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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于1981年，北九州市派遣3名讲
师，召开了公害管理讲座

• 1996年~2000年，开展了“大连
环境示范区”开发调查项目

• 1997年开展中日环境合作“示范
城市”建设项目

♦2001年，在北九州市推荐下，大连
市获得联合国“全球环境500佳”称号

♦2008年大连市获得“北九州环境大奖”

♦2002年，北九州前市长末吉兴一先
生荣获国家外专局外国专家“友谊奖”

♦2017年，北九州市环境局石田谦悟理
事荣获大连市外国专家“星海友谊奖”

环境合作，国际城市间合作典范



• 自1998年起，在北九州市组织下，与其他10城市一起积极参加，共同推进
“东亚经济交流机构环境部会”，就区域共同环境问题开展研讨，交流信息，
不断拓展新思路。2009年开始，环黄海11城市海岸清扫项目。

• 2009年，《大连建设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静脉产业类）合作备忘录》

• 2013年，《大连市与北九州市关于大连循环产业经济区合作备忘录》

• 2016年，《大连市与北九州市深化环境合作机制备忘录》

• 2016年，在北九州市推荐下加入“中国大气环境改善城市间合作项目”平台

2016年在大连签署深化环境合作机制备忘录 2016年环境部会在大连召开

共同项目，不断深入

积极促进人员往来，接受大连技术交流团并
培训大连研修生，为大连培养环境管理人才。

考察北九州市环境博物馆

共同组织企业参加环保博览会、
环保技术研讨会。2000年起，
每年召开环境商务及环保技术
交流会，由两市轮流举办。

20多年来100多位研修人员到日
本学习环境技术，200多人次到
日本实地考察环境技术和产业

环境监测技术交流会

技术、商务交流及人才培训



“中国大气环境改善城市间合作项目”主要成果

《大连市大气环境质量达标及改善规划》

2017年3月21日 正式启动编制

2017年4月5日 现场踏勘和调研

2017年9月30日 完成初稿编制

2017年11月3日 完成征求意见

2017年12月10日 召开专家论证会

2017年12月27日 经局长办公会讨论通过

2018年2月1日 市政府办公厅发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 大连市是我国第一个“世界环境500佳”城市

• 第一批国家卫生城市

• 国家环保模范城

• 国际花园城市

• 东北城市中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先行者和标杆

大连

韩国

日本

沈阳

长春

哈尔滨

规划背景

• 重工业比重偏高

• 传统减排空间收窄

• 大气环境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复合型污染特征



评价指标 SO2-年平均
（ug/m3）

NO2-年平均
（ug/m3）

PM10-年平均
（ug/m3）

PM2.5-年平均
（ug/m3）

SO2-日平均
第98百分位

数（ug/m3）

NO2-日平均
第98百分位

数（ug/m3）

PM10-日平
均第95百分

位数
（ug/m3）

CO-日平均第
95百分位数
（mg/m3）

O3-日最大8
小时平均第
90百分位数
（ug/m3）

PM2.5-日平
均第95百分

位数
（ug/m3）

二级标准浓度
限值 60 40 70 35 150 80 150 4 160 75 

2016年 26 30 68 39 81 56 153 1.5 155 94

超标大气污染物（2016年）

大连市环境空气质量呈现持续改善趋势

细颗粒物和臭氧存在超标风险

规划背景

• PM2.5-年平均

持续超标、超标幅度大

• PM2.5-日平均第95百分位数

持续超标、超标幅度大

• PM10-日平均第95百分位数

持续超标

• PM10-年平均

接近二级标准限值

• O3-日最大8小时平均第90百分位数

近年来上升趋势明显

目标
 2020年力争实现全面达标并持续改善

任务
 对PM2.5进行重点控制

 研究并降低臭氧污染风险

阶段性目标

•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改善，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例达到80%以上，环境空气质量基本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确保稳定达到国家二级

标准限值PM2.5年均浓度达到30微克/立方米左右

• PM2.5年均浓度达到25微克/立方米左右，城市环境

空气质量实现根本好转

2020年

2025年

2030年

规划内容



总体战略：以未达标、健康危害大的PM2.5作为重点控制对象，同时关注臭氧污染风险，实施

空气质量达标战略。

分阶段策略

近期（2017~2020）：多措并举，以减排促改善。以重点行业企业末端治理、移动源污染防控、

扬尘综合整治为重要抓手，实现多种污染物减排，基本实现环境空气质量达标。

中远期（2021~2030）：通过调结构，实现战略转型。强化源头的全控制过程。以空间格局及

产业布局优化为切入点，通过严格环境准入、企业搬迁、产能淘汰等差异化的空间管理要求，引

导经济发展格局有序发展；通过提高环境准入门槛、淘汰落后产能等方式倒逼经济发展模式、能

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规划内容

• 一、关于能源结构调整。

• 二、关于产业结构优化。

• 三、关于扬尘和面源污染防治。

• 四、关于机动车污染防治。

• 五、煤改油转换过程产生的SO2污染的建议处理方式。

双方交流及意见采纳

自规划编制开始，双方进行了多次交流，日方专家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通过中日城市间合作项目平台，将北
九州市大气治理成功经验溶入到我市
大气环境质量达标及改善规划中。

在北九州市 在大连市



为落实我国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打赢蓝天保卫战的要求，持续改
善我市大气环境质量，我市力争在非道路移动源污染管控、扬尘精细化管理
和臭氧污染管控等大气短板方面取得突破，确保我市环境空气质量始终处于
北方区域领先地位。在《大气环境质量达标及改善规划》框架下，我局编制
了《大连市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2018-2020年）》。

《大气持续改善方案》包括十一项举措，分别为建立大气质量红线；推进
三大结构调整，即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和交通结构调整；重点打好
六大战役，分别为燃煤锅炉治理攻坚战、非道路移动源管控攻坚战、挥发性
有机物治理攻坚战、扬尘精细化管控攻坚战、面源污染整治攻坚战、重污染
日天气应对攻坚战；加速提升大气环境管理能力。十一项举措又细分成38款
75条任务。

下一步大气治理方向

其中涵盖9大重大政策：
一是燃煤电厂超低排放。2020年底前全部燃煤电厂实现超低排放。
二是推行“三油并轨”，计划2018年底出台全市油品并轨政策制度。2019年4月1日起

执行除船舶用油外，禁止向其他用户销售车用柴油以外其他油品燃料。
三是按照交通部统一部署严格执行船舶低硫油要求。
四是实施老旧车辆区域限行和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限用，拟于2018年底前划定

并公布高排放车辆限行区域通告，2019年6月底起开始在中心城区限制国一、国二汽油车及
国三柴油车等老旧车辆行驶。2019年底前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
域通告，2020年4月1日起开始执行。

五是油品及化学品储罐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对泄露检测浓度超过2000umol/mol的1000
立方米以上中大型储罐进行整治，力争2020年底前完成50-70%。

六是涉挥发性有机物的市政作业错峰作业。计划每年5月-9月的10:00-18：00时，禁止
进行建筑墙面涂刷、装饰、市政道路划线、栏杆喷涂、沥青搅拌施工等产生VOCs的市政作
业，禁止船舶制造、机械加工等涉及表面涂装的企业露天喷涂。

七是裸露地面整治及散流体运输车辆封闭。
八是在用矿山物料运输及加工封闭。
九是加强能力建设，特别是涉及臭氧管控的船舶等大气源清单建立、挥发性有机物管

控科技能力培养、监测能力提升及监管能力完善等。

下一步大气治理方向



臭氧及挥发性有机物管控：臭氧及挥发性有机物管控科研、监测、

政策、管控对象及措施、效果评价等方面

化学品及油品储罐挥发性有机物管控：标准、实践、路径、技术、

监测、评价等方面

非道路移动源管控：好的做法、成功工程案例等

下一步合作方向

美丽大连

共建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