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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机动车污染形势 

目前面临空前压力！ 

        始于八十年代，新世纪实
现跨越式发展： 

 国一到国五标准的快速升
级，单车污染物排放量下
降90%以上 ； 

 初步控制住机动车污染物
排放，我国机动车保有量
增加了200％，污染物排放
量仅增加了30% ，减少了
60%的污染物排放量 。 

 



(一)空气污染严重，考验机动车污染控制工作 

一、中国机动车污染形势(续) 

        近年来秋冬季节，
我国中东部地区雾霾
天气多发，较大范围
的雾霾天气过程多发。 

         

        2012年更加突出,
两会题案成了焦点问
题,大气污染治理题案
100余件,其中机动车
污染防治的40余件。 



(一)空气污染严重，考验机动车污染控制工作(续) 

一、中国机动车污染形势(续) 

          2013年上半年全国环境质量状况表明城市环境空气污染形势严峻。 
 

•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以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
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物（PM2.5）、一氧化碳（CO）、臭氧（O3）六项
指标进行评价，2013年上半年，74个城市： 
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54.8%，超标天数比例为45.2%， 
其中轻度污染占25.4%，中度污染占9.5%，重度污染占7.5%，严重污染占2.8% 
 
•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31.0%，低于74个城市平均值23.8个百分点，
重度污染以上天次占26.2%，高于74个城市平均值15.9个百分点。 
主要污染物为PM2.5，其次是PM10和O3。 
 
•长三角地区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57.5%，高于74个城市平均值2.7个百分点。 
 
•珠三角地区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79.8%，高于74个城市平均值25个百分点。 
主要污染物为PM2.5和O3。  



(一)空气污染严重，考验机动车污染控制工作(续) 

一、中国机动车污染形势(续) 

• 2012年2月22日:在国务院
会议上讨论空气质量问
题(总理及全体部长出席) 

 

• 2012年2月29日: 环保部发
布包括PM2.5在内的新空
气质量标准 

 

• 2016-01-01实施 

 

• 国家将新的重点 

     放在降低PM2.5 



系列大气环境问题的控制核心直指机动车污染物排放。 

(一)空气污染严重，考验机动车污染控制工作(续) 

一、中国机动车污染形势(续) 

SO2 NOx VOC NH3 PM 

细粒子 酸沉降 富营养化 臭氧 



        机动车污染物排
放被认为是PM2.5的
主要来源之一。 

 

        由于排放主要集
中在城市道路两侧及
人口密集区域，且排
放高度处于人的呼吸
带，对人民群众健康
的危害更为突出。 

 

 

(一)空气污染严重，考验机动车污染控制工作(续) 

一、中国机动车污染形势(续) 



(一)空气污染严重，考验机动车污染控制工作(续) 

一、中国机动车污染形势(续) 

柴油车成为控制重点！ 

2010年柴油汽车仅占汽车保有量
的17.4%，但氮氧化物分担率
89.6%,颗粒物(PM)的几乎为100%。 

2011年柴油车仅占汽车保有量
的17%，但排放了近70%的氮氧
化物, 99%以上的颗粒物。 

非道路机械用柴油机污染物排放量
尚未纳入统计！ 



(二)机动车NOx总量减排任务艰巨 

一、中国机动车污染形势(续) 

污染物 要求减排目标 

COD 8% 

SO2 8% 

NH3N 10% 

NOX 10% 

“十二五”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及考核 

  预期性指标之一——人均预期寿命比2010年增1岁：74.5岁 

                            (相当于世界2040年、日本1970年、美国1980年的水平)  



(二)机动车NOx总量减排任务艰巨(续) 

一、中国机动车污染形势(续) 

        氮氧化物减排核查---每年两次的核查，覆盖了全国31
个省、市、自治区，346个地级城市 

其他影响因素： 
      
•  在用车环保定期检测达80% 
•  在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核

发达90% 
•  新车登记注册实施现行国家

排放标准 
•  在用车转入排放达标的准入

规定 
•  高排放车限制行驶相关规定 
•  车用燃油品质提升的供应范

围扩大 

减排量依据不同排放阶段及车类
型的车辆保有量计算 



(二)机动车NOx总量减排任务艰巨(续) 

一、中国机动车污染形势(续) 

2010 2011 2012 

机动车保有量，亿辆 1.86 2.07 2.24 

保有量同比增长，% -- 10.1 10.2 

氮氧化物排放量，万吨 599.4 637.5 639.7 

氮氧化物同比增长，% -- 6.4 0.3 



•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提出经过五年努力，
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 少，到2017年，全国地级
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 
 

•国务院制定考核办法，每年初对各省（区、市）上年度 治理任务完成情况
进行考核。 2015年进行中期评估，并依据评估情况调整治理任务；2017年
对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进行终期考核。考核和评估结果经国务院同意后，向
社会公布，并交由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
价的重要依据。  
 

•对未通过年度考核的，由环保部门会同组织部门、监察机关等部门约谈省
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有关负责人，提出整改意见，予以督促 
 

•对因工作不力、履职缺位等导致未能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的，以及干预、
伪造监测数据和没有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监察机关要依法依纪追究有关
单位和人员的责任，环保部门要对有关地区和企业实施建设项目环评限批，
取消国家授予的环境保护荣誉称号。  
 
 
 
 

(三)空气质量必须改善 

一、中国机动车污染形势(续) 



(四)国家机动车排放标准实施和制修定工作滞后，严
重影响我国机动车污染减排工作 
 

 国家机动车排放标准实施多次推迟。 
轻型柴油车 

国三：比标准原实施时间增加一年过渡(见环办函„2008‟384号) 

国四：暂定比标准原实施时间推迟两年(见环办函„2010‟1390号) 
 

重型柴油车 

国三：比标准原时间增加半年销售库存时间(环函„2007‟519号) 

国四：先暂定比标准原实施时间推迟一年(环办函„2010‟1390号)，后再次推
迟一年半(公告 2011年 第92号) 
 

 阻碍了行业技术升级，拉大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与
我国全球第一汽车生产国地位极不相称。 

 部分城市不得不制定地方标准以满足本区域机动车
污染控制工作的需求。 

 

一、中国机动车污染形势(续) 



 

  

阶段 I  II  III  IV  V  

轻型
汽车 

  型式认证 生产一致性 型式认证 
生产一致
性 

型式核准 制造和销售 型式核准 制造和销售     

汽油 

第一类：
2000.01.01；
第二类：
2001.01.01 

第一类：
2000.07.01；
第二类：
2001.10.01 

第一类：
2004.07.01；
第二类：
2005.07.01 

第一类：
2005.07.01；
第二类：
2006.07.01 

2007.7.1；        
(第一类汽
油车加OBD：
2008.7.1) 

2008.7.1；        (第一
类汽油车加OBD：
2009.7.1) 

2010.7.1 2011.7.1 无   

柴油 

第一类：
2000.01.01；
第二类：
2001.01.01 

第一类：
2000.07.01；
第二类：
2001.10.01 

第一类：
2004.07.01；
第二类：
2005.07.01 

第一类：
2005.07.01；
第二类：
2006.07.01 

2007.7.1 

M类：2008.7.1;N类：
2009.7.1(比标准原
实施时间增加一年
过渡，见环办函
„2008‟384号) 

2010.7.1 

2013.7.1(暂定比标
准原实施时间推
迟两年，见环办
函„2010‟1390
号) 

    

重型
汽车
及发
动机 

  型式认证 生产一致性 型式认证 生产一致性 型式核准 
注册登记、销售和
使用 

型式核准 
注册登记、销售
和使用 

型式核准 
注册登记\
销售\使用 

压燃
式 

2000.09.01 2001.09.01 2003.09.01 2004.09.01 2007.1.1   

2008.7.1(比标准原
时间增加半年销售
库存时间，见环函
„2007‟519号) 

2010.1.1和
2012.7.1(国三
标准型式核准
截至时间延长
至2012年6月
30日，见公告
2011年第92号) 

2013.7.1 
(暂定比标准原实
施时间推迟一年，
见环办函„2010‟
1390号) 
(比1390号函推迟
一年半，见公告 
2011年 第92号) 

2012.1.1  2013.1.1 

气体
点燃 

2000.09.01 2001.09.01 2003.09.01 2004.09.01 2007.1.1   

2008.7.1(比标准原
时间增加半年销售
库存时间，见环函
„2007‟519号) 

2010.1.1 2011.1.1 2012.1.1  2013.1.1 

点燃
式 

2002.07.01 2003.07.01 2003.09.01 2004.09.01 2009.7.1 2010.7.1 2012.7.1 2013.7.1 无   



各方责任明确，车辆全生命周期管理 

 

 

(一)形成较完善的机动车环保管理体系 

二、中国机动车环保管理现状 

 

 

生 

产 

商 

 

 

 

主 

管 

部 

门 

 

 
•产品排放性能测试 
•耐久性试验 
•生产一致性和在用符合性   
 技术准备     
•型式核准申请 

•声明 
•提交资料       

•接受确认检查 
 

 
•技术审核 
•型式核准批准 
•确认检查 
•信息发布和查询 

  
•建立并运行相关质量 
 管理体系  

•基于型式核准 
  资料的检查 
•自我排放检测 

•粘贴型式核准标记等 
•接受监督检查 
•产品改进--型式核准变更 
•报 

 
•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 

•基于型式核准 
  资料的检查 
•排放抽样检测 

• 型式核准变更的审核、 
  批准和发布 
•对企业报告的分析 
•信息公开 

  
•质量担保和售后服务                       
•在用符合性检查 
•主动排放召回      

•改进 
•补救措施                    

•报告 
•失效装臵 
•主动召回 
•。。。 

 
•在用符合性监督检查 
•对企业报告的分析 
•指令召回 
•信息公开 

 
•在用车排放检测 
•发放在用车环保合格 
 标志 
•淘汰高排放车辆 

开发阶段 生产阶段 使用阶段 

相关部门依据大气法
对生产环节进行监管 

相关部门依据大气法
对销售和进口登记环
节进行监管 

“大气法”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制造、销售或者进口超过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
船的，由依法行使监督管
理权的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
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下
的罚款；对无法达到规定
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
车船，没收销毁。 



信息联网 

 

(一)形成较完善的环保管理体系(续) 

二、中国机动车环保管理现状 

环境保护部 

地方环保局 机动车制造企业 

在用车检测 
排放申报型式 
核准技术审核 

新车检测机构 

环保合格标志 
合格 

维修 

不合格  
 

城市环境质量考核 

 
机动车数据中心 

 

达标车型公告 
 

污染防治年报 
 

城考、创模公告 

机动车排放总量核查 

可用于管理的信息：新    车—核准号、排放数据、污染控制装臵和产量等； 

                                         在用车—注册登记、发标、检测和维修等相关信息。 



(二)新车 

二、中国机动车环保管理现状(续) 

        型式核准工作要确保机动车的设计和生产符合排放标准的要求，
特别是要满足耐久和在用符合性要求 

 

•深刻理解法规精神，型式核准不仅限于标准规定的测试工况下的
检查 

• 制造厂必须采取技术措施，确保汽车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和正常寿命
期内达标 

• 禁止使用失效装臵和不合理的排放控制策略等 
 

•抓住主要问题，加强对特殊技术方案和机动车排放控制关键部件
的监管 

 

•为在用车管理提供依据，要求新车（重型）粘贴型式核准标识，
在排放控制关键部件外部打刻标识和企业报送VIN、发动机和后处
理器编码等 

 

•不断完善标准体系 
 



(二)新车(续) 

二、中国机动车环保管理现状(续) 

    新车生产一致性检查内容全面，手段灵活 

核对车、发动机型号 

检查重型车用发动机 
型式核准号 

污染控制关键部件 
型号核查 

抽取整车或发动机 
样品进行排放检测 

企业生产一致性保证 
能力现场核查 

抽取关键部件进行 
性能检查 



(三)在用车 

二、中国机动车环保管理现状(续) 

1、建立省市级的机动车环保监管机构(至
2011年10月，建立了9个省级58个市级机构) 
 

 2、建立并开始在全国实施环保合格标志制
度。2012年在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核发达
90%的城市34个 
 

3、加强机动车环保定期检测(至2011年10月，
1211家检测站，4015条环检线)。2012年在用
车环保定期检测达80%的城市61个 
 

4、7个城市供应下一阶段标准燃油 
 

5、加速淘汰高排放机动车。2012年淘汰约
130多万辆黄标车 
 
 

6、2012年执行黄标车区域限行的城市67个 

...... 



(四)油品质量监管 

二、中国机动车环保管理现状(续) 

《关于促进车用汽柴油产品质量提升的指导意见》2012年8月     

质检、环保、商务和能源四部门联合发布 

 
• 要求车用汽柴油生产与经营企业，切实落实质量安全、诚信经营、全过

程质量控制管理之责任；同时建立完善质控、检验、质量追溯制度和售
后服务制度。 
 

• 明确了各部门具体职责： 

• 质检部门在市场准入管理中，从产品质量安全角度严把准入审查关 

• 商务部门从成品油市场管理角度严格经营企业的市场准入 

• 质检等部门针对突出问题，采取定期和不定期抽检相结合方式加大
检查力度 
 

• 加强投诉举报处理工作。对以次充好、掺杂使假、擅自调和混配车用汽
柴油，导致车辆发生问题、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企业，加大处罚力度
，对情节严重的，撤销生产经营资质。 

 



新车环保一致性检查不达标 

 2012年分两次对重型柴油车及发动机生产企业进行突击抽查，结果： 

 排放检测：合格率较低； 

 环保关键件检查：多个车机型环保关键件与型式核准状态不一致； 

 存在样品开封的情况。 

 

市场销售商用车新车环保一致性不符合 

经常收到地方工商、质检、公安和环保部门反映： 

  销售车辆随车无合格证，可在经销店打印合格证 

  存在整车或发动机混型、套牌情况，配臵与型式核准状态不一致 

  重型车用发动机无环保型式核准标示，污染控制关键件标识缺失 

 

 

 

(五)问题 

二、中国机动车环保管理现状(续) 



超期注册登记前一阶段标准车辆 

          根据全国统计数据，少量存在国三汽油车和国二柴油车等还在注册
登记的问题。 
 

行业普遍问题 
 

•部分企业对环保问题不够重视，对监督检查存在侥幸心理； 
 

•技术路线不能确保稳定达标 

        为降低成本，目前部分国三发动机采用非常规技术路线(如：直列泵、VE泵等)。
由于这些技术对发动机喷油泵、喷油器都有较高要求，一些企业无法很好地控制
上述关键技术参数的散差，导致产品超标。 
 

造成社会问题 

•  在用车检测不合格情况较集中地反映在某些企业产品上，引发车主不满； 

•须防止“套牌”车辆等问题侵害消费者权益，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五)问题(续) 

 

二、中国机动车环保管理现状(续) 



•    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工作进入转变关键期，面
临严峻考验 

 

 

 

•    基本完成了各项管理措施的布局，尚亟待完善
落实 

 

•    新车的环保监管是目前工作重点 

 

 

 

 

 

(五)小结 

二、中国机动车环保管理现状(续) 

单车排放 
控制 

机动车排放 
总量控制 

实现空气 
质量达标 



推动油品配套升级  
• 2013 年底前，全面供应国Ⅳ车用汽油(硫含量不大于50 ppm)，2014 年底前全面供

应国Ⅳ车用柴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优先实施 

• 2013 年7 月1 日前，将普通柴油硫含量降低至350ppm 以下 

• 逐步将远洋船舶用燃料硫含量降低至2000ppm 以下 

• 2015年底前全面建成尿素加注网络，确保柴油车SCR 装臵正常运转 

 

 

 

加快新车排放标准实施进程 
• 鼓励有条件地区提前实施下一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 

• 2015 年起低速汽车(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执行与轻型载货车同等的节能与排放标
准 

• 完善机动车环保型式核准和强制认证制度，不断扩大环保监督检查覆盖范围，确
保企业批量生产的车辆达到排放标准要求 

• 未达到国家机动车排放标准的车辆不得生产、销售 

(一)国务院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三、未来环保管理趋势 

2013年国发37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十条） 
 

•   2014年底前，全国供应符合国家第四阶段标准的车用柴油； 
 

•   2015年底前，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内重点城市全面供应符合国家第五阶段标准的车用汽、柴油； 
 

•   2017年底前，全国供应符合国家第五阶段标准的车用汽、柴油。  

   试点实施新的油品价格制度。 

经济政策有利于优质燃油更早
进入市场。 

• 北京、上海、广东、江苏 

• 2013 年10月 

• 优质优价 

• 50,10ppmS 



加强车辆环保管理，加速黄标车淘汰 

• 到2015 年，汽车环保标志发放率达到85%以上； 

• 加快推行简易工况尾气检测法。完善机动车环保检验与维修(I/M)制度； 

• 2013 年底前实现重点控制区地级及以上城市主城区黄标车禁行，2015 年底前实

现其他地级及以上城市主城区黄标车禁行； 

• 力争到2015 年，淘汰2005 年底前注册运营的黄标车，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基本淘汰辖区内黄标车。 

 

开展非道路移动源污染防治  

• 2013 年，实施国家第Ⅲ阶段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和国家第Ⅰ阶段船用发动

机排放标准； 

• 积极开展施工机械环保治理，推进安装大气污染物后处理装臵； 

• 加快天津、上海、南京、宁波、广州、青岛等地区的“绿色港口”建设。 

 

(一)国务院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续) 

三、未来环保管理趋势(续)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已经出台，其涉及燃煤、工业、
机动车、重污染预警等十条措施，被称为“国十条”。 “国十
条”对2017年前大气污染治理给出了详细治理蓝图，并对各省市
降低PM2.5浓度提出具体要求。其中，大气污染严重的京津冀地
区降低目标最严格。并提出要“开展工程机械等非道路移动机
械和船舶的污染控制”。 

 

     
              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开展非道路柴油机总量核查工作。 

 

(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十三五”总量减排 

三、未来环保管理趋势(续) 



(三)继续加强监督管理 

三、未来环保管理趋势(续) 

• 促进提前实施下一阶段标准； 
 

• 继续深化对机动车排放控制关键部件的管理（标识、贵金属）； 
 

• 不断完善型式核准制度，严把准入关口。关注重点企业和非常规的技
术方案，进行技术讨论和监督试验； 
 

• 持续加大生产一致性检查力度，改进检查方法，拟在十多个重点城市，
检查国四重型柴油车标准实施情况； 
 

• 开展在用符合性检查，包括国三和国四车型； 
 

• 逐步加强对非道路机械用发动机减排工作力度：准备实施三、四阶段
标准；开展联合监督检查。 



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国家 

省市 

环保 

工商 

质检 

车管 

公安 

海关 

其他 

产品质量法 刑法 大气法 

(三)继续加强监督管理（续） 

三、未来环保管理趋势(续) 

开展联合执法 



第十七条  

               依照本法规定进行监督抽查的产品质量不合格的，由实施监督抽查的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其生产者、销售者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省
级以上人民政府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予以公告；公告后经复查仍不合格的，
责令停业，限期整顿；整顿期满后经复查产品质量仍不合格的，吊销营业
执照。 

      监督抽查的产品有严重质量问题的，依照本法第五章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九-六十一条  

         生产、销售的产品为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假冒的、淘汰的、伪
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的、产
品标识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 

 

 责令改正； 

 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 

 并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产品质量法 



第一百四十条 
          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
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
金;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
百万元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
罚金;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
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一百四十九条 
         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不构成
各该条规定的犯罪，但是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本节第一百四十
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构成各
该条规定的犯罪，同时又构成本节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
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一百五十条 
         单位犯本节第一百四十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
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条的规
定处罚。 

刑法 



(四）寻求解决机动车污染重点问题的对策 

三、未来环保管理趋势(续) 

•排放标准 

•制定一步到位的排放标准 

•应适合中国国情，而不是跟随欧洲每个脚印，包括他们的错误经验 
 

•更灵活的管理规定 

•标准应根据区域控制要求分步实施，在重点地区可跳跃性实施标准 

•对提前实施标准的车辆给予排放信用交易的机会（ABT） 

•充分发挥行业自主管理作用 
 

•尽早采用更清洁的排放控制技术，适用燃料技术指标要明确合理 
 

•采取多种鼓励政策 
 

•制定更完善法规，明确个人、企业和各部门责任，补全缺失的环节，加大
监管和处罚力度 

 

 



总    结 

中国正面临机动车污染减排的严峻考验 

 

严格实施环保标准是最有效的减排手段之一 

 

应该选择更适合我们的道路 

 

需要多方协作 

 
 
 

 

 



感谢大家多年来对 
 

环保工作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