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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城镇污染企业的现状和危害 

我国当前高度依赖煤炭的粗放低效的能源发展方式，不仅导致了

资源大量浪费，而且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也产生了大量

的温室气体排放。同时面对资源约束、环境污染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

等压力，我国已难以拥有发达国家曾以敞口式、低价的化石能源消费

来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方式。因此，“两步并作一步

走”，加快能源由以煤为主的高碳模式向以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为主

的低碳模式转变，成为我国能源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环境污染治理

与应对气候变化一并解决，避免技术和设备的“锁定效应”，成为我

国当前的紧迫任务。 

（来源：《中国能源》2017-12-08） 

白瓦、白菜、白树叶……青阳县蓉城镇云山村笼罩在一片白色之

中，虽正值隆冬，但这里并非下了雪，而是马钢集团公司青阳白云石

矿在加工石料，产生的粉尘染白了小村。 

马钢集团公司青阳白云石矿建于 2003年，翌年正式投产。石矿

距离云山村马屋、靠山两组只有三四百米。企业将开采的石料用机械

加工成石粉，加工过程中，白色粉尘到处飞扬，弥漫在空气中。特别

是最近一个多月没下雨，粉尘更大。 

“我们早上将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关好门外出上班，下午 5点

下班回家，家里就落下一层厚厚的白灰，你说粉尘大不大？ ”近日，

马屋组居民胡同新反映，他们家房子是红瓦，现已变成了白瓦，红色

家具变成了白色家具，在村里举目四望，皆是白色。 

村民告诉记者，两组共有村民 400人左右，他们都非常担心，长

期吸入粉尘，会患上矽肺病。特别是地里的蔬菜菜叶上，长期附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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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粉尘，已渗入到菜叶里面，无法清洗，他们害怕常年吃这样的

蔬菜，影响身体健康。 

靠山组组长吴新旺说，在他家，一脚踩下去，就是一个深深的白

色脚印。“粉尘太大了，简直没办法呆啊。我们组有老人有小孩，他

们吸入粉尘，受到的伤害会更大。 ” 

企业加工石料时，带水作业，粉尘就小些。因带水作业产量低，

有些工人趁领导下班离开办公区，为提高工作效率，就不愿带水作业

了。 “不带水时，那粉尘可大了。 ”企业将石料加工成粉尘后再外

运。每天一二百辆运输车必经云山村黄村组，车辆跑过后，扬起的灰

尘也特别大，让这个组的村民每天饱受其害。“我们在路边，天天吃

灰啊。 ”此外，加工粉尘噪音也比较大，以前村民反映，企业修建

了隔音墙，可效果并不好。 

对村民反映的问题，马钢集团公司青阳白云石矿芮矿长解释，加

工石料的机器在启动或停止时，粉尘比较大，农户误认为不带水作业，

其实，正常情况下，都带水作业。不过，有时自来水公司出现故障，

供不上水，就无法带水作业。不带水作业，如果不刮风，粉尘较小，

若刮风，特别是风向不好，粉尘较大。粉尘太大了，他们就会停工。 

记者将此问题通报给了青阳县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徐大队长，她

说，大队没接到过石矿周边居民的投诉，下一步将安排有关人员到现

场调查处理。 

现在，白色粉尘对附近山村里的村民来说就是“白色恐怖”，如

何解决这一问题。 

（来源：《安徽日报农村版》2013-12-27） 

本网最近不断接到网友投诉，反映嘉善县干窑镇范泾村潘渡浜一

带有多家企业污染严重，毒气、噪音、浓烟，严重影响他们正常的家

居生活，希望记者实地调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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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来到嘉善干窑镇范泾村潘渡浜，当地两位村民告诉记者，附

近的企业对他们的生活起居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尤其是“绿源化工”，

刺鼻的气味让他们都不敢把窗户打开。“我们老了可以不计较，但是

我们还有子孙后代，这样的环境对他们的身体影响很大。”这几位村

民再三向记者强调。 

巧合的是，记者还采访到了一位在“绿源化工”工作的村民，她

透露，自己是在公司的其他部门工作，不在车间工作，要是在车间，

自己肯定受不了这种气味，对身体肯定不好的，企业坚称无污染。 

随后，记者便来到村民口中所说的污染最为严重的企业——嘉善

绿源化工有限公司，越走进厂区就越能感觉到一阵难闻的味道扑鼻而

来，让人忍不住就皱起了眉头。记者在 2 楼的生产车间内看到，三五

个工人正在作业，地上洒满了白色的颗粒粉末。 

记者在现场希望企业拿出相关环评审批文件，企业负责人直接以

“管理‘环评’文件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为由回绝了记者的要求。

而此时，正是下午 4 点 10 分，透过企业办公室的玻璃窗，仍旧可以

看到不少员工正在工作中。 

“企业排气筒的高度是多少？”面对记者的提问，该企业负责人

表示并没有排气筒，对于企业被指严重污染环境，该负责人也直认企

业绝对没有任何问题。而事实上，化工企业无组织排放废气，对环境

的危害绝对不容忽视，极易引起呼吸道系统的疾病，人长期接触这样

的环境，体质会下降，严重的还可能诱发各种疾病。 

据了解，嘉善绿源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甲醛、氨基模塑

粉（电玉粉，密胺粉，罩光粉）的化工企业，成立于 2002 年。该企

业距离村民住宅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不到 200 米。关于企业的相关

情况，嘉善县环境保护局魏塘环保所副所长江晓承认该企业之前曾有

过污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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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企业在审批新的项目，你们三个月后过来，（环境）都会

变得很好的。”嘉善县环境保护局魏塘环保所副所长江晓说道。但当

记者拿起摄像机准备具体了解下企业的一些情况时，江晓直言，“刚

才我的那些都是工作解释，不算采访。”“工作解释和采访的区别在

哪里？”面对记者再三追问，嘉善县环境保护局魏塘环保所副所长江

晓一直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 

据悉，嘉善的这家企业建厂 10 年，而村民在此已生活几十年，

村民投诉污染问题多年，该企业仍然能够言辞凿凿的说“自己肯定没

有问题”，这样的底气又从何而来？ 

（来源：浙江在线-环保新闻网 2017-10-16） 

 

http://epmap.zjo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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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保护及污染企业改造的政策及解读 

嘉善县经济和信息化局文件 

善经信〔2017〕65 号 

嘉善县大气重污染工业企业产能限制专项应急行动方案（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大气重污染应急响应工作，有效指导各镇（街道）、

县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各“主体”）执行工业企业产能限制应

急措施，最大限度减轻重污染天气影响，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和重大活动环境质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结合《嘉善县大气重污染应

急预案（试行）》修编要求，特制定本应急行动方案（试行）。 

一、应急组织体系及职责 

县经信局负责全县大气重污染工业企业产能限制应急处置工作

的组织领导，并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成立县大气重污染工业企业产能

限制应急办公室（简称“县产能限制应急办”），制订全县大气重污

染工业企业产能限制应急行动方案，统一组织协调和指导监督全县大

气重污染工业企业产能限制应急工作。 

（一）县产能限制应急办组成 

县产能限制应急办主任由经信局局长担任，副主任由各分管副局

长担任，成员由经信局办公室、综合经济科、资源能源科、中小企业

科、能源监察大队、信息化科等科室组成。根据应急工作需要，必要

时可增补有关科室为成员。 

（二）县产能限制应急办职责 

1．贯彻落实县大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有关大气重污染防治和应

对工作的决策部署。 

2．制订全县工业企业产能限制应急行动方案，指导各主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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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要求。会同县环保局指导各主体拟定在不同预警等级下需要降低

生产负荷（限产）和停产的重点排污企业名单。 

3．组织实施工业企业产能限制应急行动方案，督促各主体按启

动的应急响应等级对排放大气污染物重点企业实施限产、停产措施。

按要求落实各项应急工作安排。 

4．完成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县产能限制应急办成员职责 

1．县经信局办公室。承担县产能限制应急办经信局内的日常事

务工作，确保上下信息通畅。加强对本应急行动方案的宣传，做好应

急响应信息发布，安排县经信局内部应急值守，配合并协调局相关科

室参与做好工业企业产能限制应急响应督查工作，落实相关后勤保

障。 

2．县经信局综合经济科。指导各主体落实行业产能限制，实施

差别电价等政策，进一步推进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配合做好工业企业

产能限制应急响应督查工作。及时调整、公布年度工业企业综合绩效

评价情况和行业整治企业名单。及时了解分析限产、停产对工业经济

运行影响情况。 

3．县经信局资源能源科。会同供电部门制订有序用电方案，在

应急状态下对重污染高能耗企业实施限电减排措施。 

4．县能源监察大队。做好工业企业产能限制应急响应，及时开

展能源监察、监测工作。 

5．县经信局信息化科。组织协调电信、移动、联通等通信公司

开辟通讯绿色通道，及时发送霾天气预警信息，做好应急指挥通讯保

障工作。 

6．县经信局中小企业科。按要求落实应急培训、演练等工作。 

（四）各镇（街道）、县经济技术开发区职责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负责辖区内大气重污染工业企业应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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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按要求编制本级大气重污染工业企业应急预案；负责指导企业制

定相应的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并对工业企业在各应急级别下的减排

措施进行评估确认和督导落实；明确不同预警等级时采取强制性减排

措施的企业名单，在发生大气重污染现象时，按要求启动应急预案，

加强监控管理，确保预案落实到位，并按要求及时做好各项信息反馈。 

（五）有关工业企业职责 

切实落实大气重污染应急工作主体责任，根据要求编制本企业的

大气重污染应急实施方案，与所在镇（街道）政府（办事处）签署责

任承诺书；切实履行防治大气污染的社会政治责任，加强大气污染防

治设施的管理和维护，按要求启动应急响应，自觉采取措施，落实停

限产方案。 

二、应急行动 

（一）应急准备 

1．确定印发工业企业产能限制应急行动方案、应急行动程序等

文件，并及时组织学习、宣传。 

2．明确应急重点行业和企业。会同环保局研究提出对应四级不

同大气重污染预警级别的工业企业产能限制名单。将热电、钢铁、水

泥、有色金属冶炼、化工等行业企业作为全县工业企业应对大气重污

染应急处置的重点领域。同时，将工业企业综合绩效评价为 D 类和

列入年度行业整治名单的企业一并作为实施对象。并通过一定方式进

行公示。 

3．明确强制措施。会同环保局拟定在不同预警等级下需要降低

生产负荷（限产）和停产的重点排污企业名单及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二）行动程序 

1．应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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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县大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的市级预警通报后 1 小时内，

由办公室填写《嘉善县大气重污染工业企业产能限制应急行动审核

表》（附件 1）送请局领导审核签发，并将签发后的《嘉善大气重污

染工业企业产能限制应急行动审核表》印送县产能限制应急办各成员

科室及各主体，并由属地负责通知相关企业，正式启动大气重污染工

业企业产能限制应急行动： 

四级预警（蓝色预警）、三级预警（黄色预警）由局分管领导、

县产能限制应急办副主任签发。 

二级预警（橙色预警）、一级预警（红色预警）由局主要领导、

县产能限制应急办主任签发。 

2．信息发布 

办公室根据领导签发的《嘉善县大气重污染工业企业产能限制应

急行动审核表》，在 30 分钟内制作网页信息，在经信局网站网站上

发布。局信息化科，及时组织协调电信、移动、联通等通信公司开辟

通讯绿色通道，及时发送霾天气预警信息。 

3．值班安排 

根据领导签发的《嘉善县大气重污染工业企业产能限制应急行动

审核表》，由办公室会同能源监察大队，安排人员值班，按要求落实

县大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及市产能限制应急办各项应急响应措施。 

4．应急联动 

大气重污染工业企业产能限制应急行动启动后，县产能限制应急

办应按要求落实各项应急措施，督促相关企业按启动的应急响应等级

对排放大气污染物重点企业实施限产、停产措施。 

5．响应调整和终止 

预警级别变更、解除时，工业企业产能限制应急行动相应调整、

终止，调整、终止程序与启动程序一致。 

（三）行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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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级预警（蓝色预警）响应措施 

向预定的工业企业发送产能限制应急行动信息，吁请企业采取措

施，控制污染工序生产，减少污染物排放。 

2．三级预警（黄色预警）响应措施 

向预定的工业企业发送产能限制应急行动信息，吁请企业进一步

采取措施，控制污染工序生产，减少污染物排放，并做好重点污染源

装置控制产能（限产、停产）的准备工作。 

3．二级预警（橙色预警）响应措施 

（1）向预定的工业企业发送产能限制应急行动信息，按照减少

污染排放 15%的要求，预警区域范围内的所有钢铁、水泥等行业企业

产能削减 50%以上，有色金属冶炼行业企业的产能削减 30%以上。工

业企业综合绩效评价为 D 类和列入年度行业整治名单，涉及大气污

染的企业产能削减 30%以上。 

（2）环保部门加大对排污工业企业的执法检查频次，确保执行

到位。 

（3）及时发布工业企业产能强制限制应急行动信息，接受社会

监督。 

4．一级预警（红色预警）响应措施 

（1）向预定的工业企业发送产能限制应急行动信息，按照减少

污染排放 30%的要求，全县所有钢铁、水泥等行业企业停产。预警范

围内有色金属冶炼行业企业产能削减 50%以上，化工企业产能削减

20%，热电企业削减上网负荷 20%以上。工业企业综合绩效评价为 D

类和列入年度行业整治名单，涉及大气污染的企业产能削减 50%以上。 

（2）环保部门加大对排污工业企业的执法检查频次，确保执行

到位。 

（3）及时发布工业企业产能强制限制应急行动信息，接受社会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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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预警信息，及时派出现场工作组和技术力量，赴大气

重污染地区指导工业企业产能限制应急处置工作。 

（四）信息报告 

工业企业产能限制应急行动启动后，由办公室根据成员科室及各

主体提供的应急行动信息，汇总相关信息，以《嘉善县大气重污染工

业企业产能限制应急行动信息专报》（附件 2）形式，每日向县大气

重污染应急指挥部报送。 

三、总结评估 

终止后，由办公室汇总应急响应情况、采取的应急响应措施效果

评估情况，向县大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报送工业企业产能限制应急行

动总结。 

四、附则 

（一）督查考核与责任追究 

开展应急行动督查工作，对因工作不力、行政效率低下、履职缺

位等导致未有效落实应急措施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二）方案管理与修订 

本方案由县产能限制应急办负责实施，并视情组织评估、修订。 

（来源：嘉善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2017-7-24） 

东莞某些污染企业不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而经营困难，同时还

面临“政策性关停”。记者昨日从东莞市环保局获悉，为了贯彻落实

国家关于保增长的决策部署，该局不但取消了外资企业的“环保续期

审批”，而且还提请市政府调整污染企业关闭政策，对投资规模大、

环保设施完善、运作正常的企业予以保留。部分污染企业保留据了解，

东莞市现有工业企业年排放废水总量为 2.3 亿吨，日均排放量为 63

万吨。其中，电镀、漂染、造纸、制革、洗水、印花等“六大行业”

共有污染企业 1252 家，年排放废水总量为 1.8 亿吨，占全市工业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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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年排放总量的 78%。“六大行业”中，相当部分企业消耗资源大、

经济效益差、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落后；有些企业还擅自扩大生产规

模、增加排污量、闲置污染治理设施和偷排偷放，对石马河、东引运

河、寒溪河、南畬朗等流域造成严重污染，威胁东江饮用水源和各大

备用水源水质安全，危及群众身体健康。“为了改善东莞的生态环境，

市政府制订实施了关闭一批、搬迁一批、管好一批的措施，以全面加

强‘六大行业’企业的整治。”据环保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关闭

一批方面，去年东莞市对“四纯两小”（纯电镀、纯漂染、纯洗水、

纯印花和小规模造纸厂及小规模制革厂）企业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强

制关闭了 149 家。但市政府明确今年的首要任务是保增长，所以东莞

市环保局已提请市政府调整“四纯两小”企业关闭政策，对投资规模

大、环保设施完善、运作正常的企业予以保留。帮扶并非放宽监管“现

在企业在经营上存在一些困难，我们环保部门会给他们开辟‘绿色通

道’，做好服务。”据东莞市环保局副局长刘国军介绍，以往“三来

一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签加工协议的时候，都需要花费 3 至 5 天时

间向环保部门申请“环保续期审批”。现在环保部门开辟审批“绿色

通道”，取消了这一审批程序，提高了项目审批效率。此外，凡有利

于扩大内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环保准入标准的项目，可通过“绿

色通道”减少审批环节，以尽快开工；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

准入标准的建设项目则坚决不批。刘国军称，政府帮扶企业不代表放

宽监管力度，“对存在偷排直排、未批先建等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

要依法严厉查处，同时查明原因，督促和帮助其做好整改工作；对限

期治理整改到位的，要及时验收，使其尽快恢复生产”。 

（来源：《羊城晚报》2009-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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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嘉善为例污染企业的调查、改造及环境保护成果 

（一）污染企业的调查、备案等 

自 2015 年起，嘉善县对辖区范围内企事业单位进行摸排调查，

拟定了《2015 年嘉善县第一批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第一批上榜单

位共计 46 家，主要涵盖纺织印染、酿造、纸业、五金、医疗等行业。

16、17 年分别有 55 家和 60 家单位上榜。 

2015 年至 2017 年期间对群众举报的共计 5 家违规排放废水废气的企

业进行信访并及时回复信访人，对于确有违规情况的企业移交公安机

关处理。（来源：嘉善环保局网站） 

（二）改造措施及成果 

嘉善县环境状况公报 

2015 年，在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县政协监督

支持下，我县按照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和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建设

总体部署，突出重点、创新举措，全力推进“五水共治”、“五气共治”

工作，扎实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重拳开展重污染高耗能行业整治，全

面实施污染减排，严格环境执法监管，不断加强环保基础能力建设，

全县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高，环境安全稳定可控，圆满完成第二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环境保障和环保部“综合督政”工作。 

2015 年全县 11 个市控以上地表水监测断面水质明显改善，Ⅲ类

水质断面 3 个，占比 27.3%，Ⅳ类水质断面 8 个，占比 72.7%，全面

消除Ⅴ类、劣Ⅴ类水质断面，提前完成水十条水质达标任务。太浦河

饮用水源地水质达到Ⅲ类水质功能区要求，按水量计水质达标率

100%，排名全市第一，属近年来嘉兴地区首次。跨行政区域交接境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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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年度考核结果持续两年优秀，出境断面的氨氮、总磷年均值改善率

明显，分别为 30.58%和 19.13%。环境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的年

均浓度为 0.047 mg/m3，优良天数比例为 75.3%，在嘉兴市本级和五

县（市）排名第 3 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国家环境保护部《环

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有关规定，现将 2015 年嘉善县环境状况公

告如下： 

大气环境 

一、基本状况 

嘉善县大气环境质量监测采用自动监测，监测点位于县环境监测

站大楼楼顶和气象局观测站。根据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分类标准，我

县属于二类区，空气质量标准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2015 年大气主要污染物监测结果统

计如下： 

1. 环境空气质量 

2015 年嘉善县环境空气质量未能达到二类区标准，年评价超标

指标有细颗粒物（PM2.5）、臭氧（O3），嘉兴市本级及各县（市） 均

未达到二类区标准。2015 年采用 AQI 评价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有效

监测天数为 365 天，其中达到一级标准 63 天，达到二级标准 212 天，

二级以下 90 天，达到或优于二级标准共计 275 天，占总有效监测天

数的 75.3%。2015 年我县城市环境空气质量（PM2.5）在全市排名第

三，不达标天数中首要污染物指标为 PM2.5的占 39 天，臭氧的占 50

天，PM10的占 1 天。 

PM2.5：2015年我县城区PM2.5日均值范围为 0.006-0.179mg/m3；

年平均浓度为 0.047mg/m3（二级标准为≤0.035 mg/m3），与 2014

相比下降 6.0%；年评价未达到二级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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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0：2015 年我县城区 PM10日均值范围为 0.01-0.252mg/m3；

年平均浓度为 0.070mg/m3（二级标准为≤0.07mg/m3），与 2014 年

持平；年评价达到二级标准要求。 

二氧化氮：2015 年我县城区二氧化氮日均值为

0.002-0.103mg/m3；年平均浓度为 0.031mg/m3（二级标准为≤

0.04mg/m3），与 2014 年相比下降了 3.33%；年评价达到二级标准要

求。 

二氧化硫：2015 年我县城区二氧化硫日均值为

0.003-0.083mg/m3；年平均浓度为 0.014mg/m3（二级标准为≤

0.06mg/m3），与 2014 年相比下降了 22.2%；年评价达到二级标准要

求。 

一氧化碳：2015 年我县城区一氧化碳日均值范围为

0.2-2.6mg/m3，24 小时第 95 百分位数 1.8mg/m3（一级标准为≤

4mg/m3），年平均浓度为 0.9 mg/m3，与 2014 年相比下降了 10.0%，

年评价达到一级标准要求。 

臭氧：2015 年我县城区臭氧日最大 8 小时均值范围为

0.004-0.232mg/m3，日最大 8 小时滑东平均值的第 90 百分位数为

0.171mg/m3（二级标准为≤0.16mg/m3），超标率为 13.7%，年 8 小

时平均浓度为 0.96mg/m3，与 2014 年持平，年评价未达到二级标准

要求。 

 

 

 

 

 

 

图 1  2015 年和 2014 年大气污染物浓度对比图（单位：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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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降尘 

2015 年度共监测降尘 12 期，降尘浓度的变化范围为 6.46-9.12

吨/平方公里·月，年平均值为 7.40 吨/平方公里·月，较 2014 年基

本持平。 

3. 酸雨状况 

2015 年全县降水酸雨率为 100%，较 2014 年持平。pH 值范围为

4.67-5.16，年均值为 4.93，较 2014 年持平。 

二、行动和措施 

积极推进实施大气污染防治各项工作，印发实施《2015 年嘉善

县“五气共治”实施计划》（善政办发〔2015〕82 号）、《嘉善县 2015

年空气质量（PM2.5）改善攻坚方案》（善政办发〔2015〕148 号）

及《关于下达嘉善县工业企业大气污染防治治理任务（第二批）的通

知》（善环〔2015〕44 号）等，确定工业废气治理项目 28 个。并于

12 月 3 日召开了县“五气共治”会议，明确成立“五气共治”工作

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严格新建燃煤项目准入，

全年完成小锅炉整治 265 台。进一步扩大黄标车区域限行范围，加大

整治力度，全年共淘汰黄标车 32 个批次 2362 辆，灭失 893，完成率

109%。全面实施城区道路机械清扫，机械化清扫率达 100%。积极推

进治理工业废气，工业挥发性有机废气（VOCs）治理工作，5 家省

级治理任务企业已全部完成，县级任务 22 家全部开展实施。完成 75

家企业 VOCs 调查任务。嘉善县的家具（涂装）行业 VOCs 治理示范

区建设工作按要求推进。10 吨（不含）以上锅炉烟粉尘治理工作，2

家省治理任务工作已完成，6 家县级任务全部开展实施。积极应对季

节性尘霾污染，制定《关于做好整改落实秸秆禁烧工作的通知》（善

生态办[2015]9 号）。组织巡查队伍，严控秋收季节的秸秆露天焚烧。

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全年共查处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案件 26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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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 

一、基本状况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试行）》规定，

地表水水质评价指标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 1

中评价指标为 pH 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生化需

氧量、氨氮、总磷、铜、锌、氟化物、硒、砷、汞、镉、六价铬、铅、

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和硫化物等 21 项。 

1. 地表水环境质量 

嘉善县 14个地表水常规监测断面 2015年水质综合类别为Ⅲ～Ⅳ

类，其中民主水文站、荻沼、池家水文站、太浦河取水口、白水塘桥、

魏塘卖鱼桥、罗星水产 7 个断面满足功能类别要求，其余 7 个尚未达

到功能类别要求，Ⅲ类水 4 个，占 28.6%，Ⅳ类水 10 个，占 71.4%。

（2014 年Ⅲ类水 1 个，Ⅳ类水 11 个，Ⅴ类水 1 个，劣Ⅴ类水 1 个）。

2015 年，全县 11 个市控以上地表水常规监测断面水质综合类别为

Ⅲ～Ⅳ类，其中Ⅲ类水 3 个，占 27.3%，Ⅳ类水 8 个，占 72.7%。（2014

年Ⅲ类水 1 个，Ⅳ类水 8 个，Ⅴ类水 1 个，劣Ⅴ类水 1 个）。 

2. 饮用水源水质 

2015 年，按照新的地表水评价办法，对水环境评价的 26 项指标，

太浦河饮用水源地水质类别为Ⅲ类，满足功能区水质要求。按水量计

水质达标率 100%，排名全市第一，属近年来嘉兴地区首次。 

3. 交接断面水质 

2015 年我县出入境断面考核评定结果为优秀。我县目前共有 9

个出入境断面，其中 5 个入境断面、4 个出境断面。根据《考核办法》，

交接断面水质考核指标为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三项。2015 年，

我县出境水质优于入境水质，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的出境较

2014 年改善率分别为 6.09%，30.58%和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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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动和措施 

积极推进“五水共治”，制定《嘉善县 2015 年工业企业污水直排

整治方案》、《嘉善县 2015 年出境断面水环境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嘉

善县 2015 年消灭劣Ⅴ类和力争消灭Ⅴ类水断面实施方案》、《嘉善县

2015 年红旗塘水环境整治实施方案》、《嘉善县 2015 年度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工作计划》等方案。以工业污水直排整治、断面周边治理、畜

禽养殖污染监管为重点，全面推进清水治污工程建设。完成工业企业

污水直排整治 608 家，对出境断面 1000 米半径范围内、沿河 200 米

范围内及沿河支流工业污染物、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畜禽养殖）

等污染源进行调查摸底和全面清理，全力改善断面水质；配强力量，

积极参与结对镇村的“三改一拆”工作，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针对

重点养殖区域的大排查，开展专项执法行动，加大对畜禽养殖污染的

打击力度。2015 年共计对涉水污染环境案件发出环境行政处罚决定

书 85 件，处罚金额 502 万。开展钮扣行业专项整治工作，整治提升

636 家（其中技改入园 29 家），关停淘汰 514 家，年减排废水 39.56

万吨、年减排 COD447 吨，削减率分别为 36.68%、91.61%。 

（三）各类媒体材料 

嘉善县环保局严厉查处企业污水渗漏污染河道行为 

 近日，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中发现一企业的厂房外侧

正有污水外渗。监测人员立即对渗漏点附近的河水进行了采样检测，

经现场检测 pH 为 1.78。随后，执法人员对该厂房所属企业进行了现

场检查。检查时发现，该企业配套的污水处理设施未投入使用，污水

处理设施西北侧墙角有废水渗出后直接向河道排放，经现场检测 pH

为 1.72，化学需氧量 186mg/L、锌 32.6mg/L，已超出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的相关排放标准。根据相关规定，遂对该当事人立案，目前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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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公安处理。下一步，县环保局将加大执法力度，坚决严厉打击企

业污水直排、渗漏污染河道的行为。 

（来源：嘉善新闻网 2015-12-18） 

  请走“小麻雀”迎来“金凤凰” 嘉兴关停 75 家污染企业 

以污染整治倒逼行业转型，发挥“环保优化发展”的作用，是嘉

兴环境监管的突出特点。昨天，记者从市环保局获悉，截至 12 月 1

日，全市共关停取缔 75 家环境污染企业，责令 21 家企业停产整治，

限期完成环境治理工作。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努力破解阻碍

经济发展的污染枷锁，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腾出发展

空间。 

（来源：嘉善新闻网 2015-12-18） 

  慑于公益诉讼压力 5 家企业主动关闭 

从行业分布看，被关停的 75 家企业主要集中在化工、造纸、印

染、电镀等能源消耗量大、污染物排放量高的重污染行业。 

今年，市检察院和市环保局联合制定了《关于环境保护公益诉讼

的若干意见》，正式启动环保公益诉讼制度，对污染企业追究民事责

任。 

“以前一些‘没人管’或个人‘管不了’的环境污染事件，现在

由检察机关代表公众利益进行起诉，让一些企业感到了压力。”据市

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慑于环保公益诉讼的压力，5 家污染企业已

经主动关闭，停止污染环境。 

严重污染环境，遭到群众信访投诉的非法排污企业，是今年环保

部门关停取缔的重点。因造成环境污染，未完成限期治理；超标排放

污染物，造成环境严重污染；未经环保审批，投资建设新项目等，一

http://www.jsxww.cn/
http://www.jsxww.cn/


2018“两会”专题信息         从环境保护角度看小城镇污染企业的改造升级 

23 

 

些企业被环保部门关停取缔。严厉的环境处罚措施，形成了环保执法

的高压态势，促使企业不断加大污染整治力度，全市环境信访纠纷日

渐减少。 

（来源：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2016-12-14） 

浙江嘉兴整治四大污染行业 关停取缔污染企业 179 家 

嘉兴市着力抓好四大重污染高耗能行业整治提升，按照“提升一

批、搬迁一批、淘汰一批”和“疏堵结合、有保有压”的思路，深入

整治 602 家印染、造纸、制革、化工行业企业。 

目前，全市共关停或取缔四大行业企业 179 家，比原计划多关停

71 家。原地整治提升完成 171 家，整治总完成率达 57.8%，兼并重组

及搬迁入园 72 家。 

2014 年 7 月 1 日零点起，嘉兴市组织开展了印染、造纸行业整

治提升“零点行动”，所有未通过整治验收的原地提升印染、造纸企

业一律依法停产整治或关闭。实施停产整治的企业，通过整治验收后，

方可正式恢复生产。并对电镀、制革行业整治落实情况开展回头看活

动。 

“零点行动”由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组织实施，各县（市、

区）公布整治信息、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公布举报电话，接受公众

监督。“零点行动”同时对拟搬迁印染、造纸企业的原厂实施关闭或

停产，倒逼企业加快搬迁入园进度。7 月上旬，市环保局、市经信委

牵头，市发改委、市公安局、市建委等部门组成督查组，对“零点行

动”进行督查。 

通过重点行业整治提升，四大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大幅度下

降，废水、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分别比 2010 年减少了 24.9%、

21.1%和 22%。 

（来源：《中国环境报》 2014-7-18） 

http://www.zjol.com.cn/
http://news.bjx.com.cn/zt.asp?topic=%bc%ce%d0%cb%ca%d0
http://news.bjx.com.cn/zt.asp?topic=%d6%d8%ce%db%c8%be%b8%df%ba%c4%c4%dc%d0%d0%d2%b5
http://news.bjx.com.cn/zt.asp?topic=%ce%db%c8%be%ce%ef%c5%c5%b7%c5
http://59.108.157.198/html/2014-07/18/content_140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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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外经验 

德国经济低碳转型的政策环境和主要成就 

摘要：欧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ECCP）、德国家能源效率行动计

划（EEAP）、德能源与气候一揽子计划（IECP）三大成套政策框架，

共同主导促进德国经济低碳转型。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生态税等能

效措施表现出明显促进效果。德经济低碳转型成就持久而显著，主要

体现在能耗和碳排放总量、经济碳密度等持续下降。德低碳转型经历

对我国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三大政府中长期行动计划起主导作用 

欧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德国国家能源效率行动计划、德国能源

与气候一揽子计划等三大成套政策框架，共同提供强力政策支持。需

注意，在这些计划实施前，有的节能减排措施已在推行，这些计划框

架提出后，以前已开展举措被继续纳入到框架之中。 

（一）欧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ECCP）。欧盟委员会 2000 年开

始实施欧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ECCP），其中 2000～2004 年为第一

期。该计划致力于形成系列政策措施，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保证

欧盟按《京都议定书》要求实现减排目标：至 2012 年（原）欧盟 15

成员国相比 1990 年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8％。ECCP 和欧盟第 6 期环境

行动计划（2002～2012 年），在目标和内容方面有重合之处。第一期

ECCP 实施后，到 2003 年，当时欧盟 25 国都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比基

准年（大部分为 1990）减少 8％或更多。2005 年 10 月，欧盟委员会

发起第二期 ECCP，目前第二期计划仍处实施阶段。连同第一期在内，

欧委会将 ECCP 已经和正在实施的措施分归到交叉减排、能源供应、

能源需求、运输、包括废弃物管理在内的工业、农业林业、研究和开

发（R&D）、结构和团结基金等 8 个类别之中（各类别具体措施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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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二）德国国家能源效率行动计划（EEAP）。为贯彻欧盟“能源

最终使用效率和能源服务”指令（2006/32/EC），2007 年 9 月 27 日，

德国联邦经济和技术部（简称经济部）提出国家能源效率行动计划

（EEAP）。该计划提出其基本目标：2008～2016 年，德国在欧盟碳

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之外的最终能源消耗部门 5 年期能耗总量

下降 9％。计划措施被分归到私人房屋，商业、（部分）工业和（包

括公共部门在内的）服务业，工业，交通运输，交叉等 6 类不同能源

消耗部门。 

（三）德国能源与气候一揽子计划（IECP）。2007 年 8 月，德国

内阁提出能源与气候一揽子计划。计划认为，此前德国已实现温室气

体年排放相比 1990 年减少 18％，而通过测算，实施该计划，将能促

使 2020 年相比 1990 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降幅超 36％，从而，该计

划启动实施，将能为实现 2020 年减排 40％的目标做出重要贡献。该

计划包括 29 项关键事项；另为配合计划推进，2007 年 12 月，德内

阁提出 14 项法规修订建议。 

二、部分措施在促进节能减排上表现出较好效果 

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EU ETS）建成后，实现体系内碳减排定

量控制；就各项能效措施而言，生态税等被评价为取得较好效果。 

（一）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实现减排定量控制。 

欧盟委员会按照欧盟减排目标要求，基于交易体系覆盖范围变

化，按约低于 2005 年排放量 6.5％的要求，安排 EU ETS 第 2 期

（2008～2012 年）年排放量限额。如表 1 所示，2008～2010 年，尽

管纳入 EU ETS 的欧盟、德国企业都有所增加，但欧盟范围许可限额

三年基本保持稳定，德国范围许可限额稍有增加；而从实际排放上看，

2010 年相比 2008 年，欧盟、德国企业排放量分别下降 8.4％、3.8％

（2010 年相比 2009 年排放量有所反弹回升，主要是因为在全球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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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背景下，2009 年经济衰退程度过深导致）。并且，2009、2010 年

全体系实际排放量都低于许可限额发放量。据欧委会公告，2013～

2020 年，ETS 进入第三期，将按照 2020 年相比 2005 年排放量减少

21％的目标原则，安排每年排放限额；目前初步确定，2013 年排放

限额 19.27 亿吨，然后每年按平均降幅 1.74％递减。 

 （二）生态税等能效措施被评价为具有较好效果。 

1.住宅。该部门高效措施数量达 12 项，若干法律法规被评价为

高效，其中包括有生态税改革和对家用电器实行能效标识。有两项资

金支持措施，即“现有建筑物能效现代化行动”、“KfW 建筑物碳减

排再开发行动”，也评价为高效，其余大部分资金支持措施评价为中

效。该部门低效措施达 13 项，其中包括有部分资金和信息支持措施。 

2.运输。同样是能源消费部门，运输部门中被评价为高效措施数

量相对较少，运输部门被评价为中效、低效的措施数量则均达到 10

项。其中多项财政措施、行业自愿协议、多项信息措施等都被评价为

中效。 

3.工业。工业部门有 5 项措施被评价为高效，它们分别是首次工

业界自愿协议、KfW 中小企业新能效资金项目、后来工业界与政府

之间的若干次自愿协议，而工业界第 2 次协议、通过《热点联产法案》、

KfW 环境项目开展的资金支持措施，生态税改革则被评价为中效。

该部门被评价为低效措施达 15 项。 

4.服务业。该部门生态税改革、《供热条例》、工业界首次自愿协

议、KfW 中小企业新能效资金项目等被评价为高效，而其他若干法

规措施、后来的自愿协议和 2 项资金支持措施，则被归类为中效。该

部门被评价为低效措施达 13 项。 

三、德国经济低碳转型成就持续而显著 

德经济低碳转型成就体现在制度建设和节能减排效果等方面。一

方面，碳减排市场制度建成且覆盖面将继续扩充；另一方面，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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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德碳排放总量、经济碳密度持续下降，而制造业排放量降幅尤

其显著。 

（一）市场制度框架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初步建成，

并已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中发挥重要作用。未来该体系覆盖范围还将

拓展，交易方式也将创新。EU ETS 于 2005 年初在欧盟气候变化行

动计划（ECCP）下启动，目前覆盖行业包括炼油炼焦、发电、钢铁、

水泥、玻璃、陶瓷、造纸等，2008～2012 年是 EU ETS 第 2 期。2009

年，EU ETS 覆盖企业经许可实际排放总量 18.73 亿吨，占欧盟全部

CO2排放的 46.2％；其中德国企业经许可实际排放总量 4.28 亿吨，

占德全部 CO2排放的 52％。按欧委会安排，从 2013 年开始，EU ETS

还会将航空、船运、化工、部分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还有非二氧化

碳温室气体纳入该体系减控和交易对象范围，且配额发放将由原来的

分配逐步向拍卖过渡。EU ETS 建成和扩充，意味着未来全欧生产性

排放减少，将越来越以相对稳定的交易制度作为保证。 

（二）德国能源消耗总量下降。如图 1 示，1990～2009 年间，

德国年能源消耗总量总体趋于下降，其中 1990～1994 年持续下降，

1995～2005 年在波动中保持相对稳定，而后再继续下降。总体上，

1990～2009 年，年国内能源消耗总量（油当量数）从 3.57 亿吨降为

3.27 亿吨，最终能源消耗总量从 2.3 亿吨降为 2.13 亿吨，人均能源

消耗量从 4.49 吨降为 3.99 吨。 

（三）德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持续下降。如图 2 所示，1990 年以来，

德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基本呈连续下降态势。

1990、1995、2000 年德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分别为 10.6、9.5、9.2 亿

吨，2005 年下降为 9 亿吨，2008、2009 年再分别下降至 8.8、8.2 亿

吨。1990 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13.4 吨，1995、2000、2005 年分

别为 11.7、11.2、10.9 吨，2008、2009 年再分别降至 10.8、10 吨。

（来源：中国驻德国使馆经商参处 2012-7-2） 

http://de.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207/201207082085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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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污染，日本做了些什么 

 日本上智大学研究生院地球环境学研究科副教授冈崎雄太非常

熟悉日本的治污历程。他曾在日本环境省、日本驻华大使馆任职，对

中国的环境问题也有所了解。日前，他向新华社记者详细讲述了日本

历史上治理环境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他认为，民众和媒体积极参与、

政府完善法规以及司法公正，这些举措共同推动了日本解决环境污染

问题的进程。 

冈崎雄太说，早在 1964 年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时，东京的空气

污染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个年代，人们对污染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甚

至有学校在校歌中赞扬自己的城市能看到“彩虹一样的烟囱排放”。 

但随后，日本各地出现了污染导致的大范围公害病，其中废水汞

污染导致的水俣病、第二水俣病，空气污染导致的四日市哮喘和镉污

染导致的痛痛病合称为日本“四大公害病”。在此背景下，民意和舆

论开始关注公害问题，受到影响和伤害的民众发起诉讼，向政府和企

业施压。而各级政府在压力下采取了各种防治污染公害的措施，最终

走出了一条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道路。  

冈崎雄太认为，日本治理污染成功经验主要经历了几步。首先是

市民“反公害”意识高涨对政府和企业产生了影响。在一个阶段内，

市民对公害问题的投诉案数量大幅上升，一些地区的市民自发成立反

对污染公害的民间组织向政府和媒体呼吁。而媒体报道形成的舆论浪

潮也推动政府制定应对公害问题的相关措施，例如加强环境行政机构

的能力建设、设定更严格的排放标准、建立受害者救济制度等。  

在民意和舆论推动下，政府开始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上世纪 60、

70 年代，在以东京为首的大中城市地方政府，倡导积极环保政策的

人物大批当选。这使得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中央政府意识到必须强化公

害对策，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制定和修订了大量相关法律法规。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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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本成立以首相为首的公害对策本部；1971 年，日本环境厅正

式成立，并于 1973 年制定了《公害健康损害补偿法》。  

此外，司法诉讼在公害相关诉讼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日本“四大

公害病”在上世纪 70 年代都进入了司法程序，而原告（受害者）均

胜诉，这促使政府和企业实施减少污染的对策。司法程序在一定程度

上保护了受害者利益，也对企业敲响了警钟，污染企业对受害者的赔

偿一直持续到今天。  

受到地方政府不断出台限制公害的法规以及司法判决结果的影

响，日本企业界也认识到污染的老路走不通，开始加大对防治污染的

投资，使其占设备总投资的比例从 1965 年的 3.1%增加到 1975 年的

18.6%。政府还制定了引导企业投资环保设备的政策，在税收优惠、

低息融资及环保技术研发、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向企业提供支持。  

为应对污染，日本还建立了独特的公害健康损害补偿制度。据介

绍，这种制度以与大气污染有关的流行病学研究为依据征收税款，并

用于对特定地区、特定疾病患者的救济。制度的基本框架是向全国约

8300 家排污企业征收“污染负荷量赋课金”，并向汽车车主征收汽

车重量税，这两部分金额比例分别是 80%和 20%。这些税款由一些独

立行政法人和环保机构负责管理，用于向认定受污染损害地区的地方

自治体政府支付“公害保健福利事业费”等，地方政府再向被认定遭

受公害健康损害的患者支付补偿金，并支持公害保健福利事业。在高

峰期日本全国共有 11 万人被认定为公害患者，每年补偿额约为 1000

亿日元（约合 59.1 亿元人民币）。截至 2014 年底，日本国内仍有

3.8 万人被认定可以领取补偿金。  

冈崎雄太说，在几方努力下，日本公害对策取得了显著成功，环

境得以改善，环保技术实现革新，还创造了就业，增强了国际竞争力。

采取公害对策不仅有利于保护国民生命健康，从经济上考虑也是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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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水俣病为例，如果采取对策，每年只需投入 1 亿日元，而放任

污染造成公害却会带来每年 126 亿日元损失。  

他认为，中国正在大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

的改善环境的机遇，需要在调整产业结构和治理环境污染中找到好的

结合点。环境问题并非孤立，也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和每个人的

生活、工作密切相关，必须使环境和经济两方面兼顾。  

他说，中日两国在环境问题上已展开很多合作，未来在环保技术

上还有很大合作潜力。日本很多中小企业拥有先进的环保技术，但没

有条件与中国展开合作。今年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期间，三国同意启

动一个面向各国企业的环境技术合作平台，以推动各国企业间合作。  

（来源：新华社 2016-1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