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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标	生态环境状况持续向好	

    5 月 11 日，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了《2021 年北京市生态环境

状况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公报》用数据“说话”，全面展示

了北京市 2021 年生态环境状况的向好趋势。2021 年北京市空气质

量首次全面达标，地表水水质持续改善，土壤环境状况保持良好，

声环境质量保持稳定，辐射环境质量保持正常，生态环境状况持续

向好，万元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全国省级最优水平。 

  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铺就绿色发展底色 

  空气质量首次全面达标。2021 年，北京市空气中细颗粒物

(PM2.5)、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颗粒物(PM10)

年平均浓度分别为 33 微克/立方米、3 微克/立方米、26 微克/立方

米、55 微克/立方米；一氧化碳(CO)和臭氧(O3)浓度分别为 1.1 毫

克/立方米、149 微克/立方米。六项大气污染物浓度值首次全部达到

国家二级标准。 

  单纯从数据上看，PM2.5 年平均浓度从 2020 年的 38 微克/立

方米下降到 2021 年的 33 微克/立方米，不过是几微克级别的变化，

但反映到实际环境改善成果上，却是里程碑式的突破，这意味着北

京市自 1998 年大规模开展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以来，经过二十多年

驰而不息的艰苦奋斗，空气质量首次实现全面达标。“仰望夜空，繁

星闪烁”的梦想照进了现实，市民的蓝天幸福感极大增强。 



  五大水系水质明显改善。2021 年，北京市地表水水质持续改

善，主要污染指标年平均浓度值继续降低，市控考核断面劣 V 类水

体全面消除。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源地水质符合国家饮用水源水质

标准。地下水水质保持稳定。 

  河流数据表现亮眼，实现了“优增劣减”。全年共监测五大水系

有水河流 97 条段，I-III 类水质河长占监测总长度的 75.2%，同比增

加 11.4 个百分点；IV-V 类水质河长占监测总长度的 24.8%；无劣 V

类河流。从“清澈见底”到“鱼翔浅底”，北京的水生态越来越好。2021

年，北京市在五大水系主要干支流、重点湖泊和大中型水库监测到

浮游植物 116 种，浮游动物 195 种，底栖动物 207 种，鱼类 41

种，包括黑鳍鳈和马口鱼等北京市二级水生野生保护动物。 

  保障“吃得放心、住得安心”。全市土壤环境状况总体良好。对

农用地实施分类管理，建设用地实行风险管控，未利用地强化巡查

保护，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保障了“米袋子”“菜篮子”和人居

土壤环境安全。 

  2021 年，全部国控土壤背景点中重金属等污染物含量均低于土

壤污染风险筛选值，与“十三五”时期土壤背景点监测结果相比保持

稳定。 

  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环境状况良好。“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

语而百物生。”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北京



市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2021 年北京市生物多

样性调查实地记录了 65 种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群系，2020-2021

年累计记录 94 种。阶段性调查实地记录各类物种 3702 种，2020-

2021 年累计记录 6283 种。实地记录北京新记录物种 17 种，其中

中国新记录物种 6 种，均为大型真菌。 

  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2021 年北京市生

态环境质量指数(EI)为 70.8，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高。其

中，首都功能核心区、中心城区、平原区的 EI 分别比上年提高

2.9%、2.6%、2.4%；生态涵养区持续保持生态环境优良，EI 比上

年提高 1.1%。这组数据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山峦层林尽染，平原蓝

绿交融，城乡鸟语花香的自然美景已经融入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此外，全市声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与上

年相比基本稳定。辐射环境质量保持正常。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处于

本底水平，环境电磁辐射水平强度低于规定的控制限值。 

  统筹推进减污降碳和生态保护 助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除了全面发布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公报》还设置了“措施与行

动”“共同防治”等篇章，回顾 2021 年北京市在污染防治攻坚、自然

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管理、联防联控、全民行动等

方面的工作。 



  污染防治攻坚硕果累累。深入实施“一微克”行动，聚焦氮氧化

物(NOx)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减排，推进车辆结构绿色升级，组

织 VOCs 重点企业完成“一厂一策”深度治理。精细化治理扬尘，全

市降尘量同比下降近 20%。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统筹“水资源、水

环境、水生态”，密云水库水质稳定达标，蓄水峰值再创建库以来新

高，被生态环境部评为全国首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深入实施土

壤污染防治，围绕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齐抓共管、多措并

举。 

  自然生态保护强化监管。全面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与监管。编制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

打造全球超大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典范。开展生态文明示范创建，

北京市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工作已覆盖延庆、密云、门头沟、怀柔和

平谷五个生态涵养区，并延伸到中心城区。 

  应对气候变化稳步推进。研究推进能源、建筑、交通、科技等

领域碳中和政策体系，完善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机制。2021 年

全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2020 年下降 4%左右，保

持全国省级最优水平。深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建设，全市 859

家重点排放单位纳入本市试点碳市场管理。承建全国温室气体自愿

减排交易中心。倡导首都头部企业率先启动低碳转型。通过碳普惠

机制，鼓励公众绿色出行。 



  生态环境管理统筹有力。印发实施《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推进绿色北京建设。完善生态环境地方性法规和

标准，发布实施《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条例》。

加强源头管控，优化营商环境。建成挥发性有机物高密度监测网

络；全面开展生态环境监测，拓展水生态监测，开展生物量监测和

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优化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能，突出“精准、

科学、高效”执法。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开展市级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创新国际交流合作方式。 

  区域联防联控成效显著。强化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积极推

进京津冀三地协同立法实施，共同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夏季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行动。深化流域水环境联保联治，京冀共同

实施《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规划》。跨界地区持续开展流域

联合执法、联动应急、联合监测，协同提升流域综合管理水平。 

  全民行动共同参与。全社会积极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政府主

导、企业自律、公众参与的全民行动格局初步形成。更多市民选择

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千万人次通过线上线下参与了北

京生态环境文化周、北京环保儿童艺术节等百余场活动。积极参与

建言献策和环境监督，助力美丽北京建设，对打击生态环境违法行

为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报》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册子，但细细翻来，却厚藏着北

京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体现着两千余



万北京市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在新的起点上，北京将持之以

恒，久久为功，继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让北京的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态环境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