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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的通知

（环发〔2006〕1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

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各直属单位： 为全面

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

的决定》，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和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精

神，提升环保科技创新能力，我局组织编制了《国家环境保

护“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 附件：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 二○○六年

七月三日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 2006年6月22日）目 录 一、“十一五”环境形势与

科技需求 1.1 当前的环境形势与特点 1.2 环境科技的发展趋势

1.3 “十五”环境科技发展回顾 1.4 问题与需求 1.4.1 存在问题

1.4.2 科技需求 二、指导思想、规划原则和规划目标 2.1 指导

思想 2.2 规划原则 2.3 规划目标 三、重点发展领域与优先主题

3.1 水污染防治 3.1.1 饮用水安全保障及关键支撑技术 3.1.2 流

域（区域）水污染控制与工程示范 3.1.3 城市水环境质量改善

与生态建设 3.2 大气污染防治 3.2.1 区域大气污染现状、成因

与调控技术 3.2.2 城市大气环境问题与控制 3.2.3 大气污染物控

制与废气治理技术 3.3 土壤污染防治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3.3.1

土壤污染与修复技术 3.3.2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与农村面源污染



防治 3.3.3 农药环境安全 3.4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污染防治 3.4.1 

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 3.4.2 危险废物管理、风险控制和处理

处置技术 3.4.3 化学品环境效应与风险评估技术 3.5 生态保护

与生态建设 3.5.1 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与建设 3.5.2 区域

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系统监测技术 3.5.3 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安

全支撑技术 3.6 核与辐射安全 3.6.1 核设施安全风险评价与控

制研究 3.6.2 辐射环境与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研究 3.6.3 辐射源

安全技术研究 3.7 环境综合管理关键科学技术支撑 3.7.1 污染

物排放总量统计与核定技术 3.7.2 环境监管与应急预警体系

3.7.3 环境监测与信息管理 3.7.4 环境基准与标准 3.7.5 环境政策

与法规 3.7.6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保障体系 3.7.7 城市环境管

理及对策 3.8 基于循环经济的污染防治技术 3.8.1 静脉产业污

染防控和资源化技术 3.8.2 工业园区生态化改造技术 3.8.3 污染

物总量物质流分析和控制途径 3.8.4 资源循环对污染物总量的

影响机制及污染控制技术经济政策 3.9 环境与健康 3.9.1 环境

污染与健康危害 3.9.2 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机理与识别技术

3.10 区域与全球环境问题 3.10.1 全球环境变化影响的适应技术

与对策 3.10.2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控制技术及对策 四、加强环

境科技基础能力建设 4.1 提高环境科技实验研究能力 4.2 提高

环境基础观测能力 4.3 建立完善环保科普基地 4.4 建设国家环

境科技资源信息共享平台 五、保障措施 5.1 加强环境科技管

理 5.2 优先主题的分解落实 5.2.1 优先主题的分类原则 5.2.2 优

先主题的计划方案 5.3 以体制创新和机制转变推进规划的实施

5.4 建立多元化科技投入机制 5.5 促进科技示范和成果推广转

化 5.6 加强环境科技普及与教育 六、经费预算 未来5～15年，

甚至更长时间内，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资源环境



的瓶颈制约与胁迫影响将日益严峻。面对这一重大挑战，必

须深入贯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

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落实科

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

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基础上，明确未来环境科

技发展的总体战略，从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高度对环境

科技的发展认真分析、提前部署和科学规划，使环境科技适

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要求，为我

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一、“十一五”环境

形势与科技需求 “十一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承前启后的

关键时期，构建发展与环境的新型关系，是我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确定的重要目标。第六

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的召开，预示着全国环保工作已进入了

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按照第六次全国环保大

会的部署和要求全面实现三个转变，是“十一五”环境科技

发展的首要任务。 1.1 当前的环境形势与特点 当前，我国的

环境形势十分严峻，生态环境已进入大范围生态退化和复合

性环境污染的新阶段。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我国生态与环

境问题无论在类型、规模、结构、性质以及影响程度上都发

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 （1）环境与资源约束瓶颈加

大，环境污染呈加剧蔓延趋势。能源、资源利用率低，污染

物排放强度高，全国范围内主要污染物排放已超过环境承载

能力。污染与破坏已从陆地蔓延到近海，从地表延伸到地下

，从单一污染发展到复合污染。工业结构性污染呈现不同空

间尺度的梯度性转移和变化；在一些重要经济区域和流域形

成了点、线、面源污染共存，生活、生产污染叠加，各种新



旧污染物交织，水、气、土污染交互影响的复杂态势，核与

辐射环境安全存在隐患。 （2）新污染物质和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的危害逐步显现。一些新型污染物质如抗生素、内分泌

干扰物、藻类毒素、杀虫剂氧化副产物等对生态系统、食品

安全、人体健康等，存在着更大的风险和更久远、更难以预

料的潜在影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加重。 （3）生态

与环境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风险更加巨大。一系列重大环境

问题，如湖泊与近岸海域水体富营养化，区域酸沉降与城市

大气复合污染，土壤与面源污染，有毒有害污染物排放，区

域（流域）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外来物种入侵

和遗传资源流失，以及突发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等，越来越

多地危及社会稳定与环境。 （4）环境问题成为新的外交热

点。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资源与环境

的国际贸易争端与摩擦不断加剧，履行国家环境义务、改善

全球环境质量、保障国家资源供给、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等，

已成为国家外交事务的新热点和基本内容之一。 1.2 环境科技

的发展趋势 进入新世纪，国际国内环境科技的发展呈现以下

特点： （1）研究手段更加先进。环境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

互融合、相互渗透与相互转化更加迅速。以长期连续观测、

探测和实验资料的积累与分析为基础，环境科学诸多前沿研

究与高新技术的发展融为一体，新兴学科不断涌现。 （2）

研发与应用结合更加紧密。围绕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到消化

吸收再创新，环境科技在基础研究、高新技术研究与成果应

用转化等纵深层面同时展开，研发与应用结合更加紧密。一

批本属于基础研究的成果，如基因工程、纳米材料等，在研

究初期就快速进入环境应用研究领域。 （3）研究视野更加



开阔。环境科学已由传统的单一关注污染物质的环境效应和

生态影响研究，转为更加关注环境与人体健康的影响研究，

关注人类生产方式的转变，关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关系、人

与自然等人类社会发展的协调与和谐问题等，环境科技对人

类社会发展的导向作用愈加显现。 （4）国际合作主题更加

突出。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国家水域、臭氧层损耗

、土地退化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一系列重大环境问题，已

成为当前及今后世界各国环境科技合作与交流的主题和基点

。 1.3 “十五”环境科技发展回顾 “十五”以来，国家在重

大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组织实施了一批重要项目，取得了一定

成绩，主要体现在： （1）持续支持基础研究，科学揭示关

键环境问题 “十五”期间，国家先后启动了《湖泊富营养化

过程与蓝藻水华暴发机理研究》、《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环

境安全、演变趋势与控制原理》、《长江、珠江三角洲地区

土壤和大气环境质量变化规律与调控原理》、《东北老工业

基地环境污染形成机理与生态修复研究》、《长江流域生物

多样性变化、可持续利用与区域生态安全》等重大基础研究

（973）项目，有效阐明了上述区域典型污染物的变化机理，

科学揭示了某些污染物的环境行为和污染规律，显著提高了

部分前沿科学基础问题的认识水平。 （2）重视重要技术研

发，充分鼓励集成创新与应用示范 “十五”期间，国家先后

组织实施了《环境污染防治技术》主题、《水污染控制技术

与治理工程》等高新技术领域（863）专项。实施了锅炉燃煤

污染控制、汽车尾气监测技术、生活垃圾生态填埋技术、湖

泊水源地水质改善与生态修复、河网区面源污染控制、重污

染底泥疏浚、城市水环境质量改善等技术创新和工程示范。



通过技术研发与工程示范，初步掌握了一批先进生产工艺和

关键装备制造技术，开发了一批重要技术产品，发明了一批

污染治理专利技术，提高了燃煤、机动车尾气、污水治理、

城市生活垃圾处置等污染控制能力，缩短了与国际先进水平

的差距，推进了我国部分区域（流域）污染控制与环境质量

的有效改善。 （3）关注环境热点，为国家环境管理提供决

策支持 “十五”期间，国家先后组织实施了《重大环境问题

对策与关键支撑技术研究》、《全球环境变化对策与支撑技

术研究》、《水安全保障技术研究》、《三峡库区生态环境

安全及生态经济系统重建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中国可

持续发展信息共享系统的研究开发》等一批重点攻关项目。

其研究成果为完善国家环境法规政策、强化国家宏观环境管

理、参与国家可持续发展综合决策、确立国际履约谈判基本

立场、提高重点区域流域环境污染控制能力等做出了重要贡

献。 1.4 问题与需求 1.4.1 存在问题 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面

临着三大矛盾： 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

的矛盾突出，协调经济与环境关系的难度越来越大；人民群

众改善环境的迫切性与环境治理长期性的矛盾突出，环境问

题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污染形势日益严峻与

国际环保要求越来越高的矛盾突出。“十五”环境科技虽然

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面对世界环境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面

对我国环境保护存在的矛盾，环境科技在遏制生态环境恶化

的趋势，缓解资源环境对发展的瓶颈制约，促进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一是环境科

技与国家环境保护需求脱节，环境科技支持方向与国家环境

保护内在需求联系不紧密，缺乏应对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目标提出的新需求、新挑战、新战略的研究支持能

力，环境综合决策的科技支撑能力薄弱，环境科技体系尚不

健全，对国家重点环保计划的支持能力弱；二是研究计划与

应用结合不紧密，国家科技计划安排中，忽视对部门应用科

技的有效支持，忽视发挥部门的优化组合与引领作用，导致

解决国家重大环境问题的有效技术和手段明显不足；三是科

技投入严重不足，没有形成稳定的环境科技投入机制，科研

基础条件落后；四是环境科技队伍力量较弱，科技人才不足

的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五是缺乏大跨度的学科交叉综合研究和环境科技信息化共享

平台，众多环境科技成果难以直接转化为环境效益，环境科

技在保护环境、改善环境质量方面的贡献并不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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