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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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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机械及重点区域铁路内燃机车

超标冒黑烟现象基本消除，全国柴油货车排放检测合格率超过

90%，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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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货运量占比提升 0.5 个百

分点。

（二）攻坚思路

坚持“车、油、路、企”统筹，在保障物流运输通畅前提下，

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相关省（市）以及内

蒙古自治区中西部城市为重点，以柴油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为监

管重点，聚焦煤炭、焦炭、矿石运输通道以及铁矿石疏港通道，持

续深入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坚持源头防控，加快运输结

构调整和车船清洁化推进力度；坚持过程防控，完善设计、生产、

销售、使用、检验、维修和报废等全流程管控，突出重点用车企业

清洁运输主体责任；坚持协同防控，加强政策系统性、协调性，建

立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强化部门联合监管和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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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公转铁”“公转水”行动

持续提升铁路货运能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东、中、西

主通道，形成整体运输能力，提升铁路货运效能。强化专业运输通

道，形成沿江沿海等重点方向铁水联运通道，提升集装箱运输网络

能力，有序发展双层集装箱运输。推进西部地区能源运输通道建设，

完善北煤南运、西煤东运铁路煤炭运输体系。推进既有普速铁路通

道能力紧张路段扩能提质，有序实施电气化改造，浩吉、唐呼、瓦

日、朔黄等铁路线按最大能力保障运输需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铁集团牵头，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等参与）

加快铁路专用线建设。精准补齐工矿企业、港口、物流园区铁

路专用线短板、提升“门到门”服务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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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建或改扩建集装箱、大宗干散货作

业区时，原则上要同步建设进港铁路。重点推进唐山京唐、天津东

疆、青岛董家口、宁波舟山北仑和梅山、上海外高桥、苏州太仓、

深圳盐田等重要港区进港铁路建设，实现铁路装卸线与码头堆场无

缝衔接、能力匹配，建设轨道货运京津冀、轨道货运长三角。到 2025

年沿海港口重要港区铁路进港率高于 70%。（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

运输部、国家铁路局、国铁集团牵头，生态环境部等参与）

提高铁路和水路货运量。“十四五”期间，全国铁路货运量增长

10%，水路货运量增长 12%左右。推进多式联运、大宗货物“散改集”，

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 15%以上。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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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粤港澳大湾区等沿海主要港口利用集疏港铁路、水路、封闭式

皮带廊道、新能源汽车运输铁矿石、焦炭大宗货物比例力争达到 80%。

晋陕蒙新煤炭主产区出省（区）运距 500 公里以上的煤炭和焦炭铁

路运输比例力争达到 90%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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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生

态环境部、国家铁路局、国铁集团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柴油货车清洁化行动

推动车辆全面达标排放。加强对本地生产货车环保达标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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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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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环境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海关总署、市

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推进传统汽车清洁化。2023 年 7 月 1 日，全国实施轻型车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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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机动车超

低排放和近零排放技术体系，集成发动机后处理控制、智能监管等

共性技术，实现规模化应用。（生态环境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 30 —

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科技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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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能源化，重点区域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新增或更新公交、出租、

物流配送、轻型环卫等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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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研究开展零排放货车通道试点。（国家发展改

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等按职责分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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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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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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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各地依据排放标准制定

老旧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淘汰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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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

治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

村部、民航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强化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监管。各地每年对本地非道路移动机

械和发动机生产企业进行排放检查，基本实现系族全覆盖。进口非

道路移动机械和发动机应达到我国现行新生产设备排放标准。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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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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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区域城市制定年度抽查计划，重点核验信息

公开、污染控制装置、编码登记、在线监控联网等，对部分机械进

行排放测试，比例不得低于 20%，基本消除工程机械冒黑烟现象。研

究实施铁路内燃机车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生态环境部、海关总署、

国家铁路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推动港口船舶绿色发展。2022 年 7 月 1 日，实施船舶发动机第

二阶段排放标准。提高轮渡船、短途旅游船、港作船等使用新能源

和清洁能源比例，研究推动长江干线船舶电动化示范。依法淘汰高

耗能高排放老旧船舶，鼓励具备条件的可采用对发动机升级改造（包

括更换）或加装船舶尾气处理装置等方式进行深度治理。协同推进

船舶受电设施和港口岸电设施改造，提高船舶靠港岸电使用率。（交

通运输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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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区域达到 80%

左右；重点区域推进建材（含砂石骨料）清洁方式运输。鼓励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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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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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未列入重点行业绩效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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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的企业参照开展车辆管理，加大企业自我保障能力。（生态环境

部牵头负责）

强化重点工矿企业移动源应急管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

平原、东北地区、天山北坡城市群全面制定移动源重污染天气应急

管控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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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牵头，公安

部、交通运输部等参与）

六、柴油货车联合执法行动

开展重点区域联合执法。京津冀三省市按照统一标准、统一措

施、统一执法原则，依法依规开展移动源监管联防联控、联合执法，

对煤炭、矿石、焦炭等大宗货物运输及集疏港货物运输开展联合管

控。推进长三角地区集装箱多式联运、移动源联防联控和监管信息

共享。山西和陕西等地开展重型货车联合监管行动，重点查处天然

气货车超标排放及排放处理装置偷盗、拆除、倒卖问题。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城市加强煤炭、焦炭、矿石、砂石

骨料等运输的联合管控。珠三角、成渝地区、长江中游城市群等货

车保有量大、货运量大的地区加大联合监管力度。（生态环境部牵头，

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参与）

完善部门协同监管模式。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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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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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联合执法常态化路检路查工作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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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决打击非标油品。燃料生产企业应该按照国家标准规定生产合格的

车船燃料。推动相关企业事业单位依法披露环境信息。研究实施降

低企业和司机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防治负担的政策措施。（国家

发展改革委、公安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

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能源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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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平台。推动非

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信息全国共享，实现一机一档，避免多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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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建移动

源现场快速检测方法、质控体系，提高执法装备标准化、信息化水

平，切实提高执法效能。（生态环境部牵头，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

总局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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