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重点区域及苏皖鲁豫交界地区城市

2020 年 6-9 月优良天数预期提高目标

序号 城 市 2019 年 6-9 月优良天数
2020 年 6-9 月优良天数

预期提高目标

1 北京市 63 0

2 天津市 60 18

3 石家庄市 52 20

4 唐山市 66 16

5 廊坊市 65 17

6 保定市 53 20

7 沧州市 71 15

8 衡水市 65 17

9 邢台市 48 20

10 邯郸市 51 20

11 太原市 64 17

12 吕梁市 88 10

13 阳泉市 68 16

14 晋中市 61 18

15 长治市 59 18

16 晋城市 43 20

17 临汾市 42 20

18 运城市 65 17

19 上海市 108 0

20 南京市 73 14

21 无锡市 79 12

22 徐州市 72 15

23 常州市 78 13

24 苏州市 93 5

25 南通市 98 4

26 连云港市 93 5

27 淮安市 98 4

28 盐城市 103 1

29 扬州市 84 11



序号 城 市 2019 年 6-9 月优良天数
2020 年 6-9 月优良天数

预期提高目标

30 镇江市 81 12

31 泰州市 92 6

32 宿迁市 72 15

33 杭州市 82 8

34 宁波市 104 0

35 温州市 115 0

36 湖州市 77 9

37 嘉兴市 87 7

38 绍兴市 102 0

39 金华市 101 0

40 衢州市 113 0

41 舟山市 117 0

42 台州市 112 0

43 丽水市 115 0

44 合肥市 80 12

45 淮北市 72 15

46 亳州市 72 15

47 宿州市 71 15

48 蚌埠市 102 2

49 阜阳市 73 14

50 淮南市 78 13

51 滁州市 86 10

52 六安市 104 0

53 马鞍山市 77 13

54 芜湖市 80 12

55 宣城市 118 0

56 铜陵市 105 0

57 池州市 85 11

58 安庆市 87 10

59 黄山市 111 0

60 济南市 49 20

61 青岛市 106 0

62 淄博市 51 20

63 枣庄市 65 17

64 东营市 63 17

65 潍坊市 78 8

66 济宁市 56 19

67 泰安市 61 18



序号 城 市 2019 年 6-9 月优良天数
2020 年 6-9 月优良天数

预期提高目标

68 日照市 91 6

69 临沂市 67 16

70 德州市 56 19

71 聊城市 50 20

72 滨州市 59 18

73 菏泽市 56 19

74 郑州市 51 20

75 开封市 56 19

76 洛阳市 61 18

77 平顶山市 60 18

78 安阳市 47 20

79 鹤壁市 52 20

80 新乡市 67 16

81 焦作市 46 20

82 濮阳市 60 18

83 许昌市 57 19

84 漯河市 60 18

85 三门峡市 92 6

86 南阳市 62 18

87 商丘市 71 15

88 信阳市 76 13

89 周口市 67 16

90 驻马店市 67 16

91 西安市 80 12

92 铜川市 100 4

93 宝鸡市 117 0

94 咸阳市 90 9

95 渭南市 75 14

注：1.分配原则：一是底线思维，以全面完成“十三五”优良天数比率约束性指标为基础，

推动各城市 6-9 月优良天数全面提升。二是共同责任，O3区域传输影响较大，同一区域内所

有城市共同承担减排责任。三是区别目标，综合考虑各地 O3超标情况和优良天数比率目标

完成情况，分类指导，超标天数多、目标滞后的预期改善任务重一点。

2.其他区域没有达到优良天数比率时序进度的省份，其重点城市 6-9 月优良天数预期提

高目标另行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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