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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空气质量寿命指数--中国

要点：
• 尽管空气治理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的颗粒物污染水平是WHO认可的安全标准的四倍有余，使其成为世
界第九大空气污染国。

• 在中国的14亿人口中，超过99%的居民生活在平均颗粒物污染水平超过WHO标准的地区，55%的居民生活在颗粒物
污染水平超过中国国家标准的地区。

• 如果全国空气污染水平能降低到WHO标准，中国居民可以获得2.6年的额外预期寿命。
• 作为中国的煤炭和钢铁工业中心，河北省和河南省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水平如果下降到WHO标准，居民的预期寿命
可以增加4年。

• 从2013年到2019年，北京的颗粒物污染下降了35.6%，如果这样的减污趋势得以保持下雨，北京居民的预期寿命将增
加2.4年。如果该市的空气污染水平达到国家标准，居民可以进一步获得1年的额外预期寿命，如果达到WHO标准，则
可以获得3.4年的额外预期寿命。

图1： 中国分别在2013年至2019年间将PM2.5浓度永久性
地降低至WHO标准后增加的预期寿命年数

图2：将2019年PM2.5浓度永久性地降低至WHO标准后
会增加的预期寿命年数

中国在世界前五空气污染大国的交椅上坐了将近20年。但在2014年成功发起“反污染战争”之后，中国将其境内的
颗粒物污染降低了29%，成功跌出世界前五的榜单。如果这样的减污成果能够持续下去，中国居民的预期寿命可望
增加1.5年。

“昔日污染之都环境改善的壮举，证明当前的污染不一定是明天的命运。当各国在应对可持续经济发
展和环境与公共卫生保护的双重挑战时，AQLI，空气质量寿命指数，不仅显示了污染造成的损害，也能
展示通过政策解决污染问题而获得的巨大收益。”	迈克尔-格林斯通，米尔顿-弗里德曼经济学杰出服务教授，本科生院和哈里斯
公共政策学院，EPIC主任。

Note: The WHO changed its particulate pollution guidance on September 22, 2021. The data here reflects the previous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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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中国人口最高的25个地级市的PM2.5浓度与预期寿命增长

重庆 30.0 42 0.7 34 41 2.3

上海 24.1 48 0.8 33 26 1.1

北京 20.5 58 1.0 44 36 2.4

四川成都 13.9 54 1.0 45 45 3.6

天津 13.6 66 1.2 49 41 3.3

广东广州 13.2 34 0.6 33 16 0.6

河北保定 11.6 70 1.2 57 32 2.7

黑龙江哈尔滨 11.1 55 1.0 42 9 0.4

江苏苏州 10.8 53 0.9 39 29 1.6

广州深圳 10.8 29 0.5 26 22 0.7

河南南阳 10.7 52 0.9 42 41 2.8

河北石家庄 10.6 69 1.2 59 40 3.8

山东临沂 10.5 58 1.0 52 21 1.3

湖北武汉 10.1 53 0.9 45 35 2.4

河北邯郸 9.5 74 1.3 59 39 3.7

山东潍坊 9.5 58 1.0 45 27 1.7

浙江温州 9.5 29 0.5 26 25 0.8

河南周口 9.3 64 1.1 54 31 2.4

浙江杭州 9.1 46 0.8 40 22 1.1

山东青岛 9.1 48 0.9 39 26 1.3

河南郑州 9.0 67 1.2 56 35 2.9

陕西西安 8.9 51 0.9 39 33 1.9

江苏徐州 8.9 62 1.1 56 22 1.6

江西赣州 8.7 32 0.6 29 18 0.6

山东菏泽 8.6 71 1.3 56 32 2.6

政策影响
为了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中国政府在2018年7月公布
了其2018至2020年的减污计划。空气污染水平超过国家
标准的35 μg/m3的地区，需要将其污染水平相比2015
年降低18%。尽管现阶段的国家目标没有之前那般雄心
勃勃，一些地区政府在地方五年计划中为自己设定了相
对更严格的目标。例如，北京市承诺在2020年底之前将空
气污染在2015年的基础上降低30%。

中国的进步速度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治污的规模和速度，我们对比
了工业化时期之后的欧洲和美国的进程。在美国，《
清洁空气法》通过后，几乎花了三十年时间，其间还
有五次经济衰退，才达到差不多的颗粒物降低的百
分比。在欧洲，在他们的环境保护机构创立之后，花
了大约20年时间和两次经济衰退才实现了大约与中
国相当的降幅。换句话说，如果其最近的污染物的降
幅得以持续，中国的2.1岁的预期寿命增量将超过美
国自1970年代以来取得的1.6年预计寿命的增量和
欧洲自1998年以来的9个月（下一节将介绍美国和
欧洲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间，中国的空
气污染减少了39%，而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累计
增长了36%。

关于空气质量寿命指数(AQLI)
AQLI是一个污染指数，它将空气中的颗粒物污染转化为可能是社会经济盛会中最重要的指标：它对预期寿命的影响。该指数是由芝加哥大学米
尔顿-弗里德曼经济学荣誉服务教授迈克尔-格林斯通和他在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EPIC）的团队开发的。AQLI植根于一项最新的研究，
该研究量化了人类长期接触空气污染与预期寿命之间的因果关系。然后，该指数结合了局部区域和全球颗粒物测量指标，使人们前所未有地了
解周围社区颗粒物污染的真实成本。
该指数还说明了当空气污染达到现有国家空气质量标准或用户定义的空气质量水平或世界卫生组织的安全标准时，该区域的预期寿命将有多
大程度的改善。这些信息可以帮助当地社区和决策者了解到大气污染政策的重要性的具体内容。

方法论:AQLI所做的预期寿命计算基于一对经同行评审的研究，即Chen等人(2013年)和Ebenstein等人(2017年)，由Michael Greenstone共同撰
写，其中利用了在中国进行的一项独特的自然实验的数据。这项研究通过比较长期暴露在不同程度的颗粒物空气污染中的两个亚群，这些研究能
够合理地表明如何从影响健康的其他因素中分离出微粒空气污染的影响。最近的两项研究发现，持续暴露于额外的10微克/立方米的PM10会降
低预期寿命0.64年。就PM2.5而言，这意味着PM2.5的含量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预期寿命就会减少0.98岁。要了解更多关于AQLI使用的方法，
请访问:aqli.epic.uchicago.edu/about/method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