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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号）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省人民政府，国家环保局

、国家计委、水利部、财政部、建设部： 国家环保局、国家

计委、水利部《关于申请批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及“

九五”计划的请示》（环控［１９９６］３４５号）收悉，

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及“

九五”计划》（以下简称《规划及计划》），请你们优先纳

入“九五”计划安排，认真组织实施，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

。 二、《规划及计划》是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

的重要依据，淮河流域的经济建设活动必须符合《规划及计

划》的要求。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以下简称四省

）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依照《规划及计划》的要求，尽快

制定本省、本系统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和实施计划。抓

紧进行有关项目准备工作，突出重点，分期分批按基本建设

和技术改造项目审批程序列入地方、部门和国家的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及年度计划组织实施。确保１９９

７年实现全流域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２０００年实现淮河

水体变清的目标。 三、同意《规划及计划》关于淮河流域水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１９９７年，全流域化学需氧量

（以下简称ＣＯＤ）最大允许排放总量为８９．０２万吨，

其中：河南省２４．７２万吨，安徽省２０．７７万吨，江

苏省１７．１５万吨，山东省２６．３８万吨；２０００年

，全流域ＣＯＤ最大允许排放总量为３６．８万吨，其中：



河南省１２．７４万吨，安徽省７．７万吨，江苏省９．８

９万吨；山东省６．４７万吨。 四、同意《规划及计划》关

于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七大控制区及３４个控制单元和１０

０个控制子单元的划分。 同意《规划及计划》关于８２个水

质控制断面的水质要求、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对不同行业

的排放要求、控制断面以上主要城镇的ＣＯＤ最大允许排放

量、主要排污口的ＣＯＤ最大允许排放量、各省市县分期削

减排污量的最低要求及落后工业设备淘汰指标等。 四省所辖

淮河流域的水质分别要达到省界水质标准的要求。 五、《规

划及计划》水污染防治备选项目３０３个左右，约需投资１

６６亿元。资金来源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多渠

道、多方面筹集。要努力提高防治资金的使用效益。四省人

民政府要组织有关项目业主单位按项目申请、评估、审批和

贷款程序，分批予以落实。对列入年度计划的水污染治理项

目，四省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有关企业要确保建设

资金按期到位。请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等有关部门加强指

导和督促。 六、四省人民政府要按照《规划及计划》的要求

，抓紧制订本省淮河流域重点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排水管网

建设的分阶段计划，抓紧建设工作。 为建立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和运行机制，可进行城镇污水处理收费试点，收取的

费用专项用于淮河流域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不

得挪作他用。具体试点城市名单由建设部、国家环保局会同

国家计委、财政部研究确定。具体收费试点办法由财政部会

同国家计委、国家环保局等有关部门抓紧制订，于１９９６

年９月３０日前发布，由四省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七、四省

各级人民政府要采取措施，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实施清洁生



产，严格控制新污染源。要按照《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

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和《规划及计划》的要求

，分别采取“关、停、禁、改、转”及限产限排等措施，限

期治理工业企业（包括乡镇企业）污染源。 国务院有关部门

要抓紧拟订、公布淮河流域禁止和严格限制的产业、产品名

录，并积极配合四省做好水污染防治适用技术的开发、应用

和推广工作。 八、四省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水污染防治工作的

领导，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环境执法监督，严格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领

导小组要及时协调、解决有关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

防治的重大问题，加快研究建立水污染防治监督体制、污染

控制监测指标体系，加强监督、检查。 四省人民政府和国务

院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团结治污，按照《暂行条例》和《

规划及计划》的要求，共同做好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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