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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治国理念的指导

下，我国通过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一系列大气污染治

理举措，空气质量实现显著改善。根据北京大学环境统计团队对大

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和周边 102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长期跟踪测

算，在去除气象因素影响后，2022 年 PM2.5 均值浓度相较 2013 年

锐减 55.3%。这一显著成果为广大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健康福

祉，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

验。 

大气污染治理的显著成效与我国的“指标治理”路径和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制密不可分。在目标责任考核中，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

核和排名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与激励作用。绩效评估方法的科学性和

公平性，也直接影响着地方政府空气污染防治的积极性和效率。我

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完善空气质量管理绩效考核体系是健全

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对各级环保部门的空气质量管理绩效考核方法存在

如下不足： 

1. 目前使用的空气质量评估方法往往忽略了气象因素影响。当

前，国家对城市空气质量目标的考核指标是基于污染物原始观测浓

度进行简单算数平均得出的。然而，这种简单的评估方法忽略了空

气质量受气象条件的显著影响。为了更准确地评估空气质量，北大



环境统计团队提出了“人努力-天帮忙”指数。这个指数能科学有效地

分解人为排放和气象因素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历年空气质量评估报

告都明确显示，“天帮忙”（气象因素）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不容忽

视。由此可见，仅仅依赖简单平均处理的污染物浓度来评估空气质

量不够准确，因为它无法排除气象因素的差异化影响，因此并不适

合直接用于排放管理的绩效考核。 

2. 发达国家已开始实施剔除气象影响的空气质量评估，但采用

的方法不完全适用于排放水平有较大年际变化的中国。以美国环保

署为例，其在空气质量趋势分析报告中展示了去除气象影响后的臭

氧浓度趋势分析，用来提供更准确的排放信息；并在空气质量标准

中采用“三年滑动平均”的浓度指标作为达标判据。然而，北大环境

统计团队在国际大气环境期刊上的发表论文指出，这种“三年滑动平

均”方法仅适用于欧美国家，其排放量年际变化相对较小。对于中国

这样在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下排放量年际变化较大的国家，该方法并

不适用。因此，我们进一步提出基于大数据统计学方法的气象因素

去除方法，以更准确地评估空气质量。 

 

针对上述问题，我提出两点建议： 

1. 在政策制定层面，我建议采用剔除气象影响的大气污染物浓

度进行绩效考核和空气质量达标评价，进一步完善环境治理体系。

这一举措旨在更准确地建立污染排放与空气质量的关联，为科学决

策提供坚实支撑，并深入贯彻习总书记提出的“科学治污、精准治



污”理念。同时，通过确保评估结果与地方污染治理绩效紧密挂钩，

我们将能够维护政策公平性和稳定性，推动环境治理工作取得实

效。 

2. 在实践层面，我建议将编写剔除气象影响的空气质量评估技

术指南作为空气质量标准及相关技术规范修订工作的重要部分。首

先，选取科学规范的气象调整方法及统计分析技术形成指南，构建

如“人努力-天帮忙”指数等空气质量绩效评估指标和工具。其次，在

修订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时，明确剔除气象影响的评估方法的适

用范围——主要用于与政府绩效相关的空气质量评估与排名，如空

气质量相关规划的基期评估和阶段性评估，以及全国空气质量通报

排名等。这样做的目的是与提供公众健康指引的空气质量评价形成

区分，确保评估方法与评估目标相一致。 

 

在数字时代，日益积累的环境数据与统计分析技术为量化气象

与空气质量的关系，实现科研到政策的有效转化提供了可能。我建

议相关部门关注气象影响的剔除对空气质量管理绩效考核的重要

性，在政策层面考虑空气质量评估方法的优化改进，更好地发挥数

据服务决策功能，实现环境治理能力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