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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制造业分预案

(2023 年修订)

为进一步完善制造业领域空气重污染应急工作机制，不断提

高制造业领域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理水平，切实减少污染排

放，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23 年修订)》(以下简

称《应急预案》)有关要求，特制定本预案。

一、工作原则

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建立统一指挥、反应迅速、协调有序、

运转高效的应对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开展协同作战，确保企业

各项减排措施落实到位。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

下，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指导区级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组织应

急减排企业按要求落实减排措施。

二、应急响应

（一）预警启动

接到预警启动指令后，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立即启动系统内部

应急响应程序，并在第一时间通知各区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各区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通知

本辖区应急减排制造业企业，要求企业按预警级别和环保绩效分

级落实差异化减排措施。

（二）预警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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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两级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分别派出工作组走访检查

企业减排措施落实情况。区级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区应急

指挥部统一部署，落实属地监管职责，检查本辖区企业减排措施

落实情况，并将工作检查情况每日报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经济

和信息化局对全市制造业企业减排措施落实情况开展抽查，对经

济和信息化系统工作信息梳理汇总，并将有关情况报市空气重污

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三）预警解除

接到预警解除指令后，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及时通知各区经济

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各区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第一时间向本辖

区制造业应急减排企业传达预警解除信息。

三、应急措施

根据空气重污染预警级别，采取相应的倡议性减排和强制性

减排措施。

(一)黄色预警

1.倡议性减排措施

倡导涉及大气污染排放的制造业企业减少溶剂型涂料、胶粘

剂、清洗剂、油墨及其他溶剂型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辅材料及产

品使用。

2.强制性减排措施

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对纳入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

期间应急减排清单的制造业企业，按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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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实施差异化减排措施。

(二)橙色预警

1.倡议性减排措施

倡导涉及大气污染排放的制造业企业最大限度减少溶剂型

涂料、胶粘剂、清洗剂、油墨及其他溶剂型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

辅材料及产品使用。企业合理安排运输，减少重型燃油（燃气）

载货车辆使用，尽量使用国六或纯电动、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输。

2.强制性减排措施

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对纳入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

期间应急减排清单的制造业企业，按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

分级，实施差异化减排措施。同时停止使用国四以下柴油载货汽

车，停止使用燃油非道路移动机械（纯电动、氢燃料电池机械除

外）。

(三)红色预警

1.倡议性减排措施

倡导涉及大气污染排放的制造业企业在确保达标排放基础

上，进一步提高大气污染治理设施的使用效率，最大限度减少溶

剂型涂料、胶粘剂、清洗剂、油墨及其他溶剂型含挥发性有机物

的原辅材料及产品使用。企业合理安排运输，减少重型燃油（燃

气）载货车辆使用，尽量使用国六或纯电动、氢燃料电池汽车运

输。

2.强制性减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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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对纳入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

期间应急减排清单的制造业企业，按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

分级，实施差异化减排措施。同时停止使用国四以下柴油载货汽

车，停止使用燃油非道路移动机械（纯电动、氢燃料电池机械除

外）。

四、应急名单

(一)应急减排清单

各区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区生态环境局按照市空气

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统一部署制定制造业应急减排清单，市

经济和信息化局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对清单制定工作予以指导。制

造业应急减排清单确定后，区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报送市经济

和信息化局，市经济信息化局汇总后报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

制造业应急减排清单应全面覆盖国家和北京市《重污染天气

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中划定的行业，并对企业

环保绩效水平开展绩效评级，根据绩效级别制定差异化减排措

施。绩效评级结果实施动态调整，对于不满足绩效评级要求的，

应及时予以降级。列入应急减排清单的企业要按照“一厂一策”

原则制定应急预案，明确不同级别预警下的应急减排措施，细化

到具体生产线、生产环节、生产设施，确保可操作、可监测、可

核查。

(二)保障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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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指导区级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开展保障名单

制定工作。严格遵守《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23 年修

订）》中划定的保障范围，申请纳入保障清单的企业应为保障民

生、城市正常运行和重大活动的制造业企业。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对申请保障的制造业企业情况进行审核把关，

报请市政府同意后实施。

五、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

市经济信息化局成立空气重污染应急工作组，负责组织制造

业领域开展空气重污染应急工作，并对应急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

查检查。工作组由局主要领导任组长，主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

单位由相关处室组成。各区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成立本部门

空气重污染应急工作小组，负责落实本区制造业领域应急响应措

施，并开展督查检查。

(二)完善配套措施

各区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结合辖区实际，制定本部门应

急分预案，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工作流程，细化工作措施。各区

应急分预案报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备案，并向社会公布实施。

(三)加强应急值守

要完善日常与应急相结合的应急值守制度，保证应急值守系

统运转顺畅。黄色预警时，各单位保持备班备勤；橙色预警时，

各单位要加强在岗值守，确保 24 小时联络畅通；红色预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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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全天(含节假日)值守。

(四)加强公众监督

市、区两级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自觉接受公众监督，要

公布应急分预案、应急减排清单，以及保障民生、城市正常运行、

重大活动的清单（涉密企业和工程除外），公开应急措施等，保

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要引导公众依法监督各项应急措施落

实，鼓励对各类环境问题和隐患进行举报（举报电话 12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