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绿色奥运到绿色北京 
 ——“在北京—墨西哥城论坛”上的发言 
冯惠生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2010 年 5 月 18 日） 

尊敬的大会主席、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来美丽的墨西哥城参加首届北京—墨西

哥城论坛。去年，北京市与墨西哥城结为友好城市，我相信这

次论坛将成为我们加深相互了解、建立更加密切合作关系的开

端。我来自北京市政府环境保护局，环境问题是世界大城市普

遍关心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借此机会向大家简要介绍北京市

近年来的环境保护工作情况。 

一、基本情况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位于华北平原西北端，三面环山，地

形呈典型的“簸箕状”特征，属于温带大陆性半湿润季风气候。

近年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0％以上，

2009 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1 万美元；人口年均递增 40 万

以上，2009 年末达到 1755 万；机动车总量已超过 400 万辆，

年均递增 40 万辆以上。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建设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压力。北京

市以筹办奥运会为契机，提出了“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

奥运”三大理念，把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坚持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以环境保护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通过加大环境保护投入、创新机制，采取了一系列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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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空气质量持续改善。针对首要的环境问题—空气污

染，北京在筹办奥运的 7 年中，实施了 160 多项大气污染控制

措施，控制燃煤污染、机动车污染、工业和扬尘污染，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从 2001 年的 187 天（50.7％）

提高到 2008 年的 274 天（74.9％），增加了 24.2 个百分点。 

2008年8月奥运会期间，北京空气质量天天达到优良水平，

主要污染物浓度较往年同期下降 50%左右，其中二氧化硫、一

氧化碳、二氧化氮日浓度平均值达到世界发达城市水平，可吸

入颗粒物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环境空气质量指导值第三阶段

目标值（0.075 毫克/立方米），远优于申奥承诺指标，为奥运会

提供了良好的空气质量保障。 

2009 年，北京市继续深化大气污染治理，空气质量进一步

改善，优良天数增加到 285 天（78.1％）。 

（二）环境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通过加快污水处理、再生

水和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处置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市区和郊

区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 94％和 51％，再生水回用率增加到

57％；全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95.8％；危险废物和放

射性废物得到安全处置。 

（三）城市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大力开展山区绿化和植树

造林，在山区、平原和城市绿化隔离地区形成了“三道绿色生

态屏障”。同时加强城市居住小区、街心公园和建筑屋顶的绿

化，营造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44.4％，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4.5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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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监管能力加强。北京市投资建设了集成环境质

量数据、重点污染源排放数据的环境监控中心，实现了对大气、

地表水、环境噪声和辐射等环境质量的全面自动监测。对 90％

的 20 蒸吨以上燃煤锅炉、60％的大型工业窑炉和 23 座污水集

中处理厂等重点污染源进行在线监控，对全市 43 个机动车检

测场的 200 多条简易工况检测线，实行联网在线监控。 

二、主要经验做法 

回顾近年来的工作，我们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经验： 

（一）强化环境污染的全过程治理 

在环境污染治理中，我们突出抓好污染的源头控制。 

调整产业结构。按照城市功能定位要求，对污染严重企业

实施“关、停、并、转”，累计调整搬迁了首钢、北京焦化厂等

市区 140 多家污染企业，关停了郊区所有水泥立窑、砂石料场

和粘土砖厂。重点发展金融、服务、文化创意产业以及先进制

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全市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比重已经达到

75％以上。 

优化能源结构。大量引进清洁能源，天然气年使用量从

2001 年的 14 亿立方米增长到 2009 年的 64.5 亿立方米。大规

模开展燃煤设施清洁能源改造，中心城区 1.6 万台 20 蒸吨以下

的燃煤锅炉、全市 4.4 万台燃煤炊事用具改用天然气等清洁能

源，并对中心城平房区 16 万余户居民采暖实施了“煤改电”工

程。 

严格机动车排放控制。借鉴欧美经验，不断加严机动车新

车排放标准，分别于 1999 年、2002 年、2005 年、2008 年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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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当于欧�、欧�、欧�、欧�的机动车排放标准。 

同时，加强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下大力气控制和

减少污染物排放。大型燃煤电厂全部完成了高效脱硫除尘脱硝

治理，污染排放控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近年来累计淘汰了 5

万多辆老旧出租车、1 万多辆老旧公交车和 10 万多辆黄标车。

全市加油站、储油库和油罐车完成了油气回收治理改造。 

此外，在企业推行清洁生产，在工业园区发展循环经济，

从生产全过程控制污染，努力实现污染物排放最小化。 

（二）综合运用法制、经济、技术和行政等手段 

根据环境质量改善的要求，制定完善了大气、水和噪声污

染防治办法，发布施行了 26 项严于国家的地方环境标准，燃

煤设施烟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通过制定实

施财政补贴、贴息贷款、减排奖励等政策，推动了污染治理减

排等措施的实施。加强科学研究，为解决环境污染防治的重点、

难点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制订实施“环境影响评价”、

“目标责任制”等管理制度，开展环境保护目标管理和绩效考

核评价，进一步加强了环境保护工作。 

（三）建立有效的工作体制机制 

经过长期的实践和不断完善，北京市建立了由市政府领

导、环保部门统一监管、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区县政府属地负

责的环境保护工作体制。在奥运筹办中，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

加强与周边省区市合作，共同制定奥运空气质量保障措施，同

步实施严格的污染控制措施，确保了奥运空气质量达标。 

（四）积极动员公众参与 

 4



近 10 年来，北京市以“绿色奥运”为主题，开展了一系

列环境宣传教育活动，公众环境意识显著提高。通过鼓励和推

动公众参与如“少开一天车”、垃圾分类、节能节水等活动倡导

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在社区和学校开展“绿色社区”、“绿

色学校”、 “环境优美乡镇”等一系列绿色创建活动，引导公众

积极参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三、面临的挑战 

虽然近年来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我们深知

北京的环境质量与世界城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环境保护面

临的挑战还很大。 

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带来的环境压力。未来一个时期，北

京经济总量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城市建设规模大，机动

车保有量、人口规模还将增加，相应的资源能源消耗和污染排

放还会不断增大，控制污染“增量”任务艰巨。 

地理和气象等自然条件的制约。北京“簸箕状”的地形，不

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同时北京降水量偏少，水资源匮乏，增

加了环境质量改善的难度。 

周边区域的影响。北京春季易受外来沙尘影响，夏季在东

南风作用下，东南地区污染会对北京造成一定影响。 

四、绿色北京建设目标和任务 

奥运会后，北京市总结筹办和举办奥运会的成功经验，提

出了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新战略。今年，

北京市又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新目标。 

今年 3 月，北京市政府发布了《“绿色北京”行动计划（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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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明确提出要发展低碳经济、倡导低碳生活方式、

建设低碳城市，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行动计划提出了远景

目标，制订了近期计划： 

（一）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打造绿色生产体系 

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振兴发展高端产业。加快发展金融服

务、信息服务等服务业；着力发展文化艺术、广告会展等文化

创意产业；重点培育节能环保技术服务、工程咨询、等服务产

业。鼓励开展清洁生产。鼓励企业建立全过程环境管理体系，

完成火电、钢铁、电镀印染、医药化工等工业行业 210 家企业

清洁生产审核。淘汰退出劣势产业。继续淘汰“高污染、高耗

能、高耗水”的落后生产工艺。 

（二）继续改善环境质量、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继续实施阶段性控制大气污染措施，

突破大气污染防治瓶颈。扩大能源清洁使用范围，推进城市核

心区“无煤化”建设，推进郊区供热资源整合，完成 11 个新城集

中供热项目建设，进一步降低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排

放。2012 年，机动车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在 2008 年水平，

轨道交通系统总里程达到 420 公里，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出行比

例力争达到 42%；继续鼓励老旧机动车提前淘汰更新；计划对

新机动车实施欧�排放标准及相应车用燃油标准。改善水环境。

继续开展河道水环境综合整治，提升污水集中处理水平，扩大

再生水利用量，营造水域绿化带，拓展水面面积。完善绿色空

间。继续推进绿化建设，完善绿地生态景观；严格保护森林公

园、自然保护区、历史名园等生态敏感区；开展低效林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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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森林碳汇功能。 

（三）弘扬生态文明理念，创建绿色消费体系 

打造绿色政务。政府优先采购可再生、可循环利用的产品，

提高办公用品利用效率。倡导绿色商务。鼓励绿色营销，加快

发展集约型、无污染、低能耗物流。营造绿色生活。引导公众

自觉节能、节水、回收利用资源、选购环保产品；引导更多的

市民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等低碳出行方式。 

 为推动落实，北京市将“绿色北京”行动计划涉及到的

154 项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市政府 29 个部门，市财政安排 660

亿元资金予以支持。 

女士们、先生们，北京和墨西哥城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灿

烂文化的名城，作为快速发展中的特大城市，共同面临着改善

环境与发展经济的双重压力和挑战。我相信我们在环境保护方

面有许多可以交流和合作的领域。多年前我的同事就曾经来墨

西哥城学习了解机动车污染控制以及空气重污染预警管理等

方面的经验，很受启发。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论坛和明天的访问，与墨西哥城环保部

门的同行加深了解，建立联系，共同探讨适合我们发展阶段和

国情的治理污染、改善环境的方法和措施，促进本地环境改善、

积极应对全球环境问题。 

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并对论坛组委会人员周到热

情的接待和详尽的会务安排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