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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环境的新特点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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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我国生态环境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环境发展的 个新特点≠ 由单纯的工业污染过渡到工业和大众消费形

成的污染并存阶段而且乡镇企业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 水体污染由工业污染发展到工业污染加农业污染的复合污染≈ 生

态恶化问题正在由局部扩展到更大范围从流域的一部分扩到全流域Λ 针对目前生态环境目前出现的新特点在对策上提出了

应实现 个方面的转变≠ 在环境污染控制上应从末端治理发展到清洁生产 在生态保护上应从生态赤字到生态建设≈

在污染治理上从/谁污染!谁治理0转变到/谁污染!谁付费0!/谁治理!谁收益0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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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新特点

随着工农业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生

态环境呈现出 个新特点一是由单纯的工业污染过

渡到工业和大众消费形成的污染并存的阶段而且乡

镇企业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二是水体污染由工业污

染发展到工业污染加农业污染的复合污染三是生态

恶化问题正在由局部扩展到更大范围从流域的一部

分扩到全流域Λ

111  由单纯的工业污染过渡到工业和大众消费形成

的污染并存的阶段

年由于我国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污染

治理工作得到加强一些污染环境和浪费资源严重的

企业被关停部分大中型企业总开工不足总体上工业

污染排放量比上年有所减少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城市

化率的提高生活污染物排放总量占排放总量的比率

持续上升见表 全国废水排放总量与上年比基本不

变但工业废水排放量呈下降趋势特别是工业烟尘和

粉尘下降趋势比较明显按行业统计电力煤气及水泥

的生产供应业排放的 ≥ 占工业 ≥  排放量的  

水泥行业排放的粉尘量占全国粉尘排放量的  工

业固体废物排放量自 年以来基本持平Λ

我国城市垃圾平均以每年 1 的速度增长少

数城市如北京的垃圾增长率达到  ∗  Λ 年



表 1  1997∗ 1998 年全国工业污染物和

生活污染物排放情况1≅ 

年份  

工业废水排放量  

污水中 ≤  ⁄排放量  

工业 ≥ 排放量  

工业烟尘排放量  

工业粉尘排放量  

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生活污水排放量  

污水中 ≤  ⁄排放量  

生活中 ≥ 排放量  

生活烟尘排放量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规划财务司!环境统计公报Λ

我国城市垃圾清运量已达 1亿 预计到 年垃

圾年产总量将达到 1∗ 1亿 Λ

112  水体污染由工业污染到工业!农业复合污染

由于化肥!农药和农用化学物质的大量使用对地

表水的影响日趋严重从全国范围来看水体污染正在

由工业污染到工农业复合污染水体的主要污染指标

是氨氮!高锰酸钾指数和挥发酚等Λ近年来在蓟运河作

的调查发现无论在枯水期!平水期还是丰水期蓟运

河地表水中氨氮的含量均超出了国家地表水的 类标

准在枯水期和平水期时≤  ⁄ 的含量超出了国家

类标准只有在丰水期时 ≤  ⁄才能达到国家地表水的

 类标准Λ在我国富营养化问题在许多湖泊和水库中

均呈严重化趋势≈∗ Λ

年全国废水排放量为 亿 其中工业废

水 亿 生活污水 亿 与上年相比尽管工业

废水排放量下降了 1 但是生活污水排放量却增

加了 1 生活污水化学需氧量≤  ⁄排放量比上年

增加 1 Λ 年和 年废水及化学需氧量排放

对比见表 Λ

113  生态退化正在由局部扩展到更大范围从流域的

一部分扩展到全流域

森林植被破坏!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

平衡失调等问题正在由局部扩展到更大范围从流域

的一部分扩展到全流域Λ 全国平均每年新增水土流失

面积 


土地荒漠化每年以 
 的速度扩

展草场退化每年以 万 
的速度增加Λ生物多样

性受到严重破坏全国有  ∗  的动植物种类生

存受到威胁高于世界  ∗  的平均水平Λ

近年来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

重黄河断流愈演愈烈进入 年代以来断流的时间

不断延长断流的范围不断扩大年实际断流 

天年断流 天年断流时间长达 天

断流达 多  Λ 年长江洪水泛滥之时黄河仍

断流 天Λ 长江上中游地区由于大面积的森林砍

伐Λ 过度放牧和围湖造田致使长江含沙量不断增加

河流淤积洪涝灾害加剧年的长江洪水便出现了

/中流量!高水位!大灾害0的现象Λ黄河!长江两大流域

的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对两个流域的经济发展直接带来

严重损失而且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Λ

表 2  1998 年与 1997 年废水及化学需氧量排放对比

年
份

工业废水≅  生活污水≅  工业 ≤  ⁄≅  生活 ≤  ⁄≅ 
总量 排放量 占总量比例 排放量 占总量比例 总量 排放量 占总量比例 排放量 占总量比例

   1  1   1  1
   1  1   1  1
变化值      1  1      1  1
变化率  1  1 1  1  1 1

  虽然没有公认的生态环境损失的经济评估但是

从已有资料来看我国生态环境损失是巨大的≈Λ据世

界银行估计中国大气污染与水污染的损失约占当年

⁄° 的 1 未包括固体废弃物污染和生态破坏Λ

按照生态破坏损失是污染损失的 倍来推算我国生

态环境破坏的总损失约占 ⁄° 的  左右这样

年我国 ⁄° 的实际增长不再是 1 而是 1

左右下调 1 个百分点Λ因此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的

生态环境代价是巨大的Λ 近 年来我国在总体上承

袭了/先污染!后治理0的模式Λ

2  生态环境保护对策与政策建议

211  从末端治理到清洁生产

末端治理是我国长期以来治理环境污染的一种基

本手段主要是通过监测不同企业或单位生产或生活

过程中排放出的各种污染物的量和浓度通过环保法

规强制采取必要的污染治理措施如建立污水处理

厂!垃圾处理站!安装消烟除尘装置和尾气净化装置

等或者通过对企业或单位征收一定的排污费由环境

保护部门统一进行污染治理Λ 这种污染治理方式是被

动的常常会因一些企业或地方领导人为了局部利益

采取一些隐蔽的方式排放污染物而逃避环保部门的

监督从而逃避对环境排污费的征收Λ其结果是导致对

环境的污染和对人体健康的损害Λ

清洁生产是实行全过程控制污染的一种形式它

是一种主动的环境污染控制和治理模式主要通过控

制企业的生产工艺过程来实现减少环境污染物排放的

期                 环  境  科  学                   



目的达到企业生产过程中废物的零排放≈Λ清洁生产

是以节能!降耗!减污为目标以技术!管理为手段通

过对企业生产全过程的排污审核设计出最优的生产

工艺过程以消除和减少工业生产对人类健康与生态

环境的不利影响Λ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实力的提高和公

民生态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实现清洁生产已经为广

大政府部门和企业所认可特别是随着我国科学技术

水平的提高实行清洁生产工艺不仅不会降低企业的

利润而且还可以间接地促进企业发展Λ近年来社会上

环保产品和绿色食品的热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

民环保意识的提高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清洁生产的

发展Λ 实现企业的清洁生产是我国目前应大力推广的

污染治理模式之一Λ 清洁生产工艺在生产过程中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选择无毒!低毒!少污染的替代

产品和生产工艺 选择无毒!低毒!少污染的替代原

材料和能源≈ 强化工艺!设备!原材料储运管理和生

产组织过程的管理减少物料的流失…结合技术改

造更新落后!原材料浪费大!污染严重的工艺与设备

 对必须排放的污染物进行综合利用对少量的必

须排放的污染物进行低费用!高效能的处理和处置

利用生态工程的原理和技术将排放的废物消除在整

个生产过程中Λ

212  从生态赤字到生态建设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资源高消耗!环境重污染!片

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欠下了巨额

赤字生态环境状况每况愈下Λ但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实

力的提高和公民环境意识的加强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的呼声愈来愈高Λ 年代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就开展了

大规模的生态环境建设和综合治理如 年实施的

长江流域上游天然林的禁伐与保护工程!年淮河

流域环境污染治理的零点方案年发布的全国生

态环境建设规划均体现了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对生态环

境的重视Λ加强生态建设偿还长期以来欠下的巨额生

态赤字已成为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Λ 开展大

规模的生态建设保护现有的天然林和治理水土流失

已经成为全社会的需求Λ

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完善国外资本和私营资

本的投入将会为我国解决环境问题和生态建设!发展

环保产业提供强大的动力Λ 通过政府建立环保法律法

规积极吸引外资和私人投入实现投资的多元化同

时发挥各种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开

展生态建设与恢复Λ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为开展生态建设提

供了基本保障Λ目前农业面临着结构调整问题Λ这使得

有机会将农业结构调整!扶贫和农民增收以及生态环

境建设结合起来以粮食换林草Λ目前我国提出的西部

大开发和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0通过/以粮代

赈0加快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特别是坡地的退

耕还林或还草加快森林草地的生态恢复Λ

全球化为我国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另一强大

力量Λ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

展得到高度重视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团体为了自

身的利益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来促进发展中国

家的环境改善和生态建设如何借用国际资本和力量

来推动我国生态建设将十分重要Λ

213  从/谁污染!谁治理0到/谁污染!谁付费0! /谁治

理!谁收益0

/ 谁污染!谁治理0是在我国早期环境污染治理工

程中提出的对环境污染控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亦

存在着许多问题≈Λ 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公

民普遍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加上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

缺乏规模效应大多厂矿企业缺乏积极性许多中小企

业常常是想尽办法逃避对环境污染责任的承担Λ 加上

我国环境保护法规的不完善和环境执法!监督不力导

致环境污染未能得到根本治理Λ

/ 谁污染!谁治理0是一种被动的环境污染治理模

式它是在污染形成后在环境监督部门督促下采取

一定措施进行治理Λ在我国经济实力!科学技术水平和

公民生态环境意识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应放弃这种过

时的治理模式积极推广/谁污染!谁付费0和/谁治理!

谁收益0的治理方针Λ 通过对排污企业征收排污费积

累资金扶持一批积极性高!技术力量雄厚的企业或团

体来承担对环境污染的统一治理这样在污染治理方

面可以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同时又可以避免环保处

理设施的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既节省了资金又促进

了环保企业的发展Λ

参考文献

  鲍全盛等我国水环境非点源污染研究与展望地理科

学16∗ 

  王刚郭柏权于桥水库水体状况分析与污染防治对策

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12∗ 

  王国祥濮培民若干人工调控措施对富营养化湖泊藻类

种群的影响环境科学20∗ 

  陈利顶傅伯杰农田生态系统管理与非点源污染控制

环境科学21∗ 

  杜桂森孟繁艳李学东等密云水库水质现状及发展趋

势环境科学20∗ 

  夏光中国环境污染损失的经济计量与研究北京中国

环境科学出版社

  杨建新论清洁生产向工业生态学的转变环境科学进

展6∗ 

  傅伯杰马克明中国的环境政策效应与污染治理效果分

析环境科学19∗ 

 环  境  科  学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