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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8D_B0_E5_c36_328318.htm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文

件 环发〔2006〕2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厅

），总局各直属单位、派出机构：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

〕39号），进一步完善环保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科学确定

环境基准，做好“十一五”期间国家环保标准工作，在充分

总结“十五”期间环保标准工作基础上，我局组织编制了《

“十一五”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规划》。现印发给你们，请参

照执行。 附件：“十一五”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规划 二○○六

年二月六日 主题词：环保 标准 规划 通知 附件： “十一五”

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规划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

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推进环境执法和监督管理工作

实现科学化、法制化和规范化，进一步健全环境保护法规，

完善环境保护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科学确定环境基准，努

力使环境保护标准与环保目标相衔接，制定本规划。 一、国

家环境保护标准体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国家环境保

护标准体系的现状 我国环境保护标准工作与国家环境保护事

业同时起步。1973年，我国发布了第一个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工业“三废”排放标准》。经过30多年的发展，国家环境

保护标准体系已初具规模，标准体系由国家和地方两级构成

。国家级环境保护标准包括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控

制）标准、标准样品、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及其他国家环境保

护标准。 “十五”期间，总局和各级环保部门加大了环境保



护标准工作的力度，重点解决标准经费投入少，体系不健全

，科学性与公开性不足的问题。紧紧围绕国家环保重点工作

，制修订并颁布了一大批环境保护标准。在环境质量标准方

面，修订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在排放标准方面，出

台了火电厂、水泥工业、啤酒酿造业、医院废物处理处置、

医院污水、城市生活污水、机动车排放控制等重要标准；在

环境保护管理技术规范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环境影响评价导

则、环境监测方法标准和监测技术规范、环境工程技术规范

、清洁生产标准。截至2005年12月31日，各类现行的国家环

境保护标准共计841项。其中，涉及空气、水、土壤、噪声和

振动等方面的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共有16项。包括水污染物、

空气污染物和噪声排放标准以及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的国家污

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共有84项。国家环境标准样品的种类

包括水、空气、土壤、生物质等，共251项。包括核辐射和电

磁辐射污染防治标准、环境污染物与有害因素监测方法标准

、环境保护基础标准、建设项目监督管理标准、清洁生产标

准、环境标志产品标准、环保产品标准、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等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和其他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共490项

。 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包括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

北京、上海、山东等省市共制定了地方环境保护标准30余项

。 （二）存在的问题： 目前，环境保护标准工作还存在着一

些与新形势下环境保护执法和监管工作不相适应的问题，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现行的环境保护标准管理体制与

法律规定、国际通行做法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仍有

很大差距。“超标即违法”仍没有成为多数环保法律的基本

内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仍未完全转化为具有



强制效力的技术法规，对提高环保标准的法律地位、防止国

外污染环境的产品和技术向国内转移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2、许多排放标准实施后长期没有修订，技术内容与形势不适

应，控制水平落后，对行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足。污染

物监测方法标准和监测技术规范采用的监测技术较为落后，

缺少先进的现代监测技术方法标准。污染物监测方法数量不

足。生态保护标准数量较少，不能满足生态保护工作的需要

。 3、排放标准体系的科学性、完整性、系统性、协调性和

可操作性尚待提高，标准适用范围存在重叠、空缺现象。行

业型污染物排放标准数量少，覆盖面不宽。标准的科学性不

足，开展的基础研究较少。在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过程中，

对排放控制水平的经济和技术成本、可行性分析不足。 4、

用于指导环境保护管理和执法工作的技术规范，在种类、数

量、质量等方面，与实际需要相比尚存在较大差距。 二、“

十一五”期间环境保护标准工作的目标、任务 针对环境保护

标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根据改革和加强环境保护标准工作

的要求，“十一五”期间要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标准工作力

度，以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制（修

）订工作为核心开展各项工作。具体目标、任务和措施如下

： （一）目标 初步建立国家环境保护技术法规体系，进一步

调整和完善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完成100余项重要的国家环境

保护技术法规、1000项以上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 （二）任务 1、完善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体系，建立科学合

理的环境质量评价技术规范体系，修订《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等标准，制定《建设用地土壤

环境质量标准》等。配套制定相应的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2



、加大制定行业型污染物排放标准工作的力度，完成钢铁、

煤炭、火力发电、农药、有色金属、建材、制药、石化、化

工、石油天然气、机械、纺织印染等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制修订工作，增加行业型排放标准覆盖面，逐步缩小通用

型污染物排放标准适用范围。对实施时间较长的排放标准进

行全面复审和修订，提高其排放控制水平。在排放标准制修

订工作中，对国家排放标准体系进行调整和完善，解决标准

适用范围的重叠、空缺问题。提高排放标准制修订工作的规

范化水平。适应依法行政要求，在污染物排放标准制修订工

作中贯彻《行政许可法》的立法精神，规范对新建立和现有

污染源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 3、在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制

修订工作中，加大采用先进监测技术和国外先进标准工作的

力度。以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方法标准为重点，全面开展各

种环境介质中有害物质和有害因素监测方法标准、监测技术

规范的制修订和环境标准样品的研制工作。重点开展各种有

机污染物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监测方法的研究制定工作。制

定管理和控制环境监测工作各个方面和环节的环境监测技术

规范，完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体系。重点开展水中有机污染

物标准样品研制工作，提高饮用水源水质监测工作的质量。

4、全面开展环境保护管理和执法技术规范制定工作，制定适

用于环境影响评价、生态保护、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与控制

、环境信息与档案管理、清洁生产审核、环境工程建设管理

、环境标志与环境保护产品认证、环境污染健康损害判定、

循环经济与生态工业等工作的技术规范。 5、按照《地方环

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备案管理办法》的要求开展标

准备案工作，公布备案信息，规范和促进地方环境保护标准



工作的发展。 三、工作措施 （一）加强对制定和实施环境质

量标准的理论研究。开展代表性环境污染物的环境基准研究

和验证工作。适应国家环保工作的需要，夯实环境保护标准

科研基础，提高标准制修订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促进环境保

护标准的良性发展。 （二）适时修订环境质量标准，为国家

确定环保工作目标提供依据。 （三）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和我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建立环境保护技术法规体系和标

准体系，将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等具有

强制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纳入技术法规管理体系，将其他自愿

采用的规范性文件纳入标准管理体系。修改有关法律，明确

超标责任，赋予污染物排放标准强制效力。 （四）提高环境

保护标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制定环境保护标准制

修订管理办法、环境保护技术法规制修订工作指南及用于指

导和规范清洁生产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等各类标准

编制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并严格按要求开展工作。在环境保

护标准制修订管理工作中，充分发挥环保标准研究技术支撑

单位的作用。 （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环境保护标准工作

所需经费投入，提高单项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经费额度

。在标准制修订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地方环保管理部门、科

研和监测机构及国内外先进企业的积极性。“十一五”期间

，每年力争安排3000万元用于支持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工作，

建立和完善国家环境保护技术法规体系和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体系。 （六）充分调动各有关方面力量参与环境保护标准制

修订工作。要着重发挥环保系统科研、监测和管理机构的积

极性，同时开展与产业部门和其他企事业单位的合作。在标

准制修订工作中，借鉴国外的成果和经验，与国外政府或科



研机构就环境保护标准进行合作。 （七）促进地方环境保护

标准工作的发展，规范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备案工作。支持各

地开展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制定工作，加强对地方环境保护标

准制修订工作的指导。 附表：“十一五”期间需要制修订的

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名录附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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