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 WORLD ENVIRONMENT
2022年第5期 总第198期

机构 INSTITUTIONS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
Clean Air Asia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Clean Air Asia， CAA）是国际非

营利性环保公益组织，主要致力于改善亚洲区域空气质量，

减缓气候变化和打造健康宜居城市。

CAA成立于2001年，总部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在中国北

京和印度德里设有办公室。CAA建立的亚洲国家网络覆盖

了六个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尼泊

尔和斯里兰卡。

自2002年起，CAA在中国开展工作，主要专注于空气

质量管理、绿色交通和能源转型等领域。2018年3月12日，

CAA获得北京市公安局颁发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登

记证书，在北京设立了亚洲清洁空气中心（菲律宾）北京代

表处，在公安部及其业务主管单位生态环境部的指导下开展

工作。

工作领域
空气质量管理

城市空气质量管理能力建设是CAA在中国开展最早的

工作领域，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目前，CAA在中国已经搭

建起多层次、多区域、多形式的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管理能力

建设体系，以支持提升中国各级环保政府部门科学决策与精

准治理的意识和能力。CAA能力管理建设体系具体包括：

面向中国全国范围和重点区域城市的培训，撰写国内外空气

治理经验研究报告、案例分析、技术指南，以及维护空气知库

网站等。

自2015年起，CAA编写并发布《大气中国：中国大气

污染防治进程》中英双语系列年度报告。该年度报告记录并

梳理了中国自2013年发布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来

大气治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及空气质量变化的情况，总

结了中国城市大气治理实践案例，以促进中国全社会支持

和监督相关政策的实施，增进中国城市间的经验交流，并让

国际社会全面了解中国空气质量改善的进程。从2020年起，

该报告增加了“中国蓝天百强城市榜”。此外，CAA还主办

了中国蓝天观察年度论坛，为中国各级环境管理部门及其

技术支持单位、研究机构、NGO、媒体等多利益相关方提供

对话平台，探讨中国大气治理的进展、经验、挑战和未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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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展望。

绿色交通

CAA致力于推动绿色交通在中国的发展。

2008年，CAA在中国率先启动广州市绿色卡

车试点项目，并进一步支持设计了为期5年的广

东省绿色货运示范项目。此后，CAA持续在公

路、水运、运输结构调整等方面推动中国交通领

域的减污降碳。CAA的旗舰项目“绿卡榜”以第

三方视角，对中国市场上的柴油、天然气、纯电

动等不同燃料和动力系统的卡车及其生产商进

行独立、客观和公正的评价，形成的年度绿色榜

单、行业分析和政策建议对于中国全产业链的

减污降碳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CAA蓝港先锋

项目则对中国典型港口在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

体减排行动进行年度评价，项目识别减污降碳

方面领先的港口，推动港口和水运行业的绿色

低碳发展。CAA还通过“青鸥伙伴计划”支持中

国环保公益组织在中国各主要沿海港和内河港

开展空气守护活动。

能源转型

从2018年起，CAA开始关注中国北方农村

地区的散煤污染治理与清洁替代问题，携手中

国合作方开展了针对中国北方典型地区农村地

区的相关调研，为农村地区的清洁取暖目标的

实现提供案例研究与一手调研数据支撑。

CAA还通过“蓝天力计划”项目聚焦推动

重点污染源实现达标排放和产业结构优化，涵

盖煤电、钢铁、水泥、石化等重点行业，支持中

国本土环保公益组织的清洁空气工作走向专业

化，从而支持中国国家相关政策更好地落地。 

其他项目
“添蓝公众倡导”项目

2020年，CAA启动“添蓝公众倡导”项目，

项目旨在提升公众对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认

识，让公众了解如何科学地在多种生活场景下

做好个人防护，并采取行动助力减少空气污染

和减缓气候变化。项目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分享

有趣有料、通俗易懂的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知

识，让公众能够轻松获取知识，促进行动转化。

在世界环境日和国际清洁空气日，项目联合公

益明星和环境领域权威专家，共同发声，呼吁共

同应对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

“更好的空气质量大会”（BAQ大会）

2002年，CAA举办了首届“更好的空气质

量大会”（Better Air Quality Conference，简

称“BAQ大会”），此后每两年一届，该会议成为

亚洲区域议题覆盖面广、影响大的空气质量盛

会。会议内容涵盖空气质量管理，交通、能源、工

业等重点领域减排，空气质量改善与气候变化

减缓的协同治理和环境健康等关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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