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朝阳市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新突破
三年行动方案

一、攻坚目标

到 2025 年，运输结构、车船结构清洁低碳程度明显提

高，燃油质量持续改善，机动车船、工程机械超标冒黑烟现

象基本消除，柴油货车排放检测合格率超过 90%，柴油货车

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 12%，新能源和国六排放标准货车保有

量占比力争超过 40%，铁路货运量占比力争达到 15%左右。

二、推进“公转铁”行动

持续提升铁路货运能力。加大铁路货运班列开行范围，

提升主要物流通道干线铁路运输能力。推进普速铁路扩能提

质及电气化改造，加快国家高铁通道客货分线运输。加快推

进锦赤线朝阳段货运铁路能力提升。（市发展改革委牵头，

市交通运输局、市生态环境局参与，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

落实。以下各项任务均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落实，不再

一一列出）

加快铁路专用线建设。精准补齐工矿企业、物流园区铁

路专用线短板，实现“门到门”服务。新建及迁建煤炭、矿

石、焦炭大宗货物年运量 150 万吨以上的物流园区、工矿企

业，原则上要接入铁路专用线或管道。推动大型物流园区轨

道交通、铁路专用线建设，逐步实现大宗货物年运量 150 万

吨以上的物流节点通铁路专用线。（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



运输局、市生态环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提高铁路货运量。推进多式联运、大宗货物“散改集”，

推广公铁联运。推动具有铁路专用线的钢铁企业通过运量运

能互保协议等举措，优先采用铁路运输。充分挖掘城市铁路

站场和线路资源，创新“外集内配”等生产生活物资公铁联

运模式。“十四五”期间，铁路货运量增长 10%左右。（市发

展改革委、市交通运输局、市生态环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柴油货车清洁化行动

推动车辆全面达标排放。加强对市内生产、销售货车环

保达标监管，核查车辆的车载诊断系统（OBD）、污染控制装

置、环保信息随车清单、在线监控等，抽测部分车型的道路

实际排放情况，基本实现市内生产货车系族全覆盖。严厉打

击污染控制装置造假、屏蔽 OBD 功能、尾气排放不达标、不

依法公开环保信息等行为，依法依规暂停或撤销相关企业车

辆产品公告，油耗公告和强制性产品认证，督促生产（进口）

企业及时实施排放召回。有序推进实施汽车排放检验和维护

制度，强化汽车排放检验、维护和违法处罚联动管理。加强

重型货车路检路查，以及集中使用地和停放地的入户检查，

全面严厉查处冒黑烟等超标车辆违规上路行驶行为，鼓励采

用黑烟车抓拍等技术手段提高筛查效率，年度抽查率不低于

20%。（市生态环境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交

通运输局、市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推进传统汽车清洁化。全面落实轻型车和重型车国 6b

排放标准。严格执行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符合强制报



废情形的交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按规定回收拆解。支持机动

车超低排放和近零排放技术体系发展，推进成熟技术规模化

应用。（市生态环境局、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

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

分工负责）

加快推动机动车新能源化发展。以公共领域用车为重

点，推进城市建成区新增或更新公交、环卫、邮政、出租（含

网约车）、通勤、轻型物流配送车辆采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

汽车，鼓励机场、铁路货场新增或更换的作业车辆采用新能

源或清洁能源汽车。推广零排放重型货车，有序开展中重型

货车氢燃料等示范和商业化运营。持续推进新能源充换基础

设施建设，满足车辆能源充换需求。（市发展改革委、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市市场监管局、国网朝阳供电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非道路移动源综合治理行动

推进非道路移动机械清洁发展。全面实施非道路移动柴

油机械第四阶段排放标准。因地制宜加快推进铁路货场、物

流园区、机场，以及火电、钢铁、煤炭、焦化、建材、矿山

等工矿企业新增或更新的作业车辆和机械新能源化。鼓励新

增或更新的 3 吨以下叉车基本实现新能源化。制定老旧非道

路移动机械更新淘汰计划，综合运用排放控制区管控、定位

监控、进出场（厂）登记、监督抽测、超标处罚等手段，压

缩老旧机械使用空间，推进淘汰国一及以下排放标准的工程

机械（含按非道路排放标准生产的非道路用车），具备条件



的可更换国四及以上排放标准的发动机。（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等按职责

分工负责）

强化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监管。每年对市内生产非道路

移动机械和发动机进行排放检查，基本实现系族全覆盖，加

强进口非道路移动机械和发动机达标监管。推动非道路移动

机械全面申报编码登记工作，到 2025 年，完成城区工程机

械环保编码登记三级联网，做到应登尽登。强化非道路移动

机械排放控制区管控，不符合排放要求的机械禁止在控制区

内使用。制定非道路移动机械年度抽查计划，重点核验污染

控制装置、编码登记等，对部分机械进行排放测试，基本消

除工程机械冒黑烟现象。（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等参

与）

五、重点用车企业强化监管行动

推进重点行业企业清洁运输。火电、钢铁、煤炭、焦化、

有色等行业大宗货物清洁方式运输比例达到 70%左右。鼓励

具备条件的大型工矿企业开展零排放货物运输车队试点，鼓

励工矿企业等用车单位采取与运输企业（个人）签订合作协

议等方式实现清洁运输。企业按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

分级技术指南要求加强运输车辆管控，完善车辆使用记录，

实现动态更新，有条件的通过安装门禁和视频监控系统等方

式建立运输电子台账。鼓励未列入重点行业绩效分级管控的

企业参照开展车辆管理，提高企业自我保障能力。（市生态



环境局牵头，相关部门参与）

强化重点工矿企业移动源应急管控。2023 年 9 月底前，

各地制定移动源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方案，建立重点企业运

输电子台账、建立用车大户清单和货车白名单，实现动态管

理。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加大部门联合执法检查力度，开

展柴油货车、工程机械等专项检查；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和技

术规范要求加强运输车辆、厂内车辆及非道路移动机械应急

管控，严格查处超标或违规行驶（使用）的车辆和机械。（市

生态环境局牵头，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等参与）

六、柴油货车联合执法行动

完善部门协同监管模式。完善超标车辆生态环境部门监

测取证、公安交管部门实施处罚、交通运输部门监督维修的

联合监管模式，形成部门联合执法常态化路检路查工作机

制。协同推进黑烟车抓拍在公安部门的应用和移动检测设备

计量认证。对柴油进口、生产、仓储、销售、运输、使用等

全环节开展部门联合监管，全面清理整顿无证无照或证照不

全的自建油罐、流动加油车（船）和黑加油站点，对燃料产

销单位燃料质量开展监督执法检查，坚决打击非标燃料。推

动相关企业事业单位依法披露环境信息。加强政策支持和引

导，提高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治理效率，降低治理

成本。（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

局、市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推进数据信息共享和应用。严格实施汽车排放定期检验

信息采集传输技术规范，各地检验信息实现按日上传至省及



国家平台。推动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信息全国共享工

作，实现一机一档，避免重复登记。建设重型柴油车和非道

路移动机械远程在线监控平台，探索超标识别、定位、取证

和执法的数字化监管模式。落实移动源现场快速检测方法、

质控体系要求，提高执法人员能力和执法装备标准化、信息

化水平，切实提高执法效能。（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公安

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市场监管局等参与）

开展市际联合执法。按照全省统一部署，结合属地工作

需求，依法依规与临市开展移动源监管联防联控、联合执法。

严厉打击伪造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结果或出具

虚假检验报告的行为。鼓励各县（市）与毗邻县（市）“结

对子”，重点时段要加大联合监管力度，严查超标重型货车。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等参与）

补齐监管能力短板。强化移动源污染防治能力建设，结

合工作实际，积极包装申报相关储备项目，争取上级专项资

金支持，并加大地方财政资金投入力度，为移动源管控能力

建设、移动源执法抽测等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市财政局

牵头负责）

附表：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重点任务职责分工



附表：

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重点任务职责分工
序
号

任务名称 具体内容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责任单位

1
推动车辆全面达

标排放

加强对市内生产、销售货车环保达标监管，核查车辆
的车载诊断系统（OBD）、污染控制装置、环保信息随
车清单、在线监控等，抽测部分车型的道路实际排放
情况，基本实现市内生产货车系族全覆盖。严厉打击
污染控制装置造假、屏蔽 OBD 功能、尾气排放不达标、

不依法公开环保信息等行为。

持续推进
市生态环
境局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

2
推动车辆全面达

标排放

对存在排放危害车辆，依法依规暂停或撤销相关企业
车辆产品公告，油耗公告和强制性产品认证，督促生

产（进口）企业及时实施排放召回。
持续推进

市市场监
管局

/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

3
推动车辆全面达

标排放
有序推进实施汽车排放检验和维护制度，强化汽车排

放检验、维护和违法处罚联动管理。
持续推进

市生态环
境局、市交
通运输局

/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

4
推动车辆全面达

标排放

加强重型货车路检路查，以及集中使用地和停放地的
入户检查，鼓励采用黑烟车抓拍等技术手段提高筛查

效率，年度抽查率不低于 20%。
持续推进

市生态环
境局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

局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

5
推动车辆全面达

标排放
全面严厉查处冒黑烟等超标车辆违规上路行驶行为。 持续推进 市公安局

市生态环境
局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

6
推进传统汽
车清洁化

严格执行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符合强制报废情
形的交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按规定回收拆解。

持续推进 市公安局
市商务局、
市生态环境

局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



序
号

任务名称 具体内容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责任单位

7
推进传统汽车清

洁化
支持机动车超低排放和近零排放技术体系发展，推进

成熟技术规模化应用
持续推进 市科技局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

8
加快推动机动车
新能源化发展

推进公交、出租车辆采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 持续推进
市交通运
输局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朝
阳机场、铁路

各场站

9
加快推动机动车
新能源化发展

持续推进新能源充换基础设施建设，满足车辆新能源
充换需求。

持续推进 市发改委
市交通运输
局、国网朝
阳供电公司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

10
推进非道路移动
机械清洁发展

全面实施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第四阶段排放标准。制
定老旧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淘汰计划，综合运用排放
控制区管控、定位监控、进出场（厂）登记、监督抽
测、超标处罚等手段，压缩老旧机械使用空间，推进
淘汰国一及以下排放标准的工程机械（含按非道路排
放标准生产的非道路用车），具备条件的可更换国四

及以上排放标准的发动机。

持续推进
市生态环
境局

市交通运输
局、市农业
农村局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朝
阳机场、铁路

各场站

11
推进非道路移动
机械清洁发展

因地制宜加快推进农业领域新增或更新的作业车辆
和机械新能源化。鼓励新增或更新的 3吨以下叉车基

本实现新能源化。
持续推进

市农业农
村局

/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



序
号

任务名称 具体内容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责任单位

12
强化非道路移动
机械排放监管

每年对市内生产非道路移动机械和发动机进行排放
检查，基本实现系族全覆盖，加强进口非道路移动机
械和发动机达标监管。推动非道路移动机械全面申报
编码登记工作，到 2025 年，完成城区工程机械环保
编码登记三级联网，做到应登尽登。强化非道路移动
机械排放控制区管控，不符合排放要求的机械禁止在
控制区内使用。制定非道路移动机械年度抽查计划，
重点核验污染控制装置、编码登记等，对部分机械进

行排放测试，基本消除工程机械冒黑烟现象。

2025 年 12
月

市生态环
境局

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市
交通运输
局、市农业
农村局、市
市场监管局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

13
强化重点工矿企
业移动源应急管

控

2023 年 9 月底前，各地制定移动源重污染天气应急
管控方案，建立重点企业运输电子台账、建立用车大
户清单和货车白名单，实现动态管理。重污染天气预
警期间，加大部门联合执法检查力度，开展柴油货车、
工程机械等专项检查；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
要求加强运输车辆、厂内车辆及非道路移动机械应急
管控，严格查处超标或违规行驶（使用）的车辆和机

械。

持续推进
市生态环
境局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

局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

14
推进数据信息共

享和应用

严格实施汽车排放定期检验信息采集传输技术规范，
各地检验信息实现按日上传至省及国家平台。推动非
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信息全国共享工作，实现一机
一档，避免重复登记。建设重型柴油车和非道路移动
机械远程在线监控平台，探索超标识别、定位、取证
和执法的数字化监管模式。落实移动源现场快速检测
方法、质控体系要求，提高执法人员能力和执法装备

标准化、信息化水平，切实提高执法效能。

持续推进
市生态环
境局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
局、市市场
监管局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



序
号

任务名称 具体内容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责任单位

15
开展市际联合执

法

按照全省统一部署，结合属地工作需求，依法依规与
临市开展移动源监管联防联控、联合执法。严厉打击
伪造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验结果或出具虚
假检验报告的行为。鼓励各县（市）与毗邻县（市）
“结对子”，重点时段要加大联合监管力度，严查超

标重型货车。

持续推进
市生态环
境局牵头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

局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

16
补齐监管能力短

板
结合工作实际，积极包装申报移动源管控相关能力建

设项目，争取上级专项资金支持。
持续推进

市生态环
境局

/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

17
补齐监管能力短

板

加大本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为移动源管控能力建
设、移动源执法抽测等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配合市
生态环境局包装申报能力建设项目，积极争取上级专

项资金支持，并做好地方配套资金保障。

持续推进 市财政局 /
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