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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气污染物主要来源于经济发展过程中

化石燃料向大气中排放的颗粒物尧 二氧化硫尧
氮氧化物等遥 2018 年 7 月袁国务院发布的叶打
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曳中明确提出野大
幅减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袁协同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冶的目标遥野十三五冶以来袁厦门市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袁在党中央部署下积极

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袁环境空气质量始终保持全

国重点城市中排名前列袁各项污染物浓度均达

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袁PM10尧SO2尧
CO尧NO2 等 4 项污染物浓度均已达到一级标

准遥随着污染物总量基数降低以及重点减排工

程的建成投运袁进一步拓展厦门市大气污染物

减排空间存在很大的压力遥 本文利用 2020 年

厦门市环境空气质量及主要指标数据和近年

来大气污染物减排主要做法袁深入探讨大气污

染减排空间的存在问题袁提出拓展大气污染减

排空间的建议和对策遥
2020年厦门市空气质量概况
2020 年厦门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2.53袁在

全国 168 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四袁在全省 9 个

设区市中排名第二 渊比 2019 年排名上升 1
位冤遥 空气质量优良率 99.7%袁优级率 57.9%曰空
气质量优良率在全省 9 个设区市中排名第三遥
空气中主要污染物 SO2尧NO2尧CO尧O3尧PM10尧
PM2.5 年 均 浓 度 分 别 为 6滋g/m猿尧19滋g/m猿尧
0.7mg/m猿尧126滋g/m猿尧33滋g/m猿尧18滋g/m猿遥

与 2019 年相比袁2020 年厦门市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值下降 15.1%曰空气质量优良率上升

2.2%袁 优级率上升 6.9%曰6 项主要污染物浓度

野五降冶渊NO2 下降 17.4%尧CO 下降 12.5%尧O3

下 降 7.4% 尧PM10 下 降 17.5% 尧PM2.5 下 降

25.0%冤尧野一平冶渊SO2 持平冤遥
由此可见袁 厦门市空气质量持续上升袁但

O3尧SO2 仍需寻求有效的减排措施袁 进一步降

低污染物浓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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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大气污染物来源和减排做法
1. 机动车污染防治

从 2019 年 7 月 1 日起袁厦门市分阶段实施国

家第六阶段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袁 实施环保前

置审核尧强化机动车源头监管尧强化在用车动态监

管遥充分发挥遥感监测作用袁全天候检测路面车辆

排气污染袁通知筛查出的高排放车辆进行复检袁对
复检不合格的车辆依法处罚遥 加强道路监督抽测

力度及超标机动车管理遥 强化机动车环检机构执

法检查袁 在全省率先实施机动车环检机构记分制

管理制度遥出台叶关于划定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

禁止使用区域的通告曳袁将冒黑烟非道路移动机械

界定为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袁 并公布禁止使用

区域遥将高排放尧超标非道路移动机械纳入各区网

格化监管袁 对冒黑烟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拍摄

取证尧处罚袁将处罚信息纳入信用管理并同步抄送

相关主管部门袁由相关部门对其进行约谈遥
2. 挥发性有机物整治

2013 年以来袁厦门市采取分行业分阶段方式

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渊以下简称 VOCs冤整治工作遥
2016-2018 年期间袁先后发布 3 个野通告冶袁完成对

涂装尧包装印刷尧含喷漆的汽车维修尧化工尧船舶制

造维修尧橡胶制品尧制鞋和工艺品等 7 个行业袁共
计 1025 家企业的整治遥 2019 年袁在完成 3 个阶段

VOCs 污染企业整治的基础上袁 巩固提升整治成

果袁开展绩效评估工作袁建立 VOCs 污染企业产排

量清单袁实现精准管控遥 2020 年袁厦门市生态环境

局印发叶厦门市生态环境局关于 2020 年挥发性有

机物治理攻坚方案曳袁从鼓励源头替代尧加强过程

管控尧 提升末端治理水平等 3 方面继续深化挥发

性有机物污染治理遥
3. 工业锅炉炉窑治理

厦门市已于 2017 年全部淘汰 10 蒸吨及以下

的燃煤锅炉袁2018 年在全省率先完成 65 蒸吨及

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等任务袁2019 年印发

叶厦门市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曳袁 根据

工业炉窑污染治理任务袁2020 年完成对全市 86
台重点行业工业炉窑的深度治理遥 组织开展重点

行业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排查及深度治理袁 结合

第二次污染源普查清单袁对全市建材尧有色尧火电尧
铸造等 276 家重点行业企业和 52 台燃煤锅炉窑

炉进行排查核实并建立管理台账袁 督促需治理企

业制定治理方案袁对物料渊含废渣冤运输尧装卸尧储
存尧转移和工艺过程等无组织排放实施深度治理遥

4. 散乱污整治

2019 年 3 月袁厦门市各区人民政府出台野散
乱污冶企业整治方案袁2020 年年初袁厦门市生态环

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渊以下简称厦门市环委办冤将
野散乱污冶企业整治工作列入对各区的考核内容袁6
月各区政府印发有关通知文件袁建立野散乱污冶企
业管理长效监管机制遥 厦门市环委办多次开展督

导调研袁对各区野散乱污冶企业整治情况进行摸底

排查遥 2019 年袁全市排查整治野散乱污冶企业 1398
家袁2020 年全市累计野回头看冶1319 家次袁新增排

查整治野散乱污冶企业 748 家遥
5. 城市扬尘管控

叶厦门市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曳进一步

明确细化各部门责任分工袁 各相关部门先后出台

了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子方案袁 行业主管部门

制定工地扬尘污染防治行业标准袁 完善信用评价

管理办法袁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行为袁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路径与政策研究袁 建立健

全建筑市场信用体系的失信惩戒机制遥
依托厦门市环委办全市空气质量月调度尧市

政府空气质量月分析等工作机制袁 定期调查各行

业主管部门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开展情况曰定
期对各区各部门扬尘防治工作落实情况开展抽

查袁建设尧交警尧环保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渣土车专

项整治工作袁形成常态化高压监管态势遥
厦门市大气污染防治存在的问题

1. 机动车纯电化比例有待提高

与目标任务相比袁2020 年厦门市城市公交车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率为 88.10%渊目标要求 100%冤袁
环卫车纯电动化率 4.39%渊目标要求 50%冤遥城市公

交车尧环卫车等机动车纯电动化比例还有差距袁需
要持续推动城市公交车尧环卫车纯电动化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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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道移排气检测资质申请难

非道路移动机械渊简称非道移冤种类繁多袁应
用广泛袁相对于机动车而言袁存在污染控制技术水

平落后尧污染物排放量大等问题遥因此开展非道移

排气检测袁对于减少排气污染尧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具有重大意义遥 但由于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未

明确要求非道移排放检验机构需通过计量认证袁
厦门市环境监测站也还未取得资质袁 造成有非道

移排气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寥寥无几袁 非道移排

气检测工作难以开展遥
3. 挥发性有机物工艺效果欠缺

厦门市企业采用的 VOCs 治理工艺里袁UV
光解和活性炭工艺占比最多袁 但由于活性炭填料

不足尧活性炭更换不及时尧UV 紫外灯功率不足等

因素袁整体的处理效果较差遥 此外袁VOCs 企业日

常污染防控管理上也相对薄弱遥
4. 工地扬尘污染管控不到位

相关建设单位未能很好地履行扬尘污染防治

主体责任对施工尧 监理单位的日常管理袁 导致施

工尧监理合同内容缺少扬尘防治工作相关要求遥绝

大部分区管拆除工地未能按照要求落实各项扬尘

污染防治措施遥此外袁工地扬尘违法行为查处不到

位遥从日常巡查尧考评督查发现的扬尘污染防治问

题处罚情况来看袁市尧区两级城管执法部门处罚力

度不足袁立案数量较少袁行政处罚对企业的惩戒效

果不明显袁企业违法成本低袁甚至是零成本袁导致

工地扬尘污染问题反复出现遥
厦门市大气污染防治对策建议
1. 严格环境准入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严格控制高耗能尧高污染项目建设遥严格控制

污染物新增排放量袁 实行主要污染物削减替代政

策遥 新建尧扩建尧改建排放二氧化硫尧氮氧化物尧挥
发性有机物的项目袁落实污染物总量减排政策遥

加强 VOCs 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的准入控制袁
积极探索全市涉 VOCs 排放项目审批倍量替代原

则遥 对新尧改尧扩建项目从原辅材料尧生产工艺尧废
气治理工艺等方面提出要求袁 涉 VOCs 项目必须

采取有效的 VOCs 削减和控制措施袁 水性或低排

放 VOCs 含量的涂料使用比例须达到相关环保要

求遥
2. 加强日常监管袁推进污染源深度治理

全面实施高排放机动车限行袁 加强超标排放

机动车管理遥加强重点运输企业管理袁加严排气检

测机构计分管理规则袁 严格机动车尾气排放执法

监管袁全方位打击在用车超标排放行为遥加强非道

路移动机械管理袁持续推进机动车纯电化工作曰开
展电子工业企业 VOCs 污染防治情况调查袁 研究

污染防治措施袁 进一步挖掘厦门市 VOCs 污染减

排潜力遥 提高 VOCs 收集率尧 设施运行率和治理

率袁指导企业选择高效处理工艺袁加强处理设施的

运行监管曰加大工地扬尘污染防治工作力度袁落实

扬尘防治信用评价机制袁 持续强化对重点区域周

边的环境整治和污染源清单建立更新工作遥
（作者单位：厦门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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