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度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5 年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本部门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合计 552.95万元。

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

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

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5 年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32346.81 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23563.06 万元，

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142.58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8641.17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16511.27 万元，占

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51.04 %，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286.68 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 0.89%。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固定资产总额 112905.07 万元，其中：汽车 165 辆，6123.40万元；单价 200 万元以上的设备 43 台（套），

26157.66万元。

四、大额专项资金执行情况

（一）2015 年节能减排及环境保护专项资金资金政策情况。

1、资金设立情况

1999 年，按照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北京市设立了大气治理与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专项用于环境污染防治

和生态保护与建设。2007 年，我市设立了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用于落实国家及本市节能减排政策，支持原有

渠道难以覆盖、支持力度不够或问题比较突出的节能减排重点工作。2012 年，经市政府批准，将大气治理与

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和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合并为节能减排及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由市环

保局、市发展改革委和市财政局主管。2015 年，专项资金紧紧围绕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及节能减碳任务的落实，

有力支持全市各部门实施了节能减碳、污染防治的各项重点措施，同时，专项资金也带动了社会投资，起到

了引导和放大作用。

2、资金决策机制

专项资金的管理遵循计划先行、统筹安排、绩效导向、科学监管的原则，充分体现专项资金的公益性、

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专项资金的重大决策目前实行会商制度，由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

市环保局共同牵头组织召开会商会议，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参加，实行专项资金的统筹管理，具体会商内容包

括研究确定年度项目申报指南、资金规模、支持方式和标准、审议年度资金使用计划等。资金现采取财政补

助、以奖代补和贷款贴息等支持方式，重视推进使用方式的创新。

3、项目遴选办法

专项资金支持节能与降耗、污染减排与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和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等节能减排及环境保

护领域相关工作。重点支持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措施任务的落实。专项资金由市

环保局、市发展改革委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节能减排及环境保护的工作要求，确定年度资金支持重点和投

入方向，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建立专项资金备选项目库，并针对重要类型项目的统筹申报与管理，制定出台



了多项针对具体项目的资金管理办法。另外，对于“一事一议”项目，全部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项目评审

论证，确保项目依据充分，绩效明确，投资合理。（内容应包括设立时间、决策使用、项目遴选等简单情况）

（二）2015 年节能减排及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支出决算总体情况及重点项目支出情况

2015 年节能减排及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支出决算为 299021.61万元，重点支持了压减燃煤、减车控油、治

污减排、节能降耗、综合保障等五个方面，具体情况如下：

煤烟型污染治理项目

2015 年，煤烟型污染治理项目主要为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项目，资金支出决算为 40870.00万元。

机动车污染防治项目

2015 年，围绕老旧机动车淘汰等方面安排了 2 个项目，资金支出决算为 34956.28 万元。其中老旧机动

车淘汰补贴项目 2114.01万元，新能源车推广项目 32842.27万元。

污染源减排及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2015 年，围绕污染源减排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安排了 3个项目，资金支出决算为 119244.52万元。其

中南四区市级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资金 113628.38万元，环保技术改造及新技术示范推广项目 3380.00 万元，

危险废物处置财政补助资金 2236.14万元。

提升全市节能基础能力和节能管理水平项目

2015年，我市坚持"内涵促降"与"结构促降"协同推动，深入推进节能降耗工作，为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

协调，切实推动节能减碳工作由“以退促降、结构促降”向“内涵促降、系统促降”转变，全面强化基础能力建

设，我市共安排 5 个项目，资金支出决算为 98763.15 万元，其中节能减碳工程建设项目 23024.03 万元，节

能减碳基础能力体系建设项目 2947.69 万元，大型公共建筑能耗对比及能效评价系统研究项目 181.82万元，

农宅抗震节能改造项目 68817.30万元，绿色建筑生态示范区建设和绿色建筑标识项目奖励资金 3792.31万元。

综合保障能力建设项目

2015 年安排综合保障能力建设 3 个项目，资金支出决算为 5187.66万元。其中《北京城市环境总体规划》

研究项目 1384.14万元，低排放区和排污拥堵收费技术研究项目 1403.52万元，交通领域节能减排统计与监

测平台二期项目 2400万元。

（三）2015年节能减排及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使用效果

2015 年专项资金的安排和使用，有力支持了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及《2013-2017 年清洁空气

行动计划》的贯彻实施，取得了显著的节能减排效果，发挥了重要的引导放大作用。

2015 年，全市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全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的排放量

与 2010 年比分别削减了 31.81%、30.39%、19.34%和 24.96%，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二五”总量削减目标。

2015 年，全市空气中的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为 80.60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6.20%。二氧化硫

（SO2）、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分别同比分别下降 38.10%、11.80%、12.30%。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 186 天，较 2014 年增加 14天，其中一级优的天数增加 13 天。圆满完成了两大活动空气质

量保障任务，造就了 “世锦赛蓝”和“阅兵蓝”。

（四）2015 年资金支出明细表

2015年节能减排及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支出明细表

序号 主管部门 项目名称 实际支出数（万元）

合计 299021.61



序号 主管部门 项目名称 实际支出数（万元）

一、煤烟型污染治理项目 40870.00

1 市环保局、市经济信息化委 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项目 40870.00

二、机动车污染防治项目 34956.28

2 市科委 新能源车推广项目 32842.27

3 市环保局 老旧机动车淘汰补贴项目 2114.01

三、污染源减排及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119244.53

4 市环保局 南四区市对区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113628.39

5 市环保局 环保技术改造及新技术示范推广项目 3380.00

6 市环保局 危险废物处置财政补助资金 2236.14

四、提升全市节能基础能力和节能管理水平项目 98763.15

7 市发展改革委 节能减碳工程建设项目 23024.03

8 市发展改革委 节能减碳基础能力体系建设项目 2947.69

9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大型公共建筑能耗对比及能效评价系统研究项目 181.82

10 市农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新农办） 农宅抗震节能改造项目 68817.30

11 市规划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绿色建筑生态示范区建设和绿色建筑标识项目奖励资金 3792.31

五、综合保障能力建设项目 5187.66

12 市环保局 《北京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研究 1384.14

13 市交通委 低排放区和排污拥堵收费技术研究 1403.52

14 市交通委 交通领域节能减排统计与监测平台二期项目 24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