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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环境报记者郭薇 12 月 22 日北京报道 在今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受国务院委托，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作了说明。 

 

  周生贤表示，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特别是机动车保有量急剧增加，我国

大气污染正向煤烟与机动车尾气复合型过渡，区域性大气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雾

霾等重污染天气频发，现行法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一是源头治理薄弱，

管控对象单一。现行法缺乏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布局等前端源头治理方面的要

求，也没有对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颗粒物等多种污染物实施协同控制。二

是总量控制范围较小，重点难点针对不够。根据现行法规定，实行总量控制和排

污许可的“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控制区”（以下称“两控区”），仅占全国国土

面积的 11.4%，不能适应全国总量减排的需要。同时，针对燃煤、工业、机动车、

扬尘等重点领域的污染防治措施不够完善，污染严重的重点区域缺乏联合防治机

制，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也不够健全。三是问责机制不严，处罚力度不够。对地

方政府的责任规定较为原则，需要加强责任考核，完善对不达标地区的约束性措

施；同时，企业违法成本低的问题突出，需要强化法律责任。 

 

  周生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以新修订的《环

境保护法》为依据，全面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的各项制度措施，

主要遵循 4 条原则：一是源头治理，协同管控。坚持规划先行、严格环保准入，

强化污染排放的总量控制和浓度控制；努力实现从单一污染物控制向多污染物协

同控制转变，从大气污染治理的属地管理向区域联防联控转变。二是综合施策，

突出重点。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和行政手段，突出燃煤、工业、机动车、

扬尘等重点领域以及重点区域的大气污染防治。三是强化责任，从严管理。强化

政府责任，明确企业义务，加大对污染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使

排污者不敢违法。四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针对当前雾霾频发的形势，建立重

污染天气应对机制。同时，引导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工艺、设备，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他表示，草案征求了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和单位的意见，进行实地调研，召

开专家论证会，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经国务院第 71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 

 

  周生贤重点介绍了草案主要修改和增加的内容： 

 

  一是关于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

度，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进行考核；要求不达标的城市编制限期达标规



划，采取措施限期达标。（第四条、第十一条） 

 

  二是关于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将排放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由“两控区”

扩展到全国，明确分配总量指标、发放排污许可证的原则和程序，对超总量和未

完成达标任务的地区实行区域限批，并约谈主要负责人。（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 

 

  三是关于重点领域大气污染防治：在燃煤、工业方面，明确国家采取措施逐

步降低煤炭消费比重，细化对多种污染物的协同控制措施；在机动车方面，强化

对新生产机动车、在用机动车、油品质量环保达标的监督管理；此外，还加强了

建筑施工、物料运输等方面的扬尘污染防治措施。（第四章） 

 

  四是关于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增加一章，专述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

治。要求建立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规定重点区域应当制定联合防治行动

计划，提高产业准入标准，实行煤炭消费等量或者减量替代，并在规划环评会商、

联动执法、信息共享等方面建立起区域协作机制。（第五章） 

 

  五是关于重污染天气的预警和应对：增加一章，专述重污染天气应对。规定

可能发生重污染天气时，有关地方政府应当适时发出预警，依据预警等级启动应

急响应，并可以采取责令有关企业停产限产、限制部分机动车行驶等应对措施。

（第六章） 

 

  六是关于法律责任：对无证、超标、超总量、监测数据作假等污染违法行为，

规定了没收违法产品和违法所得、处以罚款、责令停产整治、行政拘留以及责令

停业、关闭等行政处罚；对受到罚款处罚拒不改正的实行按日计罚。（第七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