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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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韩两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并将继续推进

（中）2021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

浓度与2015年相比下降34.8%

中方计划到2025年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浓度相比2020年下降1

0%

（韩）2021年，韩国全国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与2015

年相比下降30.7%

韩方计划到2024年细颗粒物浓度相比2020年下降16%

 8月11日上午，大韩民国环境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联合

发布两国大气环境治理情况和政策方向。

 本次联合发布是两国环境部共同推进的“晴天计划”中细颗粒物季

节管理制度合作活动之一，是自2021年2月10日首次发布以来的第

二次发布两国治理大气细颗粒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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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国细颗粒物浓度现状及主要措施

 2021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30㎍/

㎥，与2020年的33㎍/㎥相比下降9.1%，与2015年相比下降34.8%。

 2021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7.5%，同比上

升0.5个百分点，与2015年相比上升6.3个百分点。

 2021 年，中国以减少重污染天气和降低 PM2.5浓度为主要目标，

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抓住产业、能源、运输结

构调整三个关键环节，扎实推进蓝天保卫战。

 主要措施包括：在产业结构方面，截至 2021年，全国化解钢铁过

剩产能超过 2 亿吨；退出煤炭落后产能超过 10 亿吨；6.8 亿吨粗

钢产能完成或正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在能源结构方面，煤炭占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由 2015年的 64%降至 56%，累计淘汰小型燃煤

锅炉 30 余万台，重点区域完成散煤
*
替代 2700 万户。在运输结构

方面，累计淘汰老旧机动车约 3000 万辆；新能源车保有量增至

784 万辆，新能源公交车占比从 20%提升到 70%以上。2021 年，

中国全面实施机动车国六标准，铁路、水路货运量分别同比增长

5.9%和 8.2%。

* 散煤是指使用小煤炉等分散式生活取暖用煤。

 2021年，韩国全国PM2.5平均浓度为18㎍/㎥，与首次观测的2015年

全国平均浓度相比，下降约30.7%。

 2021年，韩国全国PM2.5达到“优质（15㎍/㎥以下）”的天数为183

天，是自首次观测PM2.5浓度以来“优质”天数最多的一年，“污染

（36㎍/㎥以上）”天数仅为23天，比2015年的62天相比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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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为降低PM2.5浓度实施了多项政策，截至2021年，关闭老旧燃

煤电厂10座、实施氮氧化物排放征税、推广无公害汽车（电动汽

车和氢能汽车）25.7万辆、提前淘汰老旧柴油车125万辆、推广绿

色锅炉（家用小型燃气锅炉）72万台等。

 尽管如此，韩国细颗粒物浓度依旧超过大气环境标准（15㎍/㎥），

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排名靠后（38个国家中第35位）。

韩国全国年均细颗粒物浓度（㎍/㎥）和优质/污染天数

二、季节管理制度（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中国从 2017年起，连续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

成效明显。

 2020—2021 年秋冬季，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 PM2.5浓度

比 2016 年同期分别下降 37.5%、35.1%，重污染天数分别下降

70%、65%。

 2021年10月，中国生态环境部等十部委和相关七省（市）政府联

分类
优质

(~15㎍/㎥)
污染

(36㎍/㎥∼)

2015 63 62
2016 47 62
2017 95 60
2018 127 59
2019 115 47
2020 153 26
2021 18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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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印发《2021-2022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案》。

 主要措施包括：持续推进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工作，实施差异化减

排措施；积极稳妥实施散煤治理，严防散煤复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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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

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等。

 2021—2022 年秋冬季，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以及相关地

区 59个城市 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8.7%。

 韩国从12月至下年3月实施季节管理制度，加强细颗粒物减排措施，

出现或预测到高浓度污染时，根据预警等级，采取应急减排措施。

 韩国从2019年首次实施季节管理制度以来，针对冬季与春季频发

的高浓度污染，降低细颗粒物浓度，改善空气质量。

 尤其是在季节管理制度期间，通过实施各领域政策，持续减少大

气污染物，包括：开展大型企业自愿减排和加强督查；停运或限

制运营燃煤发电厂；5等级老旧柴油车限行等。

韩国季节管理制度期间空气质量改善成果和细颗粒物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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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在首都圈首次实施应急减排措施，2019年其范围扩展到全

国，主要措施包括：调整重点企业开工率、更改施工场地作业时

间等。应急减排措施与季节管理制度一样，作为保护国民健康的

核心手段，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两国未来细颗粒物政策方向

 2021年11月，中国政府发布《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

见》，设立蓝天保卫战的主要目标为：到2025年，地级及以上城

市PM2.5浓度比2020年下降10%，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7.

5%，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着力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攻坚战，聚焦秋冬季细颗粒物污染，加

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构调整和污染治理力度。

 着力打好臭氧污染防治攻坚战，聚焦夏秋季臭氧污染，大力推进

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协同减排。

 持续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深入实施清洁柴油车（机）

行动，加快大宗货物和中长途货物运输“公转铁”“公转水”。

 韩国根据《雾霾治理综合对策》，计划到2024年将细颗粒物浓度

与2020年相比减少16%，到2022年底制定“细颗粒物浓度下降30%”

施政目标路线图。

 到2027年的主要任务有：在发电、工业领域，将化石燃料发电比

重从当前约60%降至约40%；将减少每个大气管理区域的大气污染

物排放总量。

 在交通领域，从2023年起，将提前报废补贴对象扩大到4等级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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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进一步推广无公害汽车。

 为更加积极应对高浓度雾霾，2022年底前制定完善的季节管理制

度和应急减排方案，将高浓度污染预警从当前提前12个小时延长

为提前2天预警。

 韩国还考虑到国内高浓度污染发生期间，探讨扩大季节管理制度

时间范围，提高燃煤发电减排量。

 从2023年开始在季节管理制度期间，老旧柴油车限行区域将从现

在的首都圈扩大到六大特别市和广域市，对目前以自愿方式参与

减排的高排放类民营企业实施制度化管理。

 2022年韩国将制定《第2届预防空气污染物长距离输送危害综合对

策》，为应对从国外进入韩国的雾霾政策的落实奠定基础。

四、两国大气领域合作进展

 双方制定并实施“晴天计划”2021年工作方案，继续推动在政策和

技术交流（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和技术交流会、秋冬季政策成果共

享研讨会、机动车污染防治政策交流研讨会等）、联合研究（空

气质量预报信息和技术交流研讨会等）、技术产业化（中韩环境

技术产业合作论坛等）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通过中韩环境部长年度工作会晤、中韩环境合作联委会会议、中

韩环境合作司级政策对话会等活动，就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交流，

增进了双方的信任和了解，为进一步深化中韩在大气环境领域合作

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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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通过本次联合发布，两国就减少雾霾开展互利合作达成共识，

 将进一步加强以“晴天计划”项目合作为代表的大气环境合作机制。

 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高度评价两国环境部门在保持密切沟

通和推进务实合作项目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效，表示“中国将继续突

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加强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指出“双方可开展空气质量预报技术、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等共

性问题研究，并加强成果宣传，进一步推动大气环境领域合作，

造福两国民众”。

 韩国环境部部长韩和真强调两国的大气领域合作显现出实质性成

果，表示“到2027年，韩国将细颗粒物浓度降至13㎍/㎥，消除国

民对雾霾的忧虑，在降低逐渐上升的臭氧浓度方面，也将全力以

赴”，

 指出“为此，将基于科学、客观分析，减少国内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量，与中国加强合作，找出东北亚雾霾问题的治本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

生态环境部 国际合作司
周国梅 司长 / 周军 处长

大韩民国环境部

大气环境政策局
朴炼宰 局长 / 朴伦民 科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