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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十一五”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实施细则 

 

第一部分 总  则 

 

一、考核范围 

（一）城市地区：包括城区、郊区和市辖县、县级市。 

（二）城市市区：包括城区、郊区，不包括市辖县、县级市。 

（三）建成区面积：按建设部建综[2001]255 号文件“关于印

发城市建设统计指标解释的通知”的解释。“十一五”期间城考考

核的建成区面积，是指市区建成区面积。建成区面积以考核年度

初的数据为准。 

二、考核原则 

（一）“十一五”期间，国家考核城市的环境质量监测点位（包

括环境空气、地表水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区域环境噪声、交通

干线噪声）按国家认证的点位进行监测，省级考核城市（不含国家

考核的城市）按省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认证的监测点进行监测。 

（二）考核指标中涉及到的有关监测内容，如果国家标准和

《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中已有明确规定的，以国家标准和《环境

监测技术规范》为准，未规定的按本实施细则执行。涉及国家环

保总局有关文件的，以最新要求为准。 

（三）监测方案一经确定，“十一五”期间原则上不作变动，

如出现不能按原监测方案进行的情况，由城市环保部门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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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省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上报国家环保总局审批后方

可调整。 

 

第二部分 指标解释 

环境质量指标（44％）5项 

 

一、API 指数≤100 的天数占全年天数比例 

（一）指标定义及计算公式 

空气污染指数（API）为城市建成区内认证点位每日环境空气

污染指数（API），其计算方法按照《城市空气质量日报技术规定》

执行。 

％
全年天数

的天数
比例＝的天数所占全年天数的 100100100 ×

≤
≤

APIAPI
 

（二）计分方法 

API 指数≤100 的天数占全年天数比例计分权重为 20 分。 API

指数≤100 的天数占全年天数比例≥85%时得 20 分；API 指数≤100

的天数占全年天数比例≤30%时得 0分。计分公式： 

20×（X-30）/55 

式中：X为 API 指数≤100 的天数占全年天数比例，单位：%。 

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所有考核监测点位必须全部采用空气自

动监测系统，采用自动监测系统的县级市也按 API 优良率统计。其

他未采用自动监测系统的城市该项指标仍按“十五”城市考核中大

气三项指标考核，该项权重为 10 分，PM10、SO2、NO2各项分权重按

4、4、2 计，相关指标解释和计算公式见《“十五”期间城市环境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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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实施细则》，具体计分方法作如下调整： 

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年平均值计分权重为 4 分，年均值≤0.10

毫克/立方米，得 4分，年均值≥0.15 毫克/立方米，得 0分。计分

公式： 

4×（0.15-P）/0.05 

式中：P为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年平均值，单位：mg/m
3
。 

二氧化硫浓度年平均值计分权重为4分，年均值≤0.06毫克/立方米

得4分，年均值≥0.10毫克/立方米得0分。计分公式： 

4×（0.10-S）/0.04 

式中：S为二氧化硫浓度年平均值，单位：mg/m
3
。 

二氧化氮浓度年平均值计分权重为2分，年平均值≤0.04毫克/立方米

得2分，年平均值＞0.08毫克/立方米时得0分。计分公式： 

2×（0.08-N）/0.04 

式中：N为二氧化氮浓度年平均值，单位：mg/m
3
。 

（三）操作解释 

1、监测点位布设原则和布设方法 

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按国家环保总局认证的点位监测，非重点

城市按上级环境保护局认证的点位监测。除点位认定时明确的外，

清洁对照点监测值不得参与全市平均值的计算。     

2、监测项目和频次 

监测三项：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 

监测频次： 

采用自动监测系统进行环境空气监测的点位，有效日均值按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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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24 小时连续监测方式的，各测点每月监测天数不得少于

12 天。 

3、采样和监测分析方法 

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和《环境空气监测

技术规范》执行。 

4、评价方法 

每日 API 指数按认证点位的均值计算。 

因仪器故障或其他原因不能获得有效日均值的，一律视为 API

超过 100。 

（四）数据来源 

城市环境监测部门。 

（五）相关技术文件 

1、《城市空气质量日报技术规定》 

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及修改单 

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一）指标定义及计算公式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指城市市区从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取得的水量中，其地表水水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Ⅲ类和地下水水质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93）Ⅲ类的数量占取水总量的百分比。计算公式： 

％
和（万吨）各饮用水源地取水量之

达标量之和（万吨）各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
质达标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 100×  

 （二）计分方法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计分权重为 8 分，达标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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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时得 8分，达标率≤80%时得 0分。计分公式： 

8×（X-80）/20 

式中：X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单位：%。 

（三）操作解释 

1、监测点位布设原则和布设方法、监测项目和采样频次、采

样和检验方法按国家环保总局下发的《关于 113 个环境保护重点

城市实施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月报的通知》执行（评价见 3、评

价方法）。 

2、评价标准 

地表水源按《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评

价；地下水源按《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 Ⅲ类标准评价。 

3、评价方法 

水源地达标水量，按达标项次占监测总项次的百分比乘以取

水总量计算。计算公式： 

％
监测项次

达标项次
各水源地取水量各水源地达标水量 100××=

 

对有多个监测点位的同一水源地，按各测点平均浓度计算达

标项次，再计算该水源的达标水量。 

既有地表水源又有地下水源的城市，分别统计各水源地达标

水量后，统一计算总的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四）数据来源 

城市环境监测部门。  

（五）相关技术文件 

1、《关于 113 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实施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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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月报的通知》（环函[2005]47 号，如有变动，按最新文件执行） 

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3、《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 

三、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一）指标定义及计算公式 

该项指标包括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和出入境河流水

质变化两方面。 

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是指城市市区地表水认证水

体及断面和近岸海域认证点位监测结果按相应水体功能标准衡

量，不同功能水域水质达标率的加权平均值。沿海城市水环境功

能区水质达标率是地表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和近岸海域功能

区水质达标率的加权平均，非沿海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是指各地表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平均值。计算公式： 

％
次）认证断面监测总频次（

（次）认证断面达标频次之和
断面水质达标率＝ 100×  

由同一功能水体不同断面的水质达标率计算该功能水体的平

均水质达标率；再由不同功能水体的达标率计算地表水或近岸海

域的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出入境河流水质变化只考核流经城市市区的七大流域干流及

一级支流出入境断面水质变化。 

是否考核出入境水质变化由各城市自行决定。 

（二）计分方法 

该项指标计分总权重为 8分，具体计分方法为： 

1、非沿海城市且不考核出入境水质变化的，城市水环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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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水质达标率即地表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计分权重为 8分，

达标率为 100%时得 8分，达标率≤60%时得 0分。计分公式： 

8×（X-60）/40 

式中：X为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单位：%。 

2、非沿海城市但同时考核出入境水质变化的，水环境功能区

水质达标率计分权重为 6 分，水质变化考核计分权重为 2 分，共

计 8分。 

出入境水质变化考核，按照河流入境断面功能考核，如果所

有考核指标（除溶解氧）出境断面浓度与入境断面浓度的差值均

≤0，则得 2 分；任何一项（除溶解氧）浓度增大，水质变化考核

得 0分。 

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 100%时得 6 分，达标率≤60%

时得 0分。计分公式：6×（X-60）/40 

该项指标总计分公式：6×（X-60）/40＋Z 

式中：X为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单位：%； 

Z 为出入境水质变化考核得分。 

3、对于沿海城市但不考核出入境水质变化的，该项指标为地

表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的

加权平均值。地表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 100%时得 5 分，达

标率≤60%时得 0分，计分公式：5×（X-60）/40；近岸海域水环境

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 100%时得 3 分，达标率≤60%时得 0 分，计分

公式：3×（Y-60）/40。该项目指标总计分公式： 

5×（X-60）/40+3×（Y-60）/40 

式中：X为地表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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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为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单位：%。 

4、沿海城市且考核出入境水质变化的，包括三个部分：地表

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出

入境水质变化。 

地表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 100%时得 3 分，达标率≤60%

时得 0分。计分公式： 

3×（X-60）/40； 

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 100%时得 3 分，达标率

≤60%时得 0分。计分公式： 

3×（Y-60）/40； 

出入境水质变化考核，按照河流入境断面功能考核，如果所

有考核指标（除溶解氧）出境断面浓度与入境断面浓度的差值均

≤0，则得 2 分；任何一项（除溶解氧）浓度增大，水质变化考核

得 0分。该项指标总计分公式： 

3×（X-60）/40+3×（Y-60）/40＋Z 

式中：X为地表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单位：%； 

Y 为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单位：%； 

Z 为出入境水质变化考核得分。 

（三）操作解释 

1、地表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1）点位布设原则和布设方法 

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按国家环保总局认证的点位监测，非重点

城市按上级环境保护局认证的监测点位监测。 

（2）采样频率和采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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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河流全年采样 6次，隔月采样。 

城市湖泊（水库）全年采样两次，3月和 9月各一次。有城市

污、废水排放、污染较重的湖泊（水库）可酌情增加采样次数。 

采样方法按《地表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执行。 

（3）监测项目、评价标准和分析方法 

标准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监测和评

价项目统一为：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生化需氧量、氨氮。 

（4）计算方法 

每次有一项以上（含 1项）不达标，即本次不达标。 

如一个城市有多个功能水体，相同功能水体也有多个，先求

相同功能水体的水质达标率，再求城市地表水总的达标率。 

2、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近岸海域海水水质达标率按海水水质标准考核。未划分海域

功能的城市该项指标为零分。 

（1）指标定义 

城市政府管辖海域内，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近岸海域环境

功能区内，认证监测点位监测达标频次占监测总频次的百分比。 

（2）监测点位布设原则及布设方法 

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按国家环保总局认证的点位监测，非重点

城市按上级环境保护局认证的监测点位监测。每个功能区内至少

应保证有一个监测点位。 

（3）采样频率和采样方法 

一年监测三次，时间与海洋环境质量监测同步。 

（4）监测项目和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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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功能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石油类 

海水浴场：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石油类、大

肠菌群 

分析方法:（GB17378.4-1998）海洋监测规范 第 4部分 海水

分析 

（5）计算方法 

每个监测点位每次监测有一项以上（含 1 项）不达标，则该

点位本次监测结果不达标。 

如一个城市有多个功能水体，相同功能水体也有多个，先求

相同功能水体的水质达标率，再求城市海域水质总的达标率。 

（四）数据来源 

 城市环境监测部门。  

（五）相关技术文件 

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2、《地表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91-2002） 

3、《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 

4、《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8号） 

四、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 

（一）指标定义及计算公式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指城市建成区内经认证的环境噪声网格

监测的等效声级算术平均值。计算公式： 

n

eqiL
eqL

n

1i
A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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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qLA 为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单位：dB(A)； 

eqiLA 为第 i网格监测点测得的等效声级，单位：dB(A)； 

n 为网格监测点总数。 

（二）计分方法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计分权重为 4 分，平均值≤56dB（A）时

得 4分；≥62dB（A）时得 0分，计分公式： 

4×（62-X）/6 

式中：X为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单位：dB（A）。 

（三）操作解释 

1、监测点位布设原则和布设方法 

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按国家环保总局认证的点位监测，非重点

城市按上级环境保护局认证的监测点位监测。 

城市建成区范围划分为等面积的正方形网格，测点选在网格

中心，网格中心不便设点时，可将测点移置便于测量的地方（在

网格内移动，移动后的位置距中心的位置尽可能的小）并需在该

点的测量记录中说明。 

若网格内企业、水面、空地所占面积大于该网格面积之半，

则该网格为无效网格。 

有效网格数必须大于 200 个（新增 66 个环保重点城市“十一

五”期间可暂时按 100 个以上有效网格进行监测），网格面积大小

不限。布点方案必须经国家环保总局认定后实施。 

2、测量仪器 

采用积分声级计、环境噪声监测仪、噪声数据采集器等具有

连续测量功能的噪声测量仪器，不得采用人工读数的声级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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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仪器的电、声性能应满足国家标准《声级计电、声性能及其测

量方法》（GB3785-83）中Ⅱ型以上声级计的性能要求，不得采用

Ⅲ型声级计。仪器的使用、校准、检定、测量条件等按《环境监

测技术规范（噪声部分）》的有关规定执行。 

每个测点（网格）测量 10 分钟的等效声级，测量过程中等效

声级涨落大于 10dB 时，应作 20 分钟的测量。 

3、数据的有效性 

监测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时段进行，一般以春季或秋季监测

为宜。 

测量过程中凡是自然社会可能出现的声音（如叫卖声、说话

声、小孩哭声、家用电器声等），均不得视作偶发噪声而予以排除。

建成区内空旷区域及建成区外区域的测量结果不得参与计算。 

凡是在非正常工作时间段内测得的数据，监测点位不符合认

证结果，测量仪器不符合要求的监测数据视为无效数据，全市有

效数据量必须大于测点总数的 95%以上。否则该项指标以零分计。 

必须使用配备打印机的声级计，以此作为原始记录备查，不

能提供声级计现场打印单据的，数据视为无效。 

（四）数据来源 

城市环境监测部门。  

（五）相关技术文件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93） 

五、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 

（一）指标定义及计算公式 

城市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指城市建成区内经认证的交通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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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段监测结果，按其路段长度加权的等效声级的平均值。计算

公式： 

∑

∑

=

=

⋅
= n

1i

n

1i
A

A

Ii

IieqiL
eqL

 

式中： eqLA 为城市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单位：dB(A)； 

eqiLA 为第 i路段监测的等效声级，单位：dB(A)； 

Ii 为第 i路段的长度，单位：m； 

n 为全市当年监测的考核路段总数，单位：个。 

（二）计分方法 

城市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计分权重为 4分，平均值≤68dB（A）

时得 4分；≥72dB（A）时得 0分。计分公式： 

4×（72-X）/4 

式中：X为城市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单位：dB（A）。 

（三）操作解释 

1、测点布设 

在城市规划部门划定的城市主、次干线上，每个自然路段布

一个测点，测点距任一路口的距离应大于 50 米。长度不足 100 米

的路段，测点设于路段中间。测点位于人行道上距路面（含慢车

道）20 厘米处。 

国家考核城市，布点方案需经国家环保总局认定后实施。 

2、测量仪器 

采用积分声级计、环境噪声监测仪、噪声数据采集器等具有

连续测量功能的噪声测量仪器，不得采用人工读数的声级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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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仪器的电、声性能应满足国家标准《声级计电、声性能及其测

量方法》（GB3785-83）中Ⅱ型以上声级计的性能要求,不得采用Ⅲ

型声级计。仪器的使用、校准、检定、测量条件等按《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噪声部分）》的有关规定执行。 

每个测点（路段）测量 20 分钟的等效声级，同时记录车流量。 

3、数据有效性规定 

监测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时段进行，一般以春季或秋季监测为宜。 

在交通管制和突击性强化管理条件下测得的结果一律无效。 

凡是在非正常工作时间段内测得的数据，监测点位不符合认

证结果，测量仪器不符合要求的监测数据视为无效数据，全市有

效数据量必须大于测点总数的 95%以上，否则，该项指标以零分计。  

必须使用配备打印机的声级计，以此作为原始记录备查，不

能提供声级计现场打印单据的，数据视为无效。 

（四）数据来源 

 城市环境监测部门。 

（五）相关技术文件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93） 

 

污染控制指标（30％）6项 

 

六、城市清洁能源使用率 

（一）指标定义和计算公式 

城市清洁能源使用率特指城市地区清洁能源使用量与城市地

区终端能源消费总量之比，能源使用量均按标煤计。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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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量城市地区终端能源消费

量城市地区清洁能源使用
城市清洁能源使用率＝ 100×  

（二）计分方法 

城市清洁能源使用率权重为 3 分，城市清洁能源使用率≥70%

的，得 3分，≤20％的，计为 0分。计分公式： 

3×（X-20）/50 

式中 X为城市清洁能源使用率，单位：％。 

（三）操作解释 

终端能源消费总量是指一定时期内全国生产和生活消费的各种

能源在扣除了用于加工转换二次能源消费量和损失量以后的数量。 

城市清洁能源包括用作燃烧的天然气、焦炉煤气、其他煤气、

炼厂干气、液化石油气等清洁燃气、电和低硫轻柴油等清洁燃油

（不包括机动车用燃油）。 

（四）数据来源 

城市统计、计划及经济综合管理、供电、燃料等部门。 

（五）相关技术文件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当地城市年鉴。 

七、机动车环保定期检测率 

（一）指标定义与计算公式 

机动车环保定期检测率，是指在统计年度中城市地区实际进

行机动车环保检测的车辆数占机动车注册登记数的百分比。计算

公式： 

%100×
数机动车注册登记车辆总

机动车环保检测车辆数
＝机动车环保定期检测率  

（二）计分方法 

机动车环保定期检测率计分权重为 2 分。检测率≥80%，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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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检测率≤40%，得 0分。计分公式： 

2×(X-40)/40 

式中：X为机动车环保定期检测率，单位：％。 

（三）操作解释 

1、机动车（含汽车和摩托车）的车辆数是指按照《大气污染

防治法》和国家环保总局的有关文件规定，在由省级环保主管部

门委托的检测机构进行环保检测的车辆数。各类型机动车排气的

检测方法见第(五)条相关技术文件。 

2、对于机动车一年中进行一次以上环保检测的情况，按照一

次检测计算；按规定免检的机动车数量可计入环保检测车辆数。 

（四）数据来源 

环境统计年报。 

全市机动车注册登记数据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供。 

全市机动车环保检测数据由市环境保护部门提供。 

（五）相关技术文件 

1、《在用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检测机构技术规范》（环发〔2005〕

15 号） 

2、《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

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GB18285-2005） 

3、《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

值及测量方法》（GB3847-2005） 

4、《确定点燃式发动机在用汽车简易工况法排气污染物排放

限值的原则和方法》（HJ/T240-2005） 

5、《确定压燃式发动机在用汽车加载减速法排气烟度排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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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原则和方法》（HJ/T241-2005） 

6、《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怠

速法）》（GB14621-2002） 

7、《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GB19758-2005） 

八、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 

（一）指标定义及计算公式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系指城市地区各工业企业当年处

置及综合利用的工业固体废物量(包括处置利用往年量)之和占当

年各工业企业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量之和(包括处置利用往年量)

的百分比。计算公式： 

%100×
物总量（万吨）当年产生的工业固体废

体废物总量（万吨）当年处置利用的工业固
率＝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  

（二）计分方法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计分权重为5分，处置利用率≥90％，

得 5分；处置利用率≤50％得 0分。计分公式： 

5×（X-50）/40 

式中：X为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单位：%。 

（三）操作解释 

1、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是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状、

半固体状和高浓度液体状废弃物的总量，包括危险废物、冶炼废

渣、粉煤灰、炉渣、煤矸石、尾矿、不排入水体的液态废物和其

它废物等；不包括矿山开采的剥离废石和掘进废石（煤矸石和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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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碱性废石除外），酸性和碱性废石是指采掘的废石，其流经水、

雨淋水 pH 值小于 4或 pH 值大于 10.5 者。 

2、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指通过回收、加工、循环、交换等

方式，从固体废物中提取或者使其转化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能源

和其他原材料的固体废物量（包括当年利用往年的工业固体废物

累计贮存量）。如用作农业肥料、生产建筑材料、筑路等。 

3、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指将工业固体废物焚烧或者最终处置于

符合环境保护规定的场所并不再会回取的工业固体废物量（包括

当年处置往年的工业固体废物累计贮存量）。 

处置方式如：填埋（其中危险废物应安全填埋）、焚烧、专业

贮存场（库）封场处理、深层灌注、回填废矿井等。 

（四）数据来源 

环境统计年报。 

（五）相关技术文件 

环境统计报表制度及指标解释。 

九、危险废物处置率 

（一）指标定义及计算公式 

该项指标包括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率、工业危险废物处置利用

率。 

1、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率，是指城市市区当年集中处置的本市

产生的医疗废物量占当年城市市区医疗废物产生总量的百分比。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计入集中处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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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焚烧厂年实际焚烧量达到 1000 吨以上的； 

单个焚烧厂年实际焚烧量占全市应处置医疗废物量 30%以上； 

本市不具备集中处置条件，通过合法途径将医疗废物送往其

它地区集中处置的，其处置量满足上述条件之一的。计算公式： 

％
）医疗废物产生总量（吨

吨）医疗废物集中处置量（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率＝ 100×  

2、工业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是指城市地区当年处置利用的

本市产生的工业危险废物量占当年产生总量的百分比。 

工业危险废物处置利用量包括当年本市自行处置利用的工业

危险废物量及通过合法途径将工业危险废物转移到其它地区的处

置利用量。计算公式： 

％
（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总量

量（吨）工业危险废物处置利用
率＝工业危险废物处置利用 100×  

（二）计分方法 

1、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率计分权重为3分，集中处置率达到100％，

得 3分，集中处置率≤40％，得 0分。计分公式： 

3×（X-40）/60 

式中：X为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率，单位：%。 

2、工业危险废物（包括废弃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计分权重

为 2 分，处置利用率达到 100％，得 2 分，处置利用率≤40％，得

0分。计分公式： 

2×（Y-40）/60 

式中：Y为工业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单位：%。 

（三）操作解释 

1、医疗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和国家医疗废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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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目录的废物。 

2、工业危险废物，是指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列入国家危险

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

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或液态废物。  

3、危险废物处置，是指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处置。处置场的

建设和管理应执行有关的环境保护规定和要求，如需经过环境影

响评价，办理“三同时”审批手续，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具

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完备的记录等资料。 

（四）数据来源 

卫生部门和环境统计年报。 

（五）相关技术文件 

1、《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原国家经贸委、

原外经贸部、公安部文件，环发[1998]089 号） 

2、《医疗废物分类目录》（卫生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卫医

发[2003]287 号） 

十、重点工业企业排放稳定达标率 

（一）指标定义及计算公式 

该项指标包括重点工业废水排放稳定达标率和重点工业废气

排放稳定达标率。 

重点工业企业是指城市地区范围内分别按废水、废气中主要

污染物排污量从高到低，累计排放量占城市地区排污总量 85%的重

点工业企业。 

排放稳定达标：浓度稳定达到排放标准，执行排污许可证的

规定，不超过排污总量指标要求，未发生污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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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业废水排放稳定达标率是指城市地区范围内的重点工

业企业，经其所有排污口排到企业外部并稳定达到国家或地方排

放标准的工业废水总量占外排工业废水总量的百分比。计算公式： 

100%×
工业废水总量各重点工业企业排放的

和标排放的工业废水量之各重点工业企业稳定达
排放稳定达标率重点工业企业工业废水 =  

重点工业废气排放稳定达标率是指城市地区范围内的重点工

业企业，在燃料燃烧和生产工艺过程中稳定达到排放标准的工业

烟尘、工业粉尘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占其排放总量的百分

比。计算公式： 

100%×
工业烟尘总量各重点工业企业排放的

标排放的烟尘量之和各重点工业企业稳定达
稳定达标率重点工业企业烟尘排放 =

 

工业粉尘、工业二氧化硫稳定排放达标率计算公式同上式。 

（二）计分方法 

重点工业企业排放稳定达标率计分权重为 7 分，重点工业废

水排放稳定达标率计分权重为 3 分，重点工业废气排放达标率计

分权重为 4分。 

1、重点工业废水排放稳定达标率达到 100%，得 3分，≤60%，

得 0分，计分公式： 

3（X－60）/40 

式中：X为城市重点工业废水排放稳定达标率，单位：%。 

2、重点工业废气排放稳定达标率，按照工业烟尘、工业粉尘、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稳定达标率分别计算考核得分。工业烟尘、工

业粉尘、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稳定达标率计分权重分别为 1 分、1

分和 2 分。排放稳定达标率达到 100%，得满分，≤60%，得 0 分，

计分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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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60）/40＋（Y－60）/40＋2×（Z－60）/40  

式中：X、Y、Z分别为城市工业烟尘、工业粉尘、工业二氧化

硫排放稳定达标率，单位：%。 

（三）操作解释 

1、工业废水、工业粉尘、工业烟尘和工业二氧化硫统计范围、

排放量及达标量的界定按照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统计报表制度的规

定执行。 

2、清除企业污染物暗排口，对排污口进行规范化整治。 

（四）数据来源 

环境统计年报和城市环保局。 

（五）相关技术文件 

1、《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2、《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3、有关行业排放标准 

4、《关于印发 2006 年全国环境统计工作要点的通知》(环办

函[2005]831 号) 

十一、万元 GDP 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 

（一）指标定义及计算公式 

万元 GDP 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系指每万元工业增加值

主要工业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排放量、COD、二氧化硫、烟尘）

的排放量。计算公式： 

工业增加值（万元）

量（吨）某工业污染物的年排放
度＝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强万元GDP  

（二）计分方法 

万元 GDP 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计分权重为 8 分，其中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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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GDP 工业废水排放强度、万元 GDP 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万元

GDP 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万元 GDP 烟尘排放强度权重分别为 2分。

考核基准年暂按 2004 年计。 

万元GDP工业废水排放强度上下限分别取50吨/万元、10吨/万元，

计分公式：2×（50-W）/40； 

万元 GDP 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上下限分别取 0.01 吨/万元、

0.001 吨/万元，计分公式：2×（0.01-C）/0.009； 

万元 GDP 烟尘排放强度上下限分别取 0.02 吨/万元、0.002

吨/万元，计分公式：2×（0.02-P）/0.018； 

万元 GDP 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上下限分别取 0.04 吨/万元、

0.008 吨/万元，计分公式：2×（0.04-S）/0.032  

该项指标总计分公式为： 

2×（50-W）/40+2×（0.01-C）/0.009+2×（0.02-P）/0.018+2×

（0.04-S）/0.032 

式中：W、C、P、S分别为某城市万元 GDP 工业废水排放强度、

万元 GDP 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万元 GDP 烟尘排放强度、万元 GDP

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单位：吨/万元。 

（三）操作解释 

全国万元 GDP 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平均水平，由基准年

各城市环保部门报送的各地万元 GDP 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进

行算术平均而得。 

（四）数据来源 

环境统计年报。 

（五）相关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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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提前报送城市主要工业污染物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

强度的通知》（环控函[2004]5 号） 

2、环境统计报表制度及指标解释 

 

环境建设指标（20％）3项 

 

十二、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  

（一）指标定义及计算公式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是指城市市区经过城市污水处理厂二级

或二级以上处理且达到排放标准的污水量与城市污水排放总量的

百分比。计算公式： 

 

（二）计分方法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计分权重为 8分，处理率≥80％，得 8分，

处理率≤30%，得 0分。计分公式： 

8×（X-30）/50 

式中 X为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单位：%； 

（三）操作解释 

1、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量，指经过城市集中污水处理厂

二级或二级以上处理的城市污水量。 

2、城市污水排放总量，是城市生活污水、工业污水排放总量。 

3、二级或二级以上处理指在一级处理的基础上，增加活性污

泥或生物膜等生化处理工艺及其由此衍变出的AB法处理工艺及相

应的处理设施；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措施，处理后的出水水

100%
)(

)(
×

万吨城市污水排放总量

万吨水量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污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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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4、出水水质和其他指标（如污泥处理等）达不到《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相应处理量按零计。 

5、排入城镇二级污水处理厂的工业污水，必须达到《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和其他标准中规定的接入市政管网

的标准限值。 

（四）数据来源 

城市建设、环境监测和环境统计年报。 

（五）相关技术文件 

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H3838-2002） 

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3、地方污水排放标准 

十三、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一）指标定义及计算公式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是指经无害化处理的城市市区生活垃

圾数量占市区生活垃圾产生总量的百分比。计算公式： 

 

（二）计分方法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计分权重 8分，处理率≥85%，得 8分；

处理率≤30%，得 0分。计分公式： 

8×（X-30）/55 

式中：X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单位：%。 

（三）操作解释 

1、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主要有卫生填埋、焚烧、堆肥等

100%
)(

)(
×

万吨生活垃圾产生总量　

万吨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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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符合垃圾无害化处理标准的处理方法，卫生填埋、焚烧、堆

肥以及经分选、消毒、加工利用的生活垃圾量，均计算为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量。生活垃圾填埋场垃圾渗滤液排放必须满足《生

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所规定的排放限值和排放要求；不达

标的，不得认定为无害化处理。 

2、卫生填埋是指按卫生填埋工程技术标准处理城市生活垃圾

的方法，其填埋场地具有防止对地下水、空气和周围环境污染，

以及防止沼气爆炸的设施，并符合相应的环境标准，有别于裸卸

堆弃和自然填埋等可能污染环境的方法。 

3、焚烧是指在一定温度下，生活垃圾经自燃或助燃的方法焚

烧，达到减量化和无害化的处理方法，其产生的热能可以利用。

焚烧厂要具备防止对地下水、环境空气和周围环境污染的防治设

施。 

4、堆肥是指城市生活垃圾，按一定形状，控制适当温度，使

垃圾在堆存中发酵、生物分解的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法。堆肥场

要具备防止对地下水、空气和周围环境污染的防治设施。 

（四）数据来源 

城市建设、环保部门。 

（五）相关技术文件 

1、《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标准》（CJJ17—88） 

2、《城市建设统计指标解释》（建设部建综[2001]255 号） 

3 、《 城 市 生 活 垃 圾 好 氧 静 态 堆 肥 处 理 技 术 规 程 》

（CJJ/T—52—95） 

4、《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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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01） 

十四、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一）指标定义与计算公式 

指建成区内一切用于绿化的乔、灌木和多年生草本植物的垂

直投影面积与建成区总面积的百分比。乔木树冠下重叠的灌木和

草本植物不再重复计算。包括园林绿地以外的单株树木等覆盖面

积。计算公式： 

％
里）建成区总面积（平方公

（平方公里）建成区内绿化覆盖面积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100×  

（二）计分方法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计分权重为 4 分，覆盖率≥35%，得 4 分，

覆盖率≤20%，得 0分。计分公式： 

4×（X-20）/15 

式中：X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单位：% 

（三）数据来源 

城市建设、统计部门。 

（四）相关技术文件 

《城市建设统计指标解释》（建设部建综[2001]255 号） 

 

环境管理指标（6％）2项 

 

十五、环境保护机构建设 

（一）指标定义 

环境保护机构建设是指城市所辖地区内独立环境保护行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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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包括职能、编制和经费）的建设情况。 

（二）计分方法 

1、环境保护机构建设计分权重 3分。 

2、城市所辖县全部为一类县和二类县情况下，若城市及所辖

区域内的区、县、县级市，均建立了独立环境保护机构的得 3分，

部分区、县、县级市经费不落实的扣 1 分，即该项得 2 分，全部

或部分未建立独立的环境保护行政机构，不得分。 

3、城市所辖县有三类县和四类县的情况下，若城市及所辖区

域内的区、县级市和一、二类县全部建立了独立的环境保护行政

机构，得1分；全部或部分未建独立的环境保护行政机构，不得分。 

4、在城市及所辖区域内区、县级市和一、二类县全部建立了

独立的环境保护机构（即已得 2 分）的前提下，三、四类县环保

机构建设得分。计分公式： 

％
三、四类县总数

三、四类县已建立独立环保机构的
设得分＝三、四类县环保机构建 100×  

（三）操作解释 

1、独立环境保护行政机构是指作为该级政府的职能部门，并

有独立的环境行政执法主体地位的环境保护行政机构。市所辖的

区由市派出环保机构的，视为机构健全；如派出机构仅为环境监

察性质的，视为机构不健全。 

2、“未独立”机构是指不直接隶属于同级人民政府，而隶属于

政府的某一职能部门或与其它部门合并设置的环保机构。 

（四）数据来源 

城市环保行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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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的满意率 

（一）指标定义 

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的满意率，是指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工

作的满意程度。 

（二）计分方法  

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的满意率计分权重为 3分，满意率 ≥85%

为 3 分，≤30％得 0分。计分公式： 

3×（X-30）/55 

式中：X为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的满意程度，单位：%。 

（三）操作解释 

该项指标由国家统计局直属调查队，按照国家统计局城市调

查质量规范进行调查。具体调查表内容由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

计局协商确定表号后统一下发。地方政府应给予相应的经费补助。 

（四）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直属调查队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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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及计分公式 

 
限  值 

序号 指 标 名 称 单位 
上限 下限

权重 计 分 公 式 
考核 

范围 

1 API 指数≤100 的天数占全年天数比例 ％ 85 30 20 20×（X-30）/55 

2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 100 80 8 8×（X-80）/20 

8×（X-60）/40 

6×（X-60）/40＋Z 

5×（X-60）/40+3×（Y-60）/40 
3 城市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 ％ 100 60 8 

3×（X-60）/40+3×（Y-60）/40+Z 

4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 DB(A) 62 56 4 4×（62-X）/6 

环

境

质

量 

5 交通干线噪声平均值 DB(A) 72 68 4 4×（72-Y）/4 

认证 

点位 

6 清洁能源使用率 ％ 70 20 3 3×（X-20）/50 

7 机动车环保定期检测率 ％ 80 40 2 2×（X-40）/40 

8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 ％ 90 50 5 5×（X-50）/40 

污

染

控

制 

9 危险废物处置率 ％ 100 40 5 3×（X-40）/60+2×（Y-40）/60 

城市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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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值 
序号 指 标 名 称 单位 

上限 下限
权重 计 分 公 式 

考核 

范围 

重点工业企业废水排放稳定达标率 ％ 100 60 3 3×（X－60）/40 

重点工业企业烟尘排放稳定达标率 ％ 100 60 1 （X－60）/40 

重点工业企业粉尘排放稳定达标率 ％ 100 60 1 （Y－60）/40 
10

重点

工业

企业

排放

稳定

达标

率 重点工业企业二氧化硫排放稳定达标率 ％ 100 60 2 2×（Z－60）/40 

污

染

控

制 

11 万元 GDP 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 吨/万元   8 
2×（50-W）/40+2×（0.01-C）/0.009+2×

（0.02-P）/0.018+2×（0.04-S）/0.032 

 

12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 ％ 80 30 8 8×（X-30）/50 

13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85 30 8 8×（X-30）/55 

城市 

市区 

环

境

建

设 14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35 20 4 4×（X-20）/15 建成区 

15 环境保护机构建设    3 见指标解释 
城市 

地区 
环

境

管

理 
16 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的满意率 ％ 85 30 3 3×（X-30）/55 

城市 

市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