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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单位名称

地址、联系人、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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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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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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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邮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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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仟 佰 拾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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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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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卷

纳税人识别号

单 价
(含邮寄费)

315 元

315 元

315 元

订阅册数 合计金额

邮购汇款: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 16 号

邮 编:100062
账户名称:中国环境报社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崇文门外大街支行

银行账号:0200000509200033732
电 话:(010)67112032
传 真:(010)67103929(自动)
联 系 人:高 斐

电子信箱:huanjingnj@163.com
用 途:请务必在汇款单据上注明购《中国环境年

鉴》书款。

环境热评
◆丁焰

普查结果系列谈④

本次移动源普查的目的是为
摸清各类移动污染源数量、结构
和分布状况，掌握移动源污染物
排放情况，进一步加强移动源监
管和污染防治，为改善环境质量
和环境经济综合决策提供基本依
据，对打赢蓝天保卫战、柴油货车
污染治理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

范围全覆盖，方法更
科学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以
下简称“一污普”）中，针对移动源
仅开展了机动车的普查，而第二
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以下简称“二
污普”）对象范围涵盖了各类移动
源。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
查方案》，纳入普查的移动源包括
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污染源。其
中，非道路移动污染源包括飞机、
船舶、铁路内燃机车和工程机械、
农业机械等非道路移动机械。普
查统计汇总了机动车保有量 2.67
亿 辆 ，工 程 机 械 保 有 量 413.2 万
台，农业机械柴油总动力 7.62 亿
千瓦，营运船舶数量 27.82 万艘，
国家铁路内燃机车燃油消耗量
246.18 万吨，民航飞机起降架次
1024.89万次。

对比“一污普”，本次采用的
技术方法和获得的统计数据更加
科学合理。首先，利用车载和在
线监测等技术手段，获得了更接
近实际排放水平的移动源排放系
数 。 应 用 车 载 排 放 测 试 技 术

（PEMS），开 发 了 基 于 比 功 率
（VSP）的 机 动 车 排 放 因 子 模 拟
方法和基于作业工况的非道路
移 动 机 械 排 放 因 子 模 拟 方 法 ；
充 分 利 用 现 代 信 息 化 监 管 技
术，借助车载诊断系统（OBD）、
卫星定位数据及远程监控终端
等 ，获 得 了 海 量 移 动 源 活 动 水
平 信 息 ，确 定 了 可 靠 的 机 动 车
年 行 驶 里 程 、工 程 机 械 工 作 时
间、实际功率、负载因子等重要参
数，显著提升了排放系数的科学
性和合理性。此外，公安交管等
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积极配合，
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行业统计数
据，确保移动源普查工作高质量
完成。

排放总量大，排放来
源多

移动源污染物排放总量大，
氮氧化物尤为突出。普查结果表
明，2017 年全国移动源排放的四
种大气污染物共计 1381.13万吨，
氮氧化物、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
和二氧化硫分别为 1064.88 万吨、
35.01 万吨、239.16 万吨、42.08 万
吨。移动源排放的氮氧化物占全
国排放总量的59.65%，已成为我国
大气氮氧化物排放的首要来源。

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但
排放总量不断下降。 2007 年我
国机动车保有量为 1.42 亿辆，大
气污染物排放量分别为氮氧化物
549.65 万吨、颗粒物 59.06 万吨、
挥发性有机物 478.62 万吨。根据

“二污普”结果，2017 年我国机动
车保有量为 2.67 亿辆，大气污染
物排放量分别为氮氧化物 595.14
万吨、颗粒物 9.58 万吨、挥发性有
机物 196.28万吨。

对比可以发现，十年间全国机
动车保有量增长1.88倍，但颗粒物
下降 83.78%，挥发性有机物下降
58.99%，氮氧化物略有升高。新车
排放标准不断加严和老旧车辆持
续淘汰是污染物明显下降的主要
原因，而柴油质量问题突出和柴油
车排放控制水平不稳定是导致氮
氧化物没有明显下降的重要原因。

非道路移动源量大面广，排
放量贡献显著。普查结果表明，
非道路移动源排放大气污染物排
放量为氮氧化物 469.74 万吨、挥
发 性 有 机 物 42.88 万 吨 、颗 粒 物
25.43 万 吨 、二 氧 化 硫 42.08 万
吨。其中，工程机械排放氮氧化
物 157.32 万吨、颗粒物 6.89 万吨、
挥发性有机物 19.22 万吨；农业机
械排放氮氧化物 189.30 万吨、颗
粒 物 9.37 万 吨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22.45 万吨；营运船舶在核算水域
排放氮氧化物 102.48 万吨、二氧
化硫 42.08万吨、颗粒物 8.44万吨；
铁路内燃机车排放氮氧化物 13.37
万吨、颗粒物 0.49 万吨、挥发性有
机物 0.72 万吨；民航飞机排放氮
氧化物 7.27 万吨、颗粒物 0.24 万
吨、挥发性有机物 0.49万吨。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非道路
移动源量大面广，氮氧化物和颗粒
物 分 别 占 移 动 源 排 放 总 量 的

44.11%和72.64%，是今后移动源污
染防治工作不可忽视的管控对象。

统筹“油、路、车”治
理，协同氮氧化物和挥发
性有机物控制

近十年来，虽然我国机动车
保有量保持快速增长，但通过实
施更严格排放标准、加速淘汰黄
标车及老旧车辆、升级油品质量、
加快调整交通运输结构等措施，
使得污染物排放量持续减少。但
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和燃煤污染防
治力度加大，工业和燃煤排放占比
下降，移动源排放污染日益凸显。

当前，我国秋冬季细颗粒物
污染严重，夏季臭氧问题日益突
出，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是
其重要前体物，移动源已成为氮
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重
要来源。通过本次普查可以发
现，重型货车是移动源氮氧化物
控制的重点，其保有量约占机动
车保有量的 2.04%，氮氧化物排
放量却占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总
量的 61.84%，占移动源排放总量
的 34.56%；小型客车是移动源挥
发性有机物控制的重点，其保有量
约占机动车保有量的67.08%，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量占机动车排放总
量的62.36%，占移动源排放总量的
51.18%。因此，如何协同做好氮氧
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减排，是移动
源污染防治面临的主要难题。另
外，非道路移动源的排放占比不容
忽视，且尚未建立有效的环境管
理制度体系，需要给予重点关注。

“十三五”期间，国务院印发
《打 赢 蓝 天 保 卫 战 三 年 行 动 计
划》，生态环境部等 11 部门出台

《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
计划》，初步形成了多部门分工配
合、“油、路、车”统筹治理的移动
源大气环境管理格局。建议加快
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不断优化交
通运输方式；加大老旧车辆淘汰
力度，不断提升在用车清洁化水
平；持续开展黑加油站点专项检
查，不断强化油品达标保障能力；
加强非道路移动机械和船舶环境
管理制度建设，不断加大非道路
移动源污染减排力度。

作者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主任

移动源污染防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移动源普查情况解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近 日 在《求
是》上发表重要文章《关于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文
章指出，要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存在的突出短板问题和必须完
成的硬任务进行认真梳理。从
领域看，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基
础设施等方面短板明显。重点
地区大气污染治理任务艰巨，秋
冬季重污染天气多发，长江流域
生态保护修复任务繁重，城市黑
臭水体、农村环境脏乱差问题突
出。对于小康社会的短板弱项，
要实施精准攻坚。

今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收官之年，城市黑臭水体
治理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补短板问题”，要成为各地各部
门治污攻坚的重要任务之一。

经过两年的专项行动，截至
2019 年底，全国 2899 个黑臭水
体的消除比例达到 86.7%，其中
重点城市消除比例为 96.2%，其
他地级城市消除比例为 81.2%；
2016 年以来，黑臭水体治理的
投资逾 1.1 万亿元，总体上取得
了积极进展。但是，城市黑臭水
体治理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

程，涵盖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社
会管理等多个领域。由于涉及
的部门多、范围广，受部门管理
条块分割、治理资金来源渠道单
一且数量有限等诸多因素影响，
城市黑臭水体普遍存在治理难
度大、治理效果差等共性问题。
在一些地区，城市黑臭水体出现
了“治理反复、反复治理”“久治
不清”的困境。

6 月 18 日，山东《电视问政》
节目曝光的临沂市城区青龙河
污染问题，恰恰说明了黑臭水体
治理的艰巨性、反复性。早在
2006 年，临沂市就对贯穿临沂
主城区的全长 8.46 公里的青龙
河进行治理。2015 年，临沂市
又投资 2.65 亿元用于青龙河综
合整治工程。2018 年，临沂市
出台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
作战方案，承诺到 2020 年基本
消 除 市 区 县 城 建 成 区 黑 臭 水
体。2019 年，临沂市在 5 月发布
的全市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情况
通报中称，包括青龙河在内的
22 段黑臭水体已治理完成。但
是，仅一年过后，青龙河河水呈
现明显的青绿色，其上杂物漂
浮，污水肆意排放，阵阵恶臭扑
鼻。青龙河污染问题的反弹，充

分反映出城市黑臭水体治理不
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必须
常抓不懈、久久为功。

从全国范围看，临沂青龙河
问题不是孤例，统计数据表明，
在黑臭水体治理上，一些城市的
差距还比较大。城市黑臭水体
治理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
短板”的硬任务，各地各部门要
对标对表找差距，以更大的决心
和力度扎实推进，为小康社会增
添亮色。

虽然黑臭水体难治，但并非
不可治。这不是能不能治的问
题，而是想不想治的问题，关键
在于要有坚如磐石的态度、背水
一战的决心。在污染防治攻坚
战中，一些目标任务初看起来好
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最终交出
了靓丽的成绩单，靠的就是敢干、
苦干、实干的精神。各地要以敢
啃“硬骨头”的魄力和积极作为的
担当精神，着力攻破黑臭水体治
理中的 难 点 问 题 和 关 键 环 节 。
只要拿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
劲、不获全胜不收兵的决心，黑
臭的河道一定能够变清变美。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是一个
系统的、复杂的工程，既不能靠
一两个部门孤军奋战，也不能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靠一
招制胜。只有政府、企业等共同
发力，采用综合手段系统治理，
才能取得良好效果。因此，各地
需要制定系统的治理方案，构建
协同共治机制，坚持系统谋划、
协同治理、责任包干、压茬推进，
集中力量攻克一个个难关。例
如，曾经属于严重污染河流的广
东练江，通过领导包干治水、人
大政协监督、公众舆论监督、补
齐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完善
生态环保责任体系等举措，最终
扭转了持续重污染的趋势，水质
明显改善。

从各地的情况来看，影响城
市河道水质的主要问题就是管
网建设严重滞后，污水的收集、
处理能力不能满足需求。这是
当前黑臭水体治理的突出短板，
也是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各地
要以此为着力点，加大投入，加
快推进截污纳管步伐，从源头控
制污水入河；同时，完善污水处理
厂建设，根据排放标准要求，实行
提标改造。要加强执法监管，对
违法超标排放行为依法进行处
罚，不能让污水处理厂成为污染
源。要建立黑臭水体治理考核
问责机制，明确责任主体的工作
职责、工作要求和考核奖惩，真
正把生态环保责任落实到位。

2020 年 已 经 进 入 下 半 年 ，
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任务十分艰巨。我们要上下一
心，在城市黑臭水体治理中下足

“绣花”功夫，确保污染防治攻坚
战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补齐黑臭水体治理短板应成硬任务

6 月 30 日，财政部、生态环
境部联合印发《关于核减环境违
法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可再生能
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与 2019 年
11 月生态环境部颁布的《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
应用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
规定》）中第十七条的要求是一
致的，即垃圾焚烧厂因污染物排
放超标等环境违法行为被依法
处罚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和标准，核减或者暂停拨付其国
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资
金。这可以倒逼垃圾焚烧发电
企业建立从“不敢”违法到“不
想”违法的长效机制，变被动环
保为主动环保。

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建在城
镇里的废弃物处理设施，公众对
其污染物的排放情况十分敏感，
对其超标排放和环境违法行为
容忍度极低。污染物排放自动
监测、排放情况公开、严格监管
自然成为世界各国对垃圾焚烧
发电厂的基本要求。生态环境
部 于 2016 年 开 始 对 全 国 垃 圾
焚烧发电厂摸底排查，2017 年
部署完成了“装、树、联”工作，
2018 年开展垃圾焚烧发电行业
达 标 排 放 专 项 整 治 行 动 ，2019
年印发《管理规定》并推动开展

“我是环境守法者”承诺活动，
2020 年向社会公开行业自动监
测数据，年底前举报奖励制度要

覆 盖 到 设 区 市 级 生 态 环 境 部
门。绵密笃行，就是要将垃圾焚
烧发电厂的环境违法主观心理
从“敢想敢干”，改善为“想而不
敢”，完善到“想而不能”，至善为

“想都不想”。
环境友好，一直是垃圾焚烧

发电企业努力宣传要实现的目
标，也是垃圾焚烧发电厂能够与
城 镇 居 民 比 邻 而 存 的 前 提 条
件。2019 年 12 月 13 日，包括光
大环保、浙能锦江、重庆三峰在
内的 13 家垃圾焚烧发电集团向
社会庄严承诺：“我是环境守法
者，欢迎任何人员、任何时候对
我进行监督。”2014 年以前就有
部分垃圾焚烧发电厂主动打开
大门，向公众开放垃圾焚烧设
施，并主动将某些公众敏感污染
物的监测数据公开。所有这些，
就是为了打造可见的、值得信赖
的“邻利”设施，以取信于民。

但垃圾焚烧发电厂也是企
业，企业追逐利润无可厚非，触
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难免会
有个别企业想将污染防治的成
本节约成自己的利润。垃圾焚
烧 发 电 厂 的 灰 、渣 、水 、气 、味
的高标准处置和排放，以及炉
温 的 稳 定 合 规 都 需 要 真 金 白
银的投入，一个侥幸的想法就
能省下可观的成本，一个错误
的念头，比如造假、篡改，产生
的 巨额利润可使人蒙蔽良知、
丧失底线。因此，必须依法依规
严格监管。

2017 年 10 月 1 日推动部署
完成了“装、树、联”工作及配套
飞行监测后，垃圾焚烧发电行业
的宣传就严谨了许多。2019 年

《管理规定》出台后，垃圾焚烧发
电厂才俯下身来正视自己真正
严格达标问题。“我是环境守法

者”承诺活动及 2020 年底前举
报奖励制度要覆盖到设区市级
生态环境部门的跟进举措，使垃
圾焚烧发电厂通过环境违法获
取利润的行为进入到“想而不
敢”和“想而不能”的境地。

之前垃圾焚烧发电厂违规
排放，相关政策的处罚标准和力
度并不严厉，甚至个别地方生态
环境部门采取高拿轻放的执法
手段，结果助长了一些垃圾焚烧
发电厂的侥幸心理。此次财政
部 、生 态 环 境 部 联 合 发 布《通
知》，将环境违法与补贴挂钩，目
的就是向社会彰显国家对垃圾
焚烧发电产业采取严格监管的
决心，通过触动垃圾焚烧发电企
业的根本利益，来促进整个行业
的转型升级，驱动企业规范运
行、严格达标排放。

6 月 11 日生态环境部官网
“曝光台”向社会公开了 2020 年
第一季度全国垃圾焚烧发电厂
环境违法行为处理处罚情况。
共通报了 8 起案件，涉及两例炉
温违法、1 例污染物排放超标、1
例工况虚假标记和 4 例自动监
测数据缺失无效，相信第二季度
的情况也会很快公布。公开垃
圾焚烧发电厂环境违法行为将
常态化，此时的垃圾焚烧发电行
业，被通报处罚者胆战心惊，其
他电厂闻者足戒、惊魂未定。《通
知》的适时颁布，将促使各企业
进一步认真学习，仔细权衡，自
觉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通知》一是明确了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纳入补贴清单、拨付
补贴资金的必要条件。二是明
确了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发生环
境违法行为时，补贴资金核减、
暂停和恢复拨付、移出补贴清单
的具体情形。三是明确了各相

关方的责任和义务。四是设立
了对各部门工作人员违法违纪
行为的追责条款。

《通知》将规范运行、达标排
放设定为垃圾焚烧发电厂获取
补贴权益的先决条件，从力度上
看，《通知》的执行将迫使通过环
境违法获益的主观心理达到“想
都 不 想 ”的 至 善 程 度 。 以 500
吨/日的焚烧炉生产线为例，按
照《通知》第二条，符合《管理规
定》第十条、第十一条处罚情形
的环境违法行为，核减电价补贴
损失有如下 3种情况：

第一种，违法一次或一天两
次：10000 千瓦×24 小时×0.3元
=7.2万元；

第二种，两次违法发生在不
同 自 然 日 ：10000 千 瓦 × 24 小
时×0.3元×2日=14.4万元；

第三种，一个自然月内出现
3 次及以上违法情形的，核减电
价 补 贴 损 失 约 为 7.2 万 元 × 30
日=216万元。

此外，《通知》第三条对篡改
或伪造自动监测数据的环境违
法行为，核减电价补贴损失高达
约 216 万 元 × 10 个 月 × 3 年 =
6480 万元。

如果垃圾焚烧发电企业被
施加严厉处罚，并考虑延伸影
响，极有可能引发企业的生存问
题。面对生死问题，环境违法节
约的收益显得毫无意义。《通知》
组合拳打下来，企业将主动抛弃
环境违法获利的意愿。不触碰
环境红线、“想都不想”将成为垃
圾焚烧发电厂环境违法选择题
的唯一正确答案。

作者系中华环保联合会废
弃物发电专委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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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都不想”应是唯一正确答案
郭云高

6 月以来，全国各地陆续进
入 汛 期 ，不 少 地 区 开 启 暴 雨 模
式。受此影响，一些地区水环境
质量出现明显下滑。入梅入汛属
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但环境
管理决不能因此顺其自然，而要
提前谋划，统筹考虑。

水环境污染问题在水中，根
源在岸上。汛期，不少陆上污染
物可能随暴雨冲刷进入水体，各
地应有意识地强化环境管理，提
前做好隐患排查。加强对工业企
业特别是涉水重点企业的管理排
查，围绕企业废水收集池、暂存
池、应急处理池以及水污染物排
放口等进行排查，及时提醒企业
做好暴雨应急工作，避免极端天

气下水污染物外溢。及时做好农
业环境管理，做好秸秆收集、清
理、转运等工作，避免秸秆入河、
入湖。处于水稻栽播季的地区，
农业管理部门要重点防治农药化
肥等面源污染的产生。

监测是环境管理的哨兵，也
是提升环境管理针对性的有效手
段。各地生态环境部门要充分用
好环境监测大数据，加强与气象、
水利等部门的协调会商，特别是
针对暴雨预警等内容做好信息交
换，尽可能实现信息共研、共享、
共商。及时向水利等部门通报断
面监测信息，确保在为暴雨留足
泄洪空间的同时，合理考虑水位
降低对环境质量可能产生的不利
影响。加强对工业园区、水污染
物重点排放单位、污水处理厂、入

江入河排污口以及断面水质反复
波动区域等特定排污口的监测，
及时为监管执法提供线索。

受疫情以及暴雨影响，开展
企业现场监管的频率可能会受到
限制。可以充分用好污染源在线
监控等科技监管手段，结合企业
安装的流量计、用电监控、视频监
控等设备，及时识别发现企业污
染物排放异常情况，靶向执法。
强化精准监管，参照“冬病夏治”
的思路，探索开展水环境疑难复
杂线索汛期突击核查，重点对前
期生态环境部门掌握的违法排污
信访举报线索多但查而未果的企
业、水平衡明显异常但暂未发现
违法的企业、在线监测数据长期
波动但无合理理由的企业等开展
核查，提高问题发现的精准性。

汛期水环境监管应突出精准
◆赵建峰

◆秦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