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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压力大，其中移动源贡献最多

 客观地理：位于华北平原西北边缘，市域面积1.6
万平方公里，中心城区面积0.14万平方公里。簸箕
型地形+干旱少雨+静稳天气，整体扩散不利

 主观排放：常住人口大于2100万人，本地生产生活
刚性排放量较大。周边排放强度高，区域传输影响
占比较大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形势

 机动车保有量大：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超750
万辆，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中心城区每日出行
量超3800万人次，移动源排放基数较大

 非道路移动机械使用量大：各类非道路移动机械
超10万台，应用在各施工工地、场站等，呈量大、
点多、面广的态势

 北京市移动源排放情况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压力大，其中移动源贡献最多

2013年

2017年

2020年

 移动源是北京市最大的本地排放来源

 北京市情况：2013、2017、2020年，先后完成三
轮PM2.5来源解析。结果表明，虽然各类污染源排
放均明显减少，但移动源排放贡献仍占46%

 移动源的影响：燃油车辆巨大的保有量以及较大使
用强度，造成VOCs与NOx较大的刚性排放。移动
源贡献了北京市本地VOCs排放的五分之一，NOx
排放的三分之二。二者共同作用转化，贡献了大量
的PM2.5排放

移动源占
31.1%

移动源占
45%

移动源占
46%



通过提升标准，强化监管等方式，取得较好减排成效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聚焦车辆、油品、机械等重点领域，通过提升标准，强化监管等方式，推进移动源管理，
过去20年多间，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从100余万辆增加到700余万辆，增长近6倍，国五以上及新能源车辆占比
已超80%，新能源车辆已突破100万辆，污染排放量减排约60%-90%，有力推动了空气中主要污染物浓度连年
下降，为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连续多年达标做出了突出贡献

北京PM2.5级别日历图北京机动车保有量与空气质量年度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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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法规，提高标准

 法规先行：建立互为补充的地方法规体系
 2014年出台实施《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设置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专章

 2020年1月份颁布实施《北京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
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细化、补充污染防治
措施，加强全过程的管控和治理

 标准引领：提前实施国标
 对新车，于1999、2002、2005、2008和2013年，
提前执行国I、Ⅱ、Ⅲ、Ⅳ和Ⅴ阶段标准

 自2021年提前实施最新的轻型汽油车国六b标准



完善法规，提高标准

 油品标准方面：于1997年使用无铅汽油。2004、2005、2008、
2012、2016、2021年，连续出台第二、三、四、五、六和六
B阶段油品地标，有效减少机动车颗粒物、碳氢化合物及一氧
化碳排放量

 油气管理方面：先后三轮出台汽油油气管理地方标准，“全链
条”构建成品油储运销系统排放标准体系，油库、油罐车、加
油站90%以上油气实现回收

2003年，北京率

先制定三项油气

地标

2010年，对接国

标，北京市第1次

修订

2019年，北京市

第2次修订加油站

地标

2023年，新一轮

修订储油库、油

罐车、加油站三

项地标

起步阶段

DB11/206-2003

DB11/207-2003

DB11/208-2003

提升阶段

DB11/208-2019

完善阶段

DB11/206-2023

DB11/207-2023

DB11/208-2023
发展阶段

DB11/206-2010

DB11/207-2010

DB11/208-2010



疏堵结合、促进高排放车械淘汰

 2009年起实施多轮经济鼓励政
策，促进车辆淘汰更新

 为车主发放补助，淘汰约老旧
机动车，取得较好成效

 2015年全域禁行黄标车
 2017年国Ⅰ国Ⅱ汽油车五环内
工作日限行

 2019年国Ⅲ柴油货车全域禁行

 2017、2019、2021年，先后三次
调整划定禁止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
械使用区域

 不断提升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要求



严格车辆、机械排放达标监管

 建成重柴车远程在线
监管平台

 对车辆采取“环保检测、
公安处罚”的管理模式

 建立遥感检测、黑烟
抓拍系统

 严查重柴车及机械超
标排放行为



优化移动源结构，推进新能源化

 为促进货车报废更新和新能源化，减少污染排放，
对保障五环路内昼运必要物资运输、符合相关要求
的新能源货车，优先给予通行便利

 环卫、邮政、公交、出租等行业车辆率先新能源化

 在《推进美丽北京建设 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2025年行动计划》中，明确行业车辆新能源化要
求，并提出将机械新能源化纳入工地管理内容

 政策促进、宣传引导，积极鼓励新能源车辆、机械使用



优化移动源结构，推进新能源化

 对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老旧货车和大中型客车报
废并更新为新能源车辆等情况，开展资金补贴

 进一步削减老旧国四排放标准车辆存量，并增加
新能源车数量，优化车辆结构

 对报废国二及以下排放标准非道路移动机械并更
新为新能源机械等情况，开展资金补贴

 协同带动淘汰一批老旧非道路移动机械，有效减
少污染排放

 自2024年起，利用国家“两新”政策，积极推进车辆、机械以旧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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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持续改善难度加大

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相关大气污染指标降幅趋缓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质量是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2024年，北
京市PM2.5年均浓度为30.5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6.2%，连续四年稳定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为290天，是有监测记录以来，优良天数最多的一年

 成绩的背后是压力。当前，北京市的空气质量改善成效还不稳固，区域大气污染物排放仍处于高位，秋冬季
空气污染过程易发、多发，空气质量改善仍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为此，北京市开展0.1微克攻坚行动

 在工业源、扬尘源、生活源贡献不断减少，传统燃油车辆及机械污染减排遇到瓶颈的形势下，推动车械新能
源化，实施精细化、数智化管理，成为减少交通领域污染物排放、促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北京市仍有因气象条件不利偶发的污染过程 雾霾仍旧是公众及生态环境部门关注的热点话题



 新增小客车指标中，80%分
配给新能源汽车

 面向无车家庭定向增发新能
源小客车指标

推动社会车辆结构优化

 供给引领

 完善公共交通
 建设慢行系统
 宣传绿色出行
 引导错峰出行
 鼓励少开私家车

 绿色出行

 完善充电桩等基础设施
 推动超级充电站发展
 鼓励社区增加私人充电桩
 完善充电服务体系
 减少充电服务费
 合理布局推动加氢站建设

 完善配套



 向企业送政策、做帮扶、搞培训
 搭建企业与用户对接沟通的桥梁
 引导车辆、机械生产企业，加大
新能源产品研发力度，增加供给

推动运输车辆及工程机械结构优化

 销售端推动

 通过“以旧换新”，为新能源车
辆及机械购置提供补贴

 鼓励老旧燃油车辆、机械淘汰并
更换为新能源产品

 推动新能源车辆、机械应用场景
示范，推进“公转铁”

 打造清洁运输车队、低碳园区、
纯电工地，做好宣传示范

 使用端引领 生产端促进



汇报完毕
欢迎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