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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晶

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经济交出靓
丽成绩单——全市生产总值 8608.88
亿元，GDP 同比增长 8.6%，同期高于
全省 7.4%、全国 6.7%的增速。与此同
时，深圳市大气环境质量在环境保护
部公布的全国城市排名中稳居前十。

经济和环境成绩均可圈可点，这
背后是深圳市决策者扎实工作、科学
谋划和高瞻远瞩的理念。深圳提出

“速度终有上限、质量永无止境”，在经
济新常态下，坚持创新驱动、质量引
领，扎扎实实走内涵式、可持续的发展
道路。

单拿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来看就可
见一斑。

■从家具业开刀治顽疾

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深圳市，经济
高速发展，污染物排放也迅猛增长，大
气环境质量开始不断下降。到 2004
年时，深圳全年已经有一半以上的时
间处于灰霾笼罩之下，到 2008 年，全
市挥发性有机物（VOCs，下同）排放
量高达 19.1万吨。

面对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经研究发现，深圳 VOCs 排放行

业高度集中，根据深圳市 2008 年大气
污染源排放清单统计，排放量位居前
五的行业分别为道路移动原、家具制
造、塑胶喷涂、建筑涂料、电子产品制
造，它们贡献了全市 VOCs 排放量的
80%。

深圳市委、市政府着眼长远，不惜
牺牲部分经济利益，把改善大气环境
质量作为提升城市竞争力、为市民创
造绿色福利的重要内容。2011 年，深
圳市以开展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
运动会为契机，以家具制造业为切入
口，拉开了全面治理 VOCs的序幕。

“之所以以家具制造业为切入口，

是因为家具制造业比较成熟。”深圳市人
居环境委员会大气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们的原则是成熟一个行业，治理一个
行业。”

2011 年 1 月 24 日，深圳市人居环境
委员会正式印发《关于开展家具制造企
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整治的通知》，这份
文件明确了“家具生产的涂装工序是深
圳市工业 VOCs的重要排放源”，并且强
调源头控制与末端治理并举。文件明确
了源头控制的重要地位，要求对于改用
水性漆或 UV 漆等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
的涂料给予政策上的倾斜。文件强化监
督管理，明确企业应建立原辅料使用台
账，完善末端处理设施运行记录，并确保
废气处理设施 VOCs 去除率应达到 90%
以上。

文 件 要 求“ 各 家 具 制 造 企 业 应 于
2011 年 4 月 30 日前向所在辖区的环保
部门申报涂装生产线排放的大气污染物
的种类、数量、浓度等排污情况”，时间节
点明确，杜绝虚假申报。文件还要求“环
保部门将根据各家具制造企业的排污申
报和办理排污许可证的申请及污染排放
监测报告在 2011 年 7 月 31 日前为达标
企业办理排污许可证”。文件实施之后，
市人居环境委联合各区环保部门开展专
项执法检查，推动家具制造企业积极进
行改造。

经 过 2011 年 的 集 中 整 治 ，深 圳 市
VOCs 排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排
放总量呈现下降趋势。

■ 试水后治理全面展开

治理 VOCs 排放的相关文件从广东
省到深圳市密集印发。2012 年，广东省
环保厅印发《关于珠江三角洲地区严格
控制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
放的意见》；2013 年 2 月 8 日，广东省印
发《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清洁空气行动计
划——第二阶段（2013 年～2015 年）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实施方案》；9 月 30 日，

深圳市印发《深圳市大气环境质量提升
计划》；2014 年 7 月 16 日，深圳市人居环
境委印发《深圳市 2014 年挥发性有机物
污染整治工作方案》，并配套建立重点企
业名录。这 4 份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全面
治理 VOCs的要求。

同时，深圳市联合相关行业协会研
究制定行业规范、发布相关文件，指导行
业可持续发展。

2016 年 3 月 15 日，由中国集装箱行
业协会组织发布《中国集装箱行业协会
VOCs 治理自律公约》。公约明确集装
箱制造商是公约执行的关键主体，集装
箱涂料供应商是公约执行的主要配合
者。公约明确要分区限时，同步执行。

“广东区域在 2016 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
禁油推水，广东以外的其他区域在 2017
年 4 月 1 日开始实施。”集装箱行业协会
相关负责人解释。

此外，由深圳市家具行业协会主导
的 家 具 行 业 首 个“ 深 圳 标 准 ”，计 划 于
2017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虽然，家具
行业“油改水”面临诸多难题，比如成本
增加、市场接受度不强、国家标准滞后
等，但家具企业已经意识到，环保是必然
趋势，早转型才能赢得主动，占领先机才
能赢得市场。

截至 2015 年年底，深圳市印发了建
筑装饰装修材料、汽车维修等行业的特
区技术规范，编制完成家具制造、机电制
造、印刷线路板、制鞋、自行车制造、金属
制品、塑胶制造等 7 个行业 VOCs 污染
治理技术指引，并推进南方中集、中集专
用车、比亚迪等 10 多家重点排放企业完
成治理。

■ 严格执法为治理保驾

法律是 VOCs 治理的根本保障，为
督促企业及时完成改造，深圳市环保部
门开展多次执法检查行动，分时间分阶
段分重点分行业进行监督执法。

据介绍，在今年一季度，深圳市将执

法重点放在解决久禁不止的违法燃用高
污染燃料问题，和重点突破涂装行业违
法使用高挥发性涂料问题上。参与现场
执法与检查的工作人员对企业名单予以
严 格 保 密 ，发 现 一 家 ，做 实 一 家 ，查 处
一家。

6 月下旬，在深圳市及各区环保执
法部门开展的第二季度大气环境专项执
法行动中，重点检查了全市自行车制造、
汽车制造及汽车维修等企业水性漆改造
和废气处理设施运行情况。统计数据显
示，此次行动共检查企业 265 家，其中自
行车制造企业 27 家、汽车维修企业 233
家、汽车制造企业 5 家。针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限期整改 129 家，立案查处两
家。其中，合晏自行车（深圳）有限公司
未在密闭空间进行产生 VOCs的生产活
动，责令改正并处 6 万元罚款；龙岗区精
量诚汽车配件店擅自设置喷漆工艺，责
令改正并处 2万元罚款。

为从源头减少建筑装修装饰领域
VOCs 排放，经深圳市政府批准，发布了

《建筑装饰装修涂料与胶粘剂有害物质
限量》（SZJG48-2014），2015 年 7 月 1 日
起，全市禁止销售、使用溶剂型涂料（油
漆）。为贯彻落实《2016 年深圳市治污
保洁工程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深圳市
人居环境委员会于 8 月联合市住建、市
场监管等部门开展了联合执法检查，重
点查处销售和装修装饰施工中使用不符
合《建筑装饰装修涂料与胶粘剂有害物
质限量》的装修涂料及胶粘剂产品的违
法行为。从此次检查的销售场所和施工
场地看，抽取的 90%以上的涂料、胶粘剂
样品符合地方标准，大部分装修装饰施
工使用的涂料及胶粘剂产品均合格。部
分小型卖场、销售店面违法销售不合格
涂料等产品行为均现场责令立即下架，
情节严重的，立案查处；对于涉嫌违法的
施工行为，执法人员做了现场检查笔录，
现场责令停止违法施工，有的已施工部
分拆除整改。

深圳市严格执法，对未能按时完成
VOCs 改造任务的企业实施处罚，严厉
打击偷排现象，对民众举报较多的企业
加强监管频率，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各项
治理措施，对拒不改造的企业依照大气
法 实 施 按 日 计 罚 ，确 保 各 项 措 施 有 效
实施。

■ 5年治理成效凸显

经过几年治理，深圳市 VOCs 治理
取得了显著成效，重点行业 VOCs 排放
有效减少。根据 2014 年大气污染物排
放清单，全市 VOCs 排放总量为 12.2 万
吨，比 2008 年下降 36%，家具制造行业
VOCs 排放下降 77%。以家具制造企业
为例，从 2010 年开始，全市共有 565 家撤
除或搬迁涂装生产线，全行业关停 112
条 无 牌 、无 证 涂 装 生 产 线 ，每 年 减 少
VOCs排放 3万余吨。

深圳市 VOCs 治理经过多
年探索，逐步形成了一套有效
的治理经验：
一是坚持源头控制为主，末端

治理为辅的原则。
在开展工业企业 VOCs 治理的

过程中，经常会发现企业存在无组
织排放，末端治理设施闲置以及二
次污染物未及时转移。这些现象都
将企业的末端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为此，深圳市要求工业涂装企业使
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涂料。从
源头上减少有机溶剂的使用，降低
VOCs 排放，同时要求企业建立原
辅料使用量、末端治理设施运营情
况及危险废物转移联动等台账，以
便接受环保部门检查。

二是法规先行，编制特区技术
规范。

推进企业开展 VOCs 治理的过
程中经常会遇到法律依据不足，排
放标准太宽松的情况。为此，深圳
市人居环境委员会积极协调市场监
督局出台行业技术规范，先后印发

《建筑装修装饰涂料与胶黏剂有害
物质限量》《汽车维修行业喷漆涂料
及排放废气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
量限值》《家具成品及原辅材料有害
物质限量》等地方标准，并协调行业
协会采用“共同承诺、共同行动，统
一标准、禁油推水，分区限时、同步
执行，自律监督、违约赔款”的绿色
环保共同行动方案，实现生产过程
中 VOCs的大幅减排。

三是分行业推进，杜绝行业内
企业观望。

行 业 内 工 业 企 业 技 术 工 艺 相
似，生产成本相近，不同制造企业相
互观望情绪严重。因此，在推进家
具制造、电子制造、汽车维修、自行
车制造、包装印刷等行业 VOCs 治
理工程中，市人居委采用整体推进、
各个击破的原则，由行业内规模以
上企业率先改造，形成示范效果后
在行业内迅速推广，以此来最大程
度减少由于企业相互观望而造成的

改造进度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的现象。
四是综合应用经济、行政等手段

促进VOCs整治工作。
制定《深圳市大气环境质量提升

补贴办法》，给予涉 VOCs技术改造或
治理企业一定额度的补贴。各环保主
管部门按照辖区内行业特征分别完成
若干 VOCs 治理示范项目，并鼓励先
进适用的 VOCs 处理技术开发、产品
研 发 、设 备 生 产 等 项 目 申 报 专 项 资
金。协调市、区政府采购部门设置定
点采购准入门槛，对办公家私、印刷、
汽车维修等政府定点招标采购企业强
制要求使用低 VOCs 原辅材料。汇总
市内涉 VOCs 排放港资企业名单，联
合香港环保署，通过清洁生产伙伴计
划督促在深港资 VOCs 排放企业进行
治理。

五是相关方各尽其责。
深圳市成立了大气污染防治办公

室（2015 年 正 式 转 为 大 气 环 境 管 理
处），有效利用治污保洁、蓝天工程等
各个考核平台推进各方工作，在此基
础上，积极利用“深莞惠”“深港”等区
域合作平台加强区域大气环境治理。

市发改委将家具、塑胶、制鞋等行
业中 VOCs 排放量大的生产工艺或工
序列入产业结构调整限制和淘汰类目
录。市财委印发大气环境治理提升补
贴 办 法 ，保 障 VOCs 治 理 的 有 效 实
施。市交委加强对汽车维修企业的监
督管理，督促各企业完成水性化改造，
完善末端治理措施。市市场监管委严格
管控建筑装饰装修涂料销售行为，杜绝
销售不符合特区技术规范的涂料。市住
建局加强建筑装饰装修行业管控，对
建筑装饰装修工地开展专项突击检
查，对使用不符合标准涂料的企业进
行处罚并记入施工诚信体系。各区环
保部门加强辖区内 VOCs 排放企业监
管，督促企业按要求完成水性化改造，
完善末端治理措施，建立原辅料使用
台账。开展大气环境执法检查，对未
按照要求完成改造的依法予以处罚。
配 合 市 人 居 委 开 展 VOCs 污 染 源 普
查，落实特区技术规范的有效实施。

分行业分重点，成熟一个治一个

深圳治理VOCs有思路定步骤出成效
深圳VOCs治理经验分享

深圳市 VOCs治理联合执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