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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控制环境污染 的发展

曲 格 平
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

在
“

六五 ”期间
,

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取

得了很大成绩 但是
,

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

很多
,

特别是环境污染还很严重 我们必须

认真总结经验
,

找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对策
,

在
“

七五 ”期间使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能有一个

大的进展

做好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
,

特别是使环

境污染得到有效的控制
,

首先是要有适当的

政策 国内外的经验都一再证明
,

正确的环

境政策是决定性的环节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

的社会主义国家
,

经济还很落后
,

人均国民

生产产值与发达国家比较有很大差距
,

要消

除这种差距需要付出几十年的努力 因此
,

我们的环境目标和要求不能 向 发达 国 家 看

齐
,

不能与他们比高低 当前环境 目标不可

定得过高
,

要与我国的经济实力相适应 没有

经济作后盾任何 目标都是难以行得通的
,

即

使一时行得通
,

也是难于持久的 我们既要

防止那种不顾环境后果发展经济的倾向
,

又

要防止过高的环境标准阻碍 经 济 发 展 的 倾

向 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

应该是制定环

境政策的 出发点和归宿

为了控制环境污染的继续发展
,

在城市

实行环境综合整治
,

在农村实行 乡镇工业的

污染防治
,

这些都是重要的环境政策 现在

的任务是把这些政策具体化
,

并切实得到贯

彻执行
“

谁污染谁治理
”也是一条主要的环境政

策 这项政策要求 国民经济各部门
、

所有

企业和一切有污染危害环境的单位
,

都要把

保护环境作为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
,

都要承

担单独的或者是社会的防治 污 染 措 施 的 费

用 实践证明
,

这条政策是积极地有力地推

动了污染防治的发展
,

同时也有利于筹集大

量环保资金

可以说
,

我们在探索中国式的环保路子

上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

制定出了一些符

合国情的政策措施 只要认真贯彻执行这些

政策措施
,

争取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前景是很

有希望的

先进的技术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占有重要

源地位
,

工业发达国家就是从普遍采用节约

能源和资源
、

低污染和无污染技术才扭转了

那种严重污染的局面的 我国也应该这样做

但是
,

由于我们经济能力不高
,

要求都采用世

界先进技术也有困难
,

应该根据不同情况
,

分

别提出不同要求
,

对于新建
、

扩建和进行技术

改造的大中型企业
,

就要提出较为严格的要

求
,

防治污染的措施要达到国际上 七十年代

水平
,

不要在建成后不久又要进行二次改造

对于大量的小型企业
,

特别是乡镇企业就不

能提出过高的 目标
,

可以随着他们经济能力

的增长不断提高要求
,

经过一个比较长时间

的过渡
,

达到较为先进的水平

在防治环境污染的技术上
,

一方面要学

习借鉴国际上的先进技术 一方面又要努力

开创自己 的技术道路 国际上的先进技术
,

只有在符合我国国情的时候才是有 意 义 的

环境技术科学研究要面向我国的环 境 问 题
,

而且要突出重点 在当前
,

我们科研的重点

是防治城市和工业的污染
,

其中量大面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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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水样有机物数量

一
布朴贬

采样点

一 一
一

太湖 饮 用水 化肥桥
五河滨 解放桥

亭子桥

其他

检 出有机物数量 个

定 量有机物数量 个

有机物毒性数 据 个 丁⋯于⋯丁⋯二
一

耐污型和抵抗型生物种类—
泥鳅 “

 , 。 “
耐

, “ , 它是内河中唯一的优

势种群
,

其数量占组成的 一 多 其

它种只是在个别河段偶然发现且鱼 龄 较 低
、

个体较小的螂鱼和鳝鱼
,

其数量仅 占组成的

一 务
,

说明内河水质污染已 危及到鱼类

的生存
,

因此
,

鱼虾基本上绝迹

对浮游植物指示种 群 的 影 响 和评

价

进行监测的六段总计发现浮 游 植 物

种
,

分别隶属于硅藻 种
、

蓝藻 种
、

绿藻

种
、

裸藻 种
,

其 中除锡山桥断面之外
,

其

余五河段浮游植物组成和分布规律主要为污

染类型

对
‘

浮游动物指示种 群 的 影 响 和评

价

监测结果表明
,

锡 山桥为中污染类型水

质
,

其他监测断面为多污染类型水质

对底栖生物的影响评价

三个测定断面之一文化宫属于严重污染

水质 工运桥和钢铁桥断面则介于中污染类

型
、

多污染类型之间的水质 未完
,

待续

上接第 页

是 一 针对大量燃煤这一需要
,

从采煤
、

煤的加工
、

燃煤技术
、

除尘技术等方面建立一

系列配套技术 二 工业污水和城市生活污

水的处理和综合利用技术
,

这也需要从少 用
、

循环利用
、

工厂处理
、

区域处理
,

以及生物的
、

物理的
、

化学等方法和处理后污水的综合利

用等一系列配套技术 三 工业和生活固体

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和处理技术 变固体废弃

物为资源
,

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
,

也是科研

的一项重大课题 要努力把每年城市的上亿

吨生活垃圾和几亿吨的工业废渣变成可利用

的资源 同时研究对有毒有害废弃物的安全

处置技 术

除 了上述重点防治技术外
,

还有大量其

他方面的课题
,

只要有能力
,

也都应该安排
“ 一

七五”期间在污染防治技术上要有一个新的

进展和突破
,

以便在
“

八五
”

期间使用这些技

术
,

使我国的环境状况有明显的改善 强化

环境管理是实现
“

七五
”

环境 目标的关键措

施 最近几年一再强调强化环境管理的重要

性 这 是因为我国当前还不富裕
,

拿不出更

多的资金用于环境的整治 现在每年用在环

境保护上的资金已达几十亿元
,

争取再增加

一些也是必要的
,

可能的 但是
,

过多的增加

资金也有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

强化环境管

理
,

通过管理控制污染的发展就显得特别重

要 最近几年
,

通过环境管理
,

象城市和工业

污染的防治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特别是近年

间在一百多座城市开展起来 的 环 境 综 合 整

治
,

每年都解决一批多年拖欠的环境问题
,

使

城市环境污染防治 出现了前 所 未 有 的 好 形

势 实践告诉我们
,

在经济不太富裕
,

一时还

拿不出很多资金的情况下
,

强化环境管理是

一条积极的措施

强化环境管理
,

就要有健全的法规标准
,

做到管有依据
,

依法办事 同时
,

要有健全的

机构和胜任的管理人才
,

能够担负起环境监

督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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