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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两国环境部联合发布治理大气细颗粒物情况参考资料 

 中韩两国空气质量改善趋势明显 

（中）2020年，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与2015年相

比减少28.3% 

（韩）2020年，韩国全国PM2.5平均浓度与2015年相比减少26.9% 

 两国积极推进细颗粒物治理政策，并得到效果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是两国国民的迫切希望，两国环境部将推进治

理本地污染为主的环境政策，并加强合作 

 2月10日，中国生态环境部和韩国环境部联合发布两国治理大气细

颗粒物情况和合作计划。 

 本次联合公开是2020年11月13日，双方在中韩秋冬季大气污染政

策交流会上首次讨论，经过约3个月的准备时间后印发。 

 



一、两国细颗粒物浓度现况 

 2020年，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为33微克/立方

米，与前一年的36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8.3%，与2015年的46微克

/立方米相比下降28.3%； 

 2020年，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7.0%，

同比上升5.0个百分点，与2015年相比上升5.8个百分点。 

%  

 2020年，韩国全国PM2.5浓度为19微克/立方米，与首次观测的2015

年的26微克/立方米相比，下降约26.9%。 

 2020年，韩国全国PM2.5“不好以上（36微克/立方米以上）”天

数为27天，与2015年的62天相比下降约56%，“好（15微克/立

方米以下）”天数为154天，分析结果显示，2020年是观测PM2.5

浓度以来天气晴朗的天数最多的一年。 

【韩国细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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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度、各月的细颗粒物浓度等级比率（%）】 

 

 

二、两国的大气细颗粒物治理政策推进成果 

 中国政府始终高度关注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将打赢蓝天保卫战作

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中之重，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向

污染宣战，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心肺之患”。 

 2013年制定发布《大气十条》，2018年制定发布《打赢蓝天保

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明确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总体思路、基本目

标和主要任务，确定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主要措施

和成效包括： 

 一是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推进产业绿色发展，持续开展“散乱

污”企业
*
排查整治。 

*“散”是指不符合城镇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布局规划的企业；“乱”是指违法违

规建设、违规生产经营的企业；“污”是指无污染防治设施或污染防治设施不完备、不能

好 一般 不好 严重 



对产生污染物进行有效收集、无组织排放严重的企业。 

- 化解钢铁产能约2亿吨，1.4亿吨地条钢
*
全部清零，持续推进燃

煤电厂和钢铁超低排放改造，燃煤电厂累计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9.5亿千瓦，约6.2亿吨左右的粗钢
**
产能已经完成或正在实施超

低排放改造。 

* 地条钢是指以废旧钢铁为原材料、用工频、中频感应电炉冶炼劣质、低质钢材的产品 

** 粗钢，是铁水经过加工、添加合金、碳等元素浇注成型后的成品，是指全国钢铁行

业可以向社会提供的最终钢材加工原料。国际上一般用粗钢重量来统计钢产量。 

 二是加快调整能源结构，构建清洁低碳高效能源体系。 

- 开展燃煤锅炉综合治理，淘汰较小蒸吨燃煤设施，开展节能和

超低排放改造。集中力量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等区

域散煤
*
治理，累计完成散煤治理2500万户左右。 

* 散煤主要是指小锅炉、家庭取暖、餐饮用煤等民用煤，散煤燃烧是重要污染源之一，

这主要是因为散煤的燃烧效率低、没有烟气净化装置、超低空排放等。 

- 2013-2019年，中国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的比重持续下降,2019

年全国煤炭消费比重降至57.7%，同比下降1.5个百分点，清洁能

源消费占比增至23.4%，同比上升1.3个百分点。 

 三是积极调整运输结构，发展绿色交通体系。 

- 2019年，中国铁路货运量为43.89亿吨，同比增长7.2%，比公

路货运量高2.1个百分点。 

- 从2019年1月1日开始全国范围全面供应国六汽柴油
*
，2019年7

月1日起，重点区域实施轻型汽车国六排放标准。2020年7月1日起

全国全面实施， 2016至2019年，累计淘汰黄标车和高排放老旧汽

车1300多万辆。 



* 根据废气量，分1到6等级，国6是最近发布的标准。 

- 积极推广清洁能源汽车，2010年以来，国内新能源汽车快速增

长，目前全国公交车电动化比例从2015年的20%提高到目前的60%。 

 四是优化调整用地结构，推进面源污染整治。在重点区域健全完

善扬尘污染防控长效机制，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 促进秸秆资源化利用，2020年全国秸秆焚烧火点数比2015年下

降了29.8%（卫星监测）。 

 五是持续加强能力建设和科技支撑。建立健全国家大气环境质量

监测网络。 

- 设立1436个监测点位，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实施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摸清该区域秋冬季以PM2.5

为特征的大气重污染成因；在京津冀区域“26+2”城市开展“一

市一策”驻点跟踪研究，建成数据共享与管理平台，为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提供了科学支撑。 

 六是着力强化执法督察和公众参与，不断提高公众环境意识，践

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举报违法违规排污行为，让“同呼吸、共奋

斗”成为全社会行为准则。 

 

 韩国现任政府上台后，先后推进《细颗粒物治理综合对策(制定于

2017年9月)》、《应急·平时细颗粒物治理强化对策（制定于2018

年11月）》、《细颗粒物治理综合方案(2020-2024，制定于2019

年11月)》等，减少大型企业的排放量、燃煤电厂的排放量、减少

5等级车辆等，成果明显。 



 第一，安装烟筒远程监控系统(TMS)的635家大型企业的2020年12

月细颗粒物(包括TSP、Sox、NOx)排放量为13518吨，与2018年12

月的19894吨相比，减少32%左右。 

- 这是提高排放标准等政府的强化政策的效果，也是大型企业

的预防性、自愿性参加减排的成果。 

【安装TMS的635家大型企业的每月细颗粒物排放量(单位:吨)】 

 

 第二，燃煤电厂的减排效果明显 

- 2020年12月初，全国60座(2021年58座)燃煤电厂的细颗粒物(包

括TSP、Sox、NOx)排放量为3527吨，与2018年12月的8781吨相比，

减少60%左右。 

-  这是提前淘汰燃煤电厂、改善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春季和季节

管理制度期间停产和限产等，政府积极展开能源转换的成果。 

【全国火燃煤电厂的每月细颗粒物排放量的变化(单位:吨)】 



 

 

 第三，5等级车辆(主要是老旧汽车)也快速减少 

- 以2020年12月底为准，未安装环保设备的5等级车辆为约134.7

万辆，与2018年12月底的235.4万辆相比，减少约100万辆(43%)。 

【全国未安装环保设备的5等级车辆数（单位：万辆）】 

 

- 这是政府推进的提前报废、支持安装环保设备政策和应急减排措

施及季节管理制度期间实施的限行制度和国民参与的成果。 

 

三、中韩在大气领域的合作 

 两国推进政策以外，也积极推进两国的紧密合作 



 中韩外交部自1993年中韩政府签署《环境合作协定》以来，双方已

召开23次中韩环境合作联委会会议，大气污染治理是其中的重要议

题。 

 2017年，签署《中韩环境合作规划（2018-2022)》，2018年，中

韩环境合作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2019年11月，两国大气领域合

作的范围从调查研究扩张到预报信息共享、技术合作、政策交流

等预防和减排领域，两国环境部长正式签署《“晴天计划”实施

方案》。 

“晴天计划”3个领域： 

政策和技术交流、联合研究、技术产业化。 

“晴天计划”6个项目： 

1.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和技术交流； 

2.大气质量预报信息和预报技术交流； 

3.大气污染物立体观测方法、化学成分特征观测和数值模型联

合研究； 

4.环境技术和产业合作； 

5.中韩大气环境产业博览会； 

6.“晴天计划”项目管理交流。 

 仅在2020年，进行包括中韩环境部长年度工作会晤在内约30次的各

项会议和交流，在政策、预报、技术、产业领域进行共享和合作。 

 从2015年起，通过中韩专用线，实时共享大气质量观测资料，从

2019年起，进一步扩大观测资料共享范围（韩国15个城市，中国35

个城市）、开展预报信息共享（韩国19个道和市，中国11个城市）



和预报技术交流等。 

 此外，两国在地方政府之间也推进政策共享、联合进修项目、人员

交流等，为了提高减排力量，进行合作。 

 

四、季节管理制度（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两国在重污染频发时期，推进应对措施 

 中国从2017年起，连续四年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

动，成效明显。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例，2019年秋冬季PM2.5平

均浓度较2016年同期下降32.7%，重污染天数下降62.2%。 

 2020年10月，中国生态环境部联合其他部委和相关省（市）人民

政府，联合印发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2020-2021年秋

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长三角地区2020-2021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2020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主要措施包括：实施重污染天气

重点行业企业绩效分级分类管控，强化联防联控；持续推进清洁

取暖散煤治理，严防“散乱污”企业反弹，加强秸秆禁烧管控，

有序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公

转水”、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工业炉窑和燃煤锅炉治理等。 

 韩国从2019年起，每年12月到下年3月，以全国为对象，实施“细

颗粒物季节管理制度” 

 正在实施中的第2次季节管理制度的主要措施为燃煤电厂的停产

和限产；5等级车辆的首都圈限行；大型企业的自愿性减排；船



舶的低速运行；防止违法焚烧；检查弱势群体使用设施等。 

 第2次季节管理制度实施中前两个月(2020年12月到2021年1月)

的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22微克/立方米，与前一年同期的26微克

/立方米相比，减少15%左右，与最近3年同比的29微克/立方米

相比，减少24%左右 

 两国同意继续交流政策实施的进展情况，秋冬季结束以后将就政策

评价进行交流。 

 

结束语 

 两国政府再次强调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是两国国民的迫切希望，两

国环境部将推进治理本地污染为主的环境政策，并加强合作，致

力于改善两国及区域的环境质量，增加人民福祉。 

 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高度评价两国推进减排政策而得到的

成果，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可持

续发展之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强调“继续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加强细颗粒物

和臭氧协同控制，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愿继续秉承“积极

开放”的态度，与包括韩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开展双多边交流与合

作，为区域以及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力量” 。 

 韩国环境部长官韩贞爱表示 “为了能让晴天和洁净空气成为日

常，韩国将果断地推进所有政策”。 

 强调“本次联合发布具有中韩两国合作的象征意义，为了能解决

东北亚地区雾霾的根本问题，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积极开展交



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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