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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量化问责规定

第一条 为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工作，切实传导压力、压实责任，根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第十次会议精神，以及《党政领导干部生态

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中办发〔2015〕45 号）和《环境

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厅字〔2015〕21 号）的有关要求，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包括北京

市，天津市，河北省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沧州、衡水、邯

郸、邢台市，山西省太原、阳泉、长治、晋城市，山东省济南、淄

博、聊城、德州、滨州、济宁、菏泽市，河南省郑州、新乡、鹤壁、

安阳、焦作、濮阳、开封市，以下简称“2+26”城市）有关党政领导

干部在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工作中失职失责行为的问责工作。

第三条 本规定问责的重点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县

（区）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党政领导干部，以及地市级党委、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党政领导干部。

第四条 量化问责坚持依法依规依纪、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从严

从紧，并遵循“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终身追责、权责一致”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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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纳入量化问责的具体事项包括：

（一）环境保护部组织的“2+26”城市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强化督

查或巡查整改落实情况；

（二）2017 年四季度和 2018 年一季度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情况。

第六条 纳入量化问责的强化督查或巡查整改落实情况包括：

（一）2017 年 9 月及之后每月，环境保护部强化督查或巡查交办

问题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问题数量；

（二）2017 年 10 月及之后每月，环境保护部强化督查或巡查新

发现的涉及“散乱污”企业整治不力、电代煤和气代煤工作不实、

燃煤小锅炉“清零”不到位、重点行业错峰生产不落实等 4 方面问

题的数量（详见附）。

第七条 纳入量化问责的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情况指的是，2017 年

四季度和 2018 年一季度，大气环境质量（以 PM2.5平均浓度作为评价

指标）改善目标完成情况在“2+26”城市中排名后三位，且未完成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

方案》确定的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第八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副县（区）

长及有关人员实施问责。

（一）未按要求完成交办问题整改且数量超过 2个的；

（二）环境保护部每月强化督查或巡查仍发现本规定第六条第二

款所列大气环境问题，且数量超过 5 个的。

第九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县（区）长

及有关人员实施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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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按要求完成交办问题整改且数量超过 4个的；

（二）环境保护部每月强化督查或巡查仍发现本规定第六条第二

款所列大气环境问题，且数量超过 10 个的。

第十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县（区）委

书记及有关人员实施问责。

（一）未按要求完成交办问题整改且数量超过 6个的；

（二）环境保护部每月强化督查或巡查仍发现本规定第六条第二

款所列大气环境问题，且数量超过 15 个的。

第十一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地市级党

政领导干部及有关人员实施问责。

（一）行政区域内被问责的县（区）达到 2 个的，应对副市（区）

长及有关人员实施问责；

（二）行政区域内被问责的县（区）达到 3个的，应对市（区）

长及有关人员实施问责；

（三）行政区域内被问责的县（区）达到 4个的，应对市（区）

委书记及有关人员实施问责。

第十二条 出现本规定第七条问责情形的，应对负有领导责任的

地市级党政领导干部及有关人员实施问责。

（一）完成《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确定的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比例低于

60%的，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副市（区）长及有关人员实施问责；

（二）完成《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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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确定的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比例低于 30%

的，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市（区）长及有关人员实施问责；

（三）PM2.5平均浓度同比不降反升的，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市（区）

委书记及有关人员实施问责。

第十三条 对符合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问责情形的，由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提出问责建议，

并组织梳理形成相应材料，向相关省级党委、政府进行移交移送。

第十四条 相关省级党委、政府收到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移

交的问责建议及相应材料后，应及时责成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并在 20 个工作日内提出具体问责处理意见。

具体问责处理意见应征得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同意，并在

履行有关程序后向社会公开。

第十五条 问责处理方式为组织处理和党纪、政纪处分，可合并

使用。情节较轻的，可实施诫勉。

在具体问责方式上，应区别直接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领导责

任，直接责任一般应重于主要领导责任，主要领导责任一般应重于

领导责任。

第十六条 对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从严问责。

（一）在督查整改工作中，虚报情况、弄虚作假，工作不严不实

的；

（二）在“散乱污”企业和燃煤小锅炉排查工作中，瞒报漏报、

逃避监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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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7 年以来大气环境质量恶化严重的；

（四）其他需要从严问责的情形。

第十七条 量化问责工作不取代环境保护部约谈、限批等处罚措

施，不取代环境保护专项督察等相关工作安排。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环境保护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并于“2+26”城市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强化督查工作结束后暂停执行。

附：纳入量化问责的环境保护部强化督查或巡查问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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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纳入量化问责的环境保护部强化督查或巡查问题情形

一、“散乱污”企业问题

（一）“散乱污”企业未按要求完成整改问题

列入“散乱污”企业清单

淘汰类“散乱污”企业：2017 年 9 月底前，未依法依规关停取

缔，做到“两断三清”的，即断水、断电、清除原料、清除产品、

清除设备。（在一定期限内，已清理的原料、产品和设备确实需要在

原址存放的，不得具备恢复生产能力）

原址升级改造类“散乱污”企业：未按照强化督查或巡查交办

要求及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完成治污设施建设，投入

运行的。集群类“散乱污”未完成升级改造并经由相关部门会审签

字，投入运行的。

（二）“散乱污”企业新发现问题

应严格同时满足下列 4 条标准，不得随意扩大。此标准仅适用

于强化督查或巡查新发现“散乱污”企业问题，不得作为企业升级

改造标准。

1.适用于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2+26”城市）。

2.属于以下重点行业且符合下列条件的：

（1）有色金属熔炼加工：熔炼、浇注工序未安装烟尘收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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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设施，或除尘仅采用重力法或水膜湿法的。

（2）橡胶生产：橡胶生产过程中，炼胶、成型、硫化工序未采

取密闭工艺，VOCs 废气未收集处理的；橡胶制品生产过程中，需加

热工序 VOCs 废气未收集处理的。

（3）陶瓷烧制：采用煤做燃料，未安装除尘、脱硫设施，或除

尘仅采用重力法或水膜湿法的；采用煤气做燃料，未安装脱硫设施

的。

（4）铸造：熔炼、浇注工序未安装烟尘收集、处理设施，或除

尘仅采用重力法或水膜湿法的。

（5）耐火材料：原辅料露天破碎的，采用煤做燃料，未安装除

尘、脱硫设施，或除尘仅采用重力法或水膜湿法的。

（6）石灰窑：原辅料露天破碎的，窑炉烟气未安装除尘设施，

或除尘仅采用重力法或水膜湿法的。

（7）砖瓦窑：原辅料露天破碎的，窑炉烟气未安装除尘、脱硫

设施，或除尘仅采用重力法或水膜湿法的。

（8）水泥粉磨站：磨机机头、机尾未安装除尘设施，或除尘仅

采用重力法或水膜湿法的。

（9）废塑料加工：热熔、挤出工序未安装 VOCs 废气收集处理设

施的。

（10）家具制造：胶合板生产未安装 VOCs 废气收集处理设施的；

家具生产喷漆工序使用有机溶剂且未安装 VOCs 废气收集处理设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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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上述行业中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

3.2017 年 7 月 31 日前未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的。

4.正在生产或具备生产能力的。

二、电代煤和气代煤工作不实问题

2017 年 10 月底前，纳入电代煤、气代煤任务清单的村庄，届时

发现 1 个村庄未完成改造任务的，即算 0.5 个问题；发现 1 个村庄

虽已完成改造任务，但仍有 20%及以上住户复烧散煤的，也算 0.5 个

问题。

三、燃煤小锅炉“清零”不到位问题

从 2017 年 11 月 1 日起，列入 2017 年燃煤锅炉淘汰清单而未淘

汰的；或发现燃煤锅炉淘汰存在弄虚作假问题的；或发现燃煤锅炉、

煤气发生炉管理清单台账中存在瞒报漏报燃煤锅炉、煤气发生炉的。

发现一台即算 0.5 个问题。

四、重点行业错峰生产不落实问题

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未按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

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要求制定错峰生产和运输方

案。重点行业企业未按照错峰限停产方案执行。

未制定错峰生产和运输方案的，算 1 个问题；制定的错峰生产

和运输方案弄虚作假的，也算 1 个问题；无论是否制定错峰生产和

运输方案，每发现 1 起企业错峰生产和运输落实不到位的，即算 1

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