污染源清单，加强环境空气质量、空

气污染气象条件的监测预报。（省环保厅、省应急办、省气象局）

２ 实施《浙江省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依据重污染天气的预警等级，迅速启动应

急响应，并视情渐次采取大气重污染源限产限排和停工停产，以及机动车限行、扬尘控

制等措施，防止大气污染蔓延。（省环保厅、省经信委、省公安厅、省建设厅、省应急办、

省气象局）

（七）强化科技支撑。

１ 组织开展大气雾霾治理重大课题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加强区域大气复合污

染特征、形成机制、来源解析、健康影响、大气污染预报和治理技术等方面的基础性研

究。（省科技厅、省环保厅、省卫生计生委、省气象局）

２ 加强大气复合污染监测、信息、应急及监察等能力建设。（省环保厅、省财政厅、

省公安厅、省气象局）

３ 建成机动车排气监测和信息管理监控平台。（省环保厅、省公安厅、省财政厅、

省交通运输厅）

４ 发展环保公共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积极开发推广脱硫脱硝、高效除尘、挥发性有

机物治理等关键技术，创新发展清洁能源，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以重点示范工程建设带

动重点行业节能环保水平提升。（省科技厅、省环保厅、省卫生计生委、省气象局）

５ 落实支持企业技术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推进大型大气

光化学模拟仓、大型气溶胶模拟仓等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政策。（省科技厅、省发

改委、省经信委、省环保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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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动员社会参与。

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普及大气污染防治的科学知识，不断增强全社会大

气污染防治意识。加强信息公开、畅通举报渠道，创设有利于公众参与监督的各种载

体。引导公众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积极参与环保行动，形成文明、节约、绿色的消

费方式和生活习惯，共同改善空气质量。（省环保厅、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团省委、

省妇联）

!"#$%&'H(I,-./
!"#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GDdef0g

@A3h9:EF=>?
浙政办发〔２０１４〕１６０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大型燃煤机组清洁排放实施计划》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浙江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大型
燃煤机组清洁排放实施计划

为切实推进我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加快燃煤机组清洁排放改造，进一步提升煤电

高效清洁发展水平，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的通知》（浙政发〔２０１３〕５９ 号）等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实施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全面落实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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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切实推进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按照“标本兼治、确保安全、限期完成”的原则，

加快 ３０ 万千瓦以上燃煤机组清洁排放改造和实施，显著降低燃煤发电对大气环境的负

面影响，实现能源行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我省空气质量改善奠定坚实基

础。

（二）工作目标。从 ２０１４ 年起，新建、在建燃煤机组按燃气轮机组排放标准实施清

洁煤电建设；至 ２０１７ 年，全省 ５４ 台 ３０ 万千瓦以上机组共计 ３２７３ 万千瓦按燃气轮机组

排放标准实施清洁排放改造，即烟尘排放浓度≤５ｍｇ ／ Ｎｍ３，二氧化硫排放浓度

≤３５ｍｇ ／ Ｎｍ３，氮氧化物排放浓度≤５０ｍｇ ／ Ｎｍ３，预计较 ２０１３ 年可实现总体减排二氧化

硫 ３０２００ 吨、氮氧化物 ６２２００ 吨、烟尘 １０５００ 吨。分年度具体目标为：

２０１４ 年新建 ５ 台共 ３６７ 万千瓦清洁煤电机组，完成 ５ 台机组共 ３８０ 万千瓦的清洁

排放改造。

２０１５ 年新建 ２ 台共 ２００ 万千瓦清洁煤电机组，完成 ２１ 台机组共 １２９８ 万千瓦的清

洁排放改造，减排二氧化硫 ５７００ 吨、氮氧化物 ８６００ 吨、烟尘 １２００ 吨。

２０１６ 年新建 ２ 台共 １３２ 万千瓦清洁煤电机组，完成 １７ 台机组共 １０２０ 万千瓦的清

洁排放改造，减排二氧化硫 １３７００ 吨、氮氧化物 ２８０００ 吨、烟尘 ５０００ 吨。

２０１７ 年新建 ４ 台共 ４００ 万千瓦清洁煤电机组，完成 １０ 台机组共 ５１５ 万千瓦的清洁

排放改造，减排二氧化硫 １０８００ 吨、氮氧化物 ２５６００ 吨、烟尘 ４３００ 吨。

二、年度实施计划

（一）２０１４ 年计划。

１ 新建机组。浙能六横电厂（２ × １００ 万千瓦）、国华舟山电厂 ４＃机组（３５ 万千瓦）

示范项目和华能长兴电厂（２ × ６６ 万千瓦）按燃气轮机组排放标准完成建设。

２ 改造机组。省能源集团、大唐集团要重点推进浙能嘉华电厂 ８＃、７＃机组，浙能乐

清电厂 １＃机组，大唐乌沙山电厂 ４＃机组改造示范项目的实施，力争完成浙能嘉华电厂

４＃机组改造工作。

（二）２０１５ 年计划。

１ 新建机组。浙能台州第二电厂（２ × １００ 万千瓦）按燃气轮机组排放标准完成建

设。

２ 改造机组。省能源集团要全面启动所属机组的改造工作，完成 ７ 台 ６０ 万千瓦

级机组和 ５ 台 ３０ 万千瓦级机组的改造任务。大唐集团完成乌沙山电厂 ３＃机组改造，

国电集团完成北仑第三电厂 ６＃、７＃机组改造，国华集团完成宁海电厂 ４＃、２＃机组和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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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 ３＃机组改造，华能集团完成玉环电厂 ２＃、３＃机组改造，华润集团完成苍南电厂 １＃

机组改造。国电集团北仑第一电厂 ２＃（６０ 万千瓦）机组停运，启动实施机组清洁排放

和综合提效改造。

（三）２０１６ 年计划。

１ 新建机组。浙能温州电厂四期（２ × ６６ 万千瓦）按燃气轮机组排放标准完成建

设。

２ 改造机组。省能源集团完成 ６ 台 ６０ 万千瓦级机组和 ５ 台 ３０ 万千瓦级机组的改

造任务。大唐集团、华润集团分别完成剩余的乌沙山电厂 １＃、２＃机组和苍南电厂 ２＃机

组的改造；国电集团要继续推进北仑第一电厂 ２＃机组清洁排放和综合提效改造；国华

集团、华能集团分别完成宁海电厂 ３＃、６＃机组和玉环电厂 １＃机组的改造。

（四）２０１７ 年计划。

１ 新建机组。国家能源局安排的 ４００ 万千瓦规划煤电项目，按燃气轮机组排放标

准完成建设。

２ 改造机组。省能源集团完成剩余的 ６ 台 ３０ 万千瓦级机组的改造任务。国电集

团完成北仑第一电厂 ２＃机组改造并复役，１＃机组在 ２＃机组复役后停运，启动机组清洁

排放和综合提效改造，争取 ２０１９ 年复役。国华集团、华能集团分别完成剩余的宁海电

厂 １＃、５＃机组和玉环电厂 ４＃机组的改造。

三、保障措施

（一）明确省级单位职责。省发改委（省能源局）会同省经信委、省环保厅、省物价

局等有关部门负责全省燃煤机组清洁排放改造和实施工作的总体指导、协调和监管。

省发改委（省能源局）要加强国家示范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综合验收，及时总结推广技术

路线；加强计划执行的督查和考核，做好新建和改造项目管理工作。省经信委要加强统

调机组发电生产调度运行管理考核，优先调度清洁高效机组，确保统调燃煤机组清洁排

放改造有效发挥作用。省环保厅要加强环保执法监督、监测和环保专项验收，严格新建

机组环境影响评价。省物价局要按照本实施计划落实环保电价政策。省电力公司要进

一步优化电网调度，统筹、合理安排机组改造容量和改造时间，保障机组清洁排放改造

工作顺利实施。

（二）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电源企业要切实承担起主体责任，按照本实施计划细化

制订本企业行动计划，加强内部管理，加大资金投入，保证实施进度，确保完成目标任

务。省属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力争提前完成。新建机组建成投运和现役机组完成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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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后，环保部门要及时组织环保专项验收，检测大气污染物排放水平，确保检测数据科

学准确，并进行机组污染物减排量确认。

（三）严格目标任务考核。省发改委（省能源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制订考核办法，按

年度对各电源企业改造和实施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对目标任务完成

较差的电源企业，将予以通报并约谈其主要负责人，暂停后续项目的审批。本实施计划

应服从全省清洁能源发展和“上大压小”的总体要求，如机组列入相应的关停规划，可

停止清洁排放实施。

（四）完善相关支持政策。实行减排与新建项目挂钩制度，对目标任务完成良好、

示范效果显著、清洁排放机组占比较高的企业将优先安排在浙后续电力项目的投资开

发。机组完成减排改造和实施后形成的减排量优先用于该企业在浙新建燃煤电力项

目。完善环保电价支持政策，实施差别化排污收费，建立差别化环保电价补偿机制。对

完成减排任务的机组在一定期限内增加其发电小时数，对机组改造期间的发电小时数，

不予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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