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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情况介绍 

乌鲁木齐市副市长   李宏斌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非常高兴参加中德合作项目德国莱茵内卡地区项目启

动及中德双方项目领导机构第一次联合会议。首先，我代表新疆乌

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向中德合作项目德方项目启动表示祝贺！向与会

的各位代表致以良好的祝愿！下面，我向大家简要介绍乌鲁木齐城

市经济社会发展概况及环境保护工作情况。 
一、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乌鲁木齐市是中国西部一座美丽富饶和民族特色浓郁的现代

化都市，在地理上位于亚洲大陆中心，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

首府，新疆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科技、信息的中心，是新欧

亚大陆桥中国西段的桥头堡，是我国西部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早

在 2000 多年以前，就是古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重镇和东西方经济

文化的交汇点。乌鲁木齐行政区总面积 1.43 万平方公里，其中城

市建成区 302.8 平方公里。居住着汉、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

等 47 个民族，全市总人口 300 多万。现辖七区一县、两个国家级

开发区和一个出口加工区。近年来，乌鲁木齐市紧紧抓住国家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历史机遇，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加快推

进构建现代化国际商贸中心、区域一体化和新型工业化“三大战

略”，内引外联、东联西出，着力将乌鲁木齐建成面向中亚的国际

先进制造业基地、能源资源合作基地、出口加工基地和现代化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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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中心、服务业中心、文化交流中心、区域联络中心，使全市经

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2008 年，乌鲁木齐市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经济总量

跃过千亿元大关。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020 亿元，完

成地方财政收入 131.12 亿元，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366

亿元，在全新疆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它各项经济指标中占四分之一以

上的比重，正在成为中国西部重要的金融、物流、交通、信息枢纽

和面向中亚市场对外开放的门户，并以其独特的区位经济优势，在

区域经济协作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乌鲁木齐市近几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GDP 
年份 

(亿元) 

城市人口数量 

（万人） 

建成区面积 

（平方公里） 

2005 562.5 239.61 176.43 

2006 654.3 249.91 235.88 

2007 820.3 263.42 261.88 

2008 1020 273.24 302.8 

 
 

二、环境保护工作情况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息息相关。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乌鲁木齐市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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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保证。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已成为乌

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受到社会各届的广泛关注。近

年来，乌鲁木齐市针对突出环境问题，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治

理措施，坚持以大气污染治理为中心、水源保护为重点、提高生态

环境质量为目标、强化环境监管力度为手段的工作方针，逐年增加

对环保事业的投入，认真开展“蓝天工程”建设，大力实施节能减

排工程、加强水源保护工作，强化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

境建设，严格环境执法，实施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使城市环境质量

有了明显改善。 
（一）不断完善环境保护监管机构。提升环境监测水平、加强

环境监察执法队伍建设，使环境保护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市辖各

区（县）均设立了独立的环保行政管理机构，部门设置较为齐全。

市、区两级环境监察体系较为完善，环境现场执法、环境应急处置、

日常环境监察能力和执法水平得到了不断提高。 

（二）强化大气污染综合治理。不断完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合理调整城市功能布局，加大城市环境管理力度，大力发展热电联

产、集中供热，推广清洁能源、控制扬尘污染、治理汽车尾气等综

合措施，使环境空气质量有所改善。2008 年，环境空气质量二级

和好于二级以上天数达到 261 天，二级以上天数达到全年天数的

71.3%。 

乌鲁木齐市环境空气质量年度变化情况 

年度 SO2（ mg/m3） NO2（ mg/m3）
PM10

（ mg/m3）
二级好于
二级天数 比例%

2001 0.118 0.059 0.182 150 41.10 
2002 0.102 0.055 0.171 216 59.18 
2006 0.113 0.064 0.151 246 67.4 
2007 0.088 0.067 0.137 252 69 
2008 0.106 0.065 0.144 261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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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做好水污染防治工作，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率。近

年来，乌鲁木齐市加强对水源保护区的环境管理，认真落实《饮用

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加快完善污水收集管网体系，加快城市

污水处理厂建设，不断提高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减少对河流的污染。

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始终保持在 98％以上，河流水质逐年改善。 
（四）积极开展固体废物各项监督管理工作。目前，乌鲁木齐

市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为 65%左右，随着综合利用技术的

发展和利用能力的提高，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将不断提高。 
（五）加强生态建设和生态恢复工作。大规模的开展植树造林，

实施荒山绿化、道路绿化、庭院绿化，不断扩大城市绿地面积。2008
年，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继续保持在 24%以上。积极开展各项生态

保护和建设工作，对原有的自然保护区进行保护性开发，建设沙依

巴克区生态示范区和水磨沟区生态示范区两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自然保护区覆盖率保持在 8.27%。 
（六）编制完成了《“十一五”环境保护规划》、《大气污染

防治综合规划（2008—2020）》、《能源和节能规划（2008—2015）》
等专项规划。颁布实施了《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防治机动车排

气污染管理办法》等地方性法规。开展了《乌鲁木齐市大气污染成

因及防治对策研究》、《重污染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管理关键技

术研究和城市空气污染指数（API）改进和完善研究》、《中意环

保合作乌鲁木齐一期项目》、《乌鲁木齐市冬季大气污染减排对策

研究》等课题。 
通过努力，乌鲁木齐市的社会、经济、环境基本实现协调发展。

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数量持续增加，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的情

况下，环境问题得到逐步解决，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三、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大气污染治理的成效仍未达到计划目标。虽然各项大气



 5

污染治理措施的落实对大气环境污染状况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但受不利的自然因素的影响，加上城市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

产业结构布局与环境容量的承受力结合不够等因素影响，仍无法达

到明显改善的目标。 

（二）水污染的状况依然存在。城乡结合部排水系统还不完善、

城市污水处理能力还不足，污水排放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威胁仍然

存在。 

（三）固体废物的处理处置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生活垃圾的

无害化处理率有待提高，综合利用技术和产品的开发还无法满足需

求。 

（四）环境保护是一项投入大、综合性非常强的系统工程，需

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协作。 

四、环境保护工作的目标和对策 

乌鲁木齐市的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要实现环境质

量的根本改善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我们要继续认真执行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将改善环境质量作为根本任务；将以防为主、防治结合

作为根本方针；将减少污染物产生作为根本途径；将综合运行法律、

经济、技术、行政和信息公开等措施作为根本手段，通过采取综合

防治措施和实施全面控制战略，实现污染物排放量的下降、空气质

量逐步好转，实现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 

1.调整优化城市供热结构，以热电联产为主。到 2010 年前，

对城市中心区域所有分散小锅炉通过热电联产、集中供热等方式予

以替代，热电联产覆盖率达到 60%以上。发展天然气采暖作为补充，

建设地热、煤层气、沼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综合利

用示范工程，将清洁能源供热面积提高到需供暖面积的 25%以上。 

2.优化工业布局，调整产业结构。明确城市功能分区，所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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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业项目都在工业园区布局建设，对城市中心区域的工业企业实

施逐步搬迁，减少城市污染，从空间布局上改变大气污染源包围城

市的局面。 

3.做好节能降耗工作。针对重点耗能企业和环节，落实节能措

施，尽快完成建筑节能改造，保证天然气等高品质燃料的使用。 

4.强化污染治理、完善管理手段。加强供热设施污染治理，降

低污染物排放。现有热电项目和燃煤集中供热锅炉在 2010 年全部

安装脱硫设施，总脱硫率不得低于 70%。加强工业源污染治理，确

保所有污染源达标排放。加强道路保洁，对市区裸露地面实施绿化、

美化、固化、硬化。对城市各类施工工地，煤场、渣场、灰场实施

有效防护，减少扬尘污染。 

（二）在水污染治理方面。 

完善城市排水管网和污水处理厂建设，减少污水对河流及生态

环境的压力。做好水资源综合利用，提高工业废水重复利用率和中

水回用水平。 

（三）在固体废物处理方面。 

通过技术的开发和引进，使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提高

到 70%以上，对生活垃圾的收集处理系统进行完善，使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提高到 95％以上，并逐步实施垃圾的生物堆肥、垃圾

发电，实现资源化。 

（四）加强绿化建设和生态恢复，加强对风景名胜区的环境监

管，进一步加强农村环境保护。 

加强绿化建设和生态恢复工作，不断扩大城市绿地面积。结

合生态示范区建设和荒山绿化承包政策，不断加快城市周边荒山的

绿化进度。积极开展各项生态保护和建设工作，建设国家级生态示

范区。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对农村环境保护投入，大力改善农牧区

生态、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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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能力建设、提高管理水平。 

进一步完善环境监测体系，按照《国家环境监测站建设标准》，

稳步有序推进全市各级环境监测站常规监测能力建设。不断完善环

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加强应急监测能力建设，配备应急设备，提

高突发环境事故处理能力。 

提高环境监察能力，按照《全国环境监察标准化建设标准》，

加快推进市、区（县）两级环境监察机构标准化建设。加强污染源

的监控力度，完成全市重点源在线监测系统建设。 

强化环境宣教和人才队伍培养，通过环境宣传教育，广泛发动

群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和监管，倡导积极、文明的环保生活方式。

加强环境职业教育和岗位技能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综合素质。 

各位来宾、朋友们，乌鲁木齐市正处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时期，

希望通过更多的国际国内技术、经济等项目合作，更好地促进乌鲁

木齐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本地区环境研究提供更积极的示范

成果。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辛勤耕耘，今后我们彼此间

的合作领域一定会更加广泛，环境保护的成果一定会更加丰硕。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