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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cale, industrial production of smoke, dust, dust, sulfide number of pollutant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large, coupled with urban traffic and social life will also produce certain waste gas, cause serious 
pollution to the city’s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people’s health and ecological natural environment will be affected by adverse. The 
problem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How to do a good 
job in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health and ecological health. This paper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and then discusses the relevant measures and strategies, hoping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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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工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工业生产产生的烟尘、废气、粉尘、硫化物等污染物的数量也越来越庞大，加上城市交通
与社会生活等也会产生一定的废气，对城市的大气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人们的身体健康与生态自然环境都会受到不良影
响。生态环境治理问题越发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重视，如何做好大气污染防治更是与人们的身体健康、生态健康息
息相关。论文对生态环境治理背景下大气污染防治现状及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进而探讨了相关措施、策略，希望能够为
提高大气污染防治管理效益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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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燃煤取暖、工业生产、城市交通等的发展，使得城市

大气环境受到了严重破坏，并且随着城市、社会生产、生活

的不断发展，城市大气污染问题也变得越发严峻，生态环境

治理也越发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在生态环

境治理过程中，大气污染防治是至关重要的内容，并且具备

较强的复杂性、系统性，需要各个部门与社会全体深度参与，

才能取得较好成效。

2 大气污染相关概述

大气污染的来说主要是工业生产以及城市交通、社会

生活等过程中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硫、碳氢化合物、氮氧化

物、重金属等有害物质逸散到空中，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

一旦大气中这些污染物累积到一定程度，变化便会产生严重

的大气污染，如降低空气含氧量、形成酸雨、光化学污染、

破坏臭氧层等，对人类、动植物的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严

重的会引起人类呼吸道疾病，动植物死亡，全球气候变暖

等。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占据世界

总量的 50% 以上，全国一半以上的城市的年均降尘量超过 

30t/km2，每年的受灾农田超过 6 万万亩，大气污染问题已

然成为中国最为严重的灾害之一。尤其是城市空气中的氮氧

化物、碳氢化合物的含量逐年增加，中国的建筑、居民身体

健康受到酸雨问题的严重危害。

3 生态环境治理背景下中国大气污染防治管
理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全员参与度不足
当前，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工作能够提供给公众



32

资源与环保进展·第 02卷·第 06 期·2024 年 06 月

参与的渠道较为有限，这也是当前中国公众参与大气防治积

极性不高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中国许多地方政府部门、社

会组织都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作出了新的尝试与创新，但是

仍未获得较为理想的公众参与度。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管理

仍然是以政府为主导，行政模式和市场化模式相结合的治理

机制为主。政府部门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做出了较大预算，

但是受到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社会组织、大众的参与度

较低，使得中国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效率普遍较低。此外，

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执法力度不足，以及未就环境保护

与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3.2 防治执行滞后
当前，中国许多地区、城市普遍存在大气污染防治执

法力度偏弱的问题。各级政府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往

往是以国家下达的考核指标为依据制定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但是这些经济指标、任务指标往往存在区域性差别与阶段性

特征。并且，这种行政命令形式的执法管理，显然无法实现

对相关企业的有效管理与约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也存在

较大的随意性、主观性。还有，地方的大气污染防治执法

缺乏足够的依据保障。《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

是中国当前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执法的主要法律法规依据，但

就当前中国许多城市的污染防治执法现状而言，普遍缺乏环

保执法方面的专门规定，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缺乏明确、

具体的规定：一是大气污染违法行为在认定与处罚方法缺乏

明确的法律依据，许多企业的违规排污、超标排放问题得不

到严肃、有力的处理；二是大气污染防治未能形成“有法可

依”的良好法治局面，中国在环保立法方面显然滞后于经济

发展，许多地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仍大行其

道；三是大气污染防治执法缺乏较好的可操作性。大气污染

防治需要政府、社会、大众的全面参与。许多地区的生态环

境治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日趋向好。但是大气污染防治执法的可操作性不足，成为限

制当前大气污染防治管理效益提升的重要问题，如违法排污

缺乏明确定义，污染防治执法不规范，以及污染防治手段、

执法方式等的研究、分析不够深入，限制了大气污染防治管

理效益的提升。

3.3 法律制度不够健全
中国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也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

规与政策，但就生态环境治理背景下的大气污染防治战略实

施而言，中国当前的大气污染防治立法体系仍未十分完善。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立法的层级较低。当前中国

实施的《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主要是对大气

环境治理与重点污染物的排放做出了相关规定，而对于燃

煤、工业、机动车等污染源控制缺乏详细的法律法规，相关

执法工作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二是立法内容全面性不足。

中国的环境保护立法的地方色彩较为明显，如在《环保法》

中对于企业排污、生活排污等行为的规定与地方的环保部门

的实际执法契合性不足，环保执法的权力未能得到有效保

障，环保执法也因此面临较大风险。三是法律的可操作性较

低。中国针对大气污染防治出台的法律法规主要是针对污染

行为、实施主体、污染内容等进行限制，对于环保制度，尤

其是公众参与环保制度方面的规定相对较少，且不够明确，

滞后于公众环保意识、参与环保意愿与要求的提升，进而对

城市的环保宣传、环保执法方面也产生了不良影响。例如，

当前中国许多地方政府部门出台了许多关于环境监测、环境

管理、环保监督检查与考核等相关的法律法规，虽然在大气

污染防治管理方面具备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在内容与要求

方面都较为笼统，缺乏足够的可操作性。尤其是对于环保部

门的相关职责未能以法律的形式进行明确、固定，也是当前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职责、分工模糊的重要原因。

4 生态环境治理背景下大气污染防治管理的
相关措施

4.1 做好污染排放的严格控制
为了强化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需

采取一系列具体做法来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第一，

要深入贯彻《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政策法规，确保每一项

措施都落到实处。在审批重点工程项目时，必须严格把关，

对可能产生严重污染的项目进行限制或禁止。第二，要加强

对企业实际生产情况的了解，准确评估其排污量，并据此制

定切实可行的减排方案。第三，后续污染物排放的有效监管

也是关键。各级政府应建立健全监管体系，加强对企业排

污行为的监督检查，对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第四，要实

施严格的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确保企业排污量不超过规定的

限值。第五，还要加强环境质量监测工作，按照国家相关标

准要求对空气质量进行定期监测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环

境问题。综上所述，通过加大政策法规的执行力度、完善监

管体系、实施严格的排放总量控制以及加强环境质量监测等

措施，可以有效强化大气污染防治管理，促进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

4.2 优化产业与能源结构
为了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优化的目标，从而

提高大气污染防治的成效，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具体做法。

首先，针对化工生产等排放量大、污染严重的企业，我们应

加大监管力度，对于不符合环保标准的企业进行关停整顿，

并严格控制有害物质的排放，防止其扩散到大气中。同时，

我们还应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和环保企业的引进力度，通过

引进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设备，提高产业的整体环保水平。此

外，我们还需全面取缔高污染企业，通过淘汰落后产能，优

化产业结构，实现污染排放总量的有效控制。这不仅可以降

低大气中污染物的浓度，还能为大气环境质量的改善创造有

利条件。在能源结构优化方面，我们应尽可能地使用清洁能

源，如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逐步取代煤炭等高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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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通过优化能源结构，降低能源消耗过程中的污染排放，

从而有效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综上所述，产业结构调整和能

源结构优化是提高大气污染防治成效的重要措施，我们需要

采取具体行动，不断推动这些措施的实施，以逐步恢复良好

的大气环境质量。

4.3 强化监督管理职责落实
各个地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之间实现有效协调，

是提高大气污染防治有效性的重要保障。对此，各级政府部

门必须严格落实国家相关政策法规要求，做好企业排污监督

的严格检查与整顿执行，切实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措施落到

实处。各级政府、部门在大气污染防治的实际工作中，需要

建立起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明确各个管理主体的责任，在

各个部门之间构建起高度协调的合作机制，强化监督执法，

最大程度地杜绝违法排污的问题发生。尤其是要做好对重点

企业、大规模企业的日常监测和检查工作，形成监督管理台

账，避免弄虚作假、暗度陈仓。同时，还需重视李佳琪对监

管方式、方法的创新、提升，借助无人机、卫星遥感、无线

检测等先进技术手段，切实提高污染排放的监管力度，增强

企业排放自律意识，唤起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4.4 增强全面环保与防治意识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得

人们忽略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垃圾焚烧、资源浪费等

不良习惯依然较为常见。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是每一

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必须全面增强人民群众的环保意

识，推动全面参与大气污染防治，才能取得良好成效。对此，

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加大对大气污染防治的宣传力度，深入群

众生产使得群众充分认识到大气污染的严重危害，以及做好

大气污染防治的迫切性。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深入到社区与

群众生活，加强对环保知识的教育宣传，采用粘贴宣传标语、

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增强群众的环保意识，以及鼓励群众积

极配合和参与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当中，将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打造成为全民参与的环境整治运动。

4.5 构建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
对于遭受较为严重污染的区域，采用常规性措施，显

然无法在短期内取得较好成效。此时，则需加强对生态补偿

机制的应用，引导、推动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

与建设工程当中。通过加强对生态环保、绿色环保资源市场

的大力培养，进一步开放绿色生产要素市场，将生产资源生

态化，进而达到节约资源与降低污染的双重效果。同时，加

强对资源使用权、排污使用权等市场补偿机制的有效探索，

将生态恢复技术应用到实际的生产过程当中，建设形成污染

防治、绿色环保的生态经济补偿机制，为大气污染防治提供

有效支持。

4.6 强化环境执法
在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中，加强环境执法是威慑违规乱

排乱放的重要措施，能够有效遏制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有

利于创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发展局面。各级政府需

要重视提高环境执法力度，彻底转变重发展、轻管理的思想。

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与完善，为强化环境保护执法力

度提供依据。政府相关部门需要提高对环境执法的高度重

视，将其纳入环境保护工作重点内容，维护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与政策条例的严肃性，切实保障环保相关政策法规能够落

到实处。此外各级政府部门还应加强协同合作，联合完善各

类行政管理条例与执法监督流程，确保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工

作能够落到实处，有效杜绝违规排放的行为。

5 结语

综述可知，随着工业生产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

气污染问题也越发严峻，对人体健康与生态平衡都造成了严

重威胁，在生态环境治理背景下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已然迫在

眉睫。面对当前大气污染防治管理存在的各种问题，各级政

府及相关部门必须结合区域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

污染排放总量、排放标准的严格监测、监督，积极优化和调

整产业、能源结构，切实落实部门监管职责，不断完善法律

法规，强化环境保护执法，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有效依

据，切实提高大气污染防治管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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