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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2_83_E4_BF_9D_E6_c61_451238.htm 国务院下发通知，印

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这份名为《国务院关于印

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的通知》称，当前，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环境保护面临

严峻的挑战。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下大力气解决危害人民群众健康和影响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努力建设环境友好型社

会。要紧紧围绕实现《规划》确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目标，把防治污染作为重中之重，加快结构调整，加大污

染治理力度，确保到2010年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比2005年

削减10%。同时，要加快淮河、海河、辽河、太湖、巢湖、

滇池、松花江等重点流域污染治理，加快城市污水和垃圾处

理，保障群众饮用水水源安全。通知强调，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要把环境保护目标、任务、措施和重点工程项目纳入本地

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资到

位、监管到位。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根据各自的职能分工，切

实加强对《规划》实施的指导和支持。要严格执法监督，督

促企业履行保护环境的责任，动员全社会共同保护环境。以

下是全文：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的

通知国发〔2007〕37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

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国务院同意环保总局、发展改革

委制定的《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



执行。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

突出，环境保护面临严峻的挑战。各地区、各部门必须深入

贯彻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大力气解决危害人

民群众健康和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环境问题，努

力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要紧紧围绕实现《规划》确定的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把防治污染作为重中之重，加

快结构调整，加大污染治理力度，确保到2010年二氧化硫、

化学需氧量比2005年削减10%。同时，要加快淮河、海河、辽

河、太湖、巢湖、滇池、松花江等重点流域污染治理，加快

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保障群众饮用水水源安全。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要把环境保护目标、任务、措施和重点工程项目纳

入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

投资到位、监管到位。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根据各自的职能分

工，切实加强对《规划》实施的指导和支持。要严格执法监

督，督促企业履行保护环境的责任，动员全社会共同保护环

境。要高度重视投资质量和效益，保证《规划》执行的严肃

性和合理性。要建立评估考核机制，每半年公布一次各地区

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重点工程项目进展情况、重点流域与

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变化情况。在2008年底和2010年底，分

别对《规划》执行情况进行中期评估和终期考核，评估和考

核结果要作为考核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绩的重要内容。国务

院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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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本规划。本规划是国家“十一五”规划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旨在阐明“十一五”期间国家在环境保护领域



的目标、任务、投资重点和政策措施，重点明确各级人民政

府及环境保护部门的责任和任务，同时引导企业、动员社会

共同参与，努力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一、环境形势(一)“

十五”期间环境保护工作取得进展。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环境保护，将改善环境质量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把环境保护作为宏观经济调控

的重要手段，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不断加大环境保护工作力度，淘汰了一批高消耗、高污

染的落后生产能力，加快了污染治理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重点地区、流域和城市的环境治理不断推进，生态保护

和治理得到加强；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措施，

市场化机制开始进入环境保护领域，全社会环境保护投资比

“九五”时期翻了一番，占GDP的比例首次超过1%；环境管

理能力有所提高，环境执法力度有所加强；全社会的环境意

识和人民群众的参与程度明显提高，对我国环境保护规律性

的认识不断深化。在经济快速发展，重化工业迅猛增长的情

况下，部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有所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加剧的趋势减缓，部分地区和城市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核与辐射安全得到保证。(二)环境形势依然严峻。我国环境

保护虽然取得积极进展，但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十五”环

境保护计划指标没有全部实现，二氧化硫排放量比2000年增

加了27.8%，化学需氧量仅减少2.1%，未完成削减10%的控制

目标。淮河、海河、辽河、太湖、巢湖、滇池(以下简称“三

河三湖”)等重点流域和区域的治理任务只完成计划目标

的6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环境污

染严重。全国26%的地表水国控(国家重点监控)断面劣于水环



境V类标准，62%的断面达不到III类标准；流经城市90%的河

段受到不同程度污染，75%的湖泊出现富营养化；30%的重点

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不到III类标准；近岸海域环境质量不

容乐观；46%的设区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二级标准，一些大

中城市灰霾天数有所增加，酸雨污染程度没有减轻。全国水

力侵蚀面积161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90%以

上的天然草原退化；许多河流的水生态功能严重失调；生物

多样性减少，外来物种入侵造成的经济损失严重；一些重要

的生态功能区生态功能退化。农村环境问题突出，土壤污染

日趋严重。危险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污染

持续增加。应对气候变化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发达国家上

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经集中

显现。我国已进入污染事故多发期和矛盾凸显期。“十五”

期间力图解决的一些深层次环境问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状况没有根本转变，

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没有改变，体制不顺、机制

不活、投入不足、能力不强的问题仍然突出，有法不依、违

法难究、执法不严、监管不力的现象比较普遍。“十一五”

期间，我国人口在庞大的基数上还将增加4%，城市化进程将

加快，经济总量将增长40%以上，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

约束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国际环境保护压力也将加大，环境

保护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专栏1 “十五”环保计划主要

指标完成情况序号指标名称2000年2005年计划目标2005年“十

五”增减情况1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 19951800254927.8%其

中：两控区内排放量 1316105313542.9%2烟尘排放量（万吨）

1165110011831.5%3工业粉尘排放量（万吨）



1092900911-16.6%4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万吨）

144513001414-2.1%5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

318629001655-48.1%6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6075/7工业

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 16131450216834.5%8工业烟尘排放量

（万吨） 953850949-0.5%9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万吨）

705650555-21.3%1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51.85056.14.3个百分点11设区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比例（%）36.5505417.5个百分点12城市污水处理率（%）

34.345（生活）52.017.7个百分点13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28.135334.9个百分点14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

） 9.913155.1个百分点 (三)环境保护工作进入新阶段。党中央

、国务院把环境保护摆上了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落实科学

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做好环保工作提供了根本

保证，环境保护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

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将为解决结构性、区域性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起到基础性作用。综合国力增强为环境保护提供

了更有力的物质和技术支撑。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深化，为创新环保工作体制和机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广大

群众环境意识普遍提高，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我

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环境保护成为现代

化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环境容量成为区域布局的重要依据

，环境管理成为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环境标准成为市场准

入的重要条件，环境成本成为价格形成机制的重要因素。这

些重大变化，标志着我国环保工作正进入以保护环境优化经

济增长的新阶段，挑战与机遇同在，困难与希望并存。二、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规划目标做好“十一五”环境保护工



作，关键要加快实现历史性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

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把加强环境保护作为

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在保护环境

中求发展。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展同步，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改变先污染后

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

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

环境问题，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护工

作水平。(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保护环境的基本国

策，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着力解决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环

境问题；坚持创新体制机制，依靠科技进步，强化环境法治

，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使生态

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不

断增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二)基

本原则。协调发展，互惠共赢。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在发展中落实保护，在保护中促进发

展，坚持节约发展、安全发展、清洁发展，实现可持续的科

学发展。强化法治，综合治理。坚持依法行政，不断完善环

境法律法规，严格环境执法；坚持环境保护与发展综合决策

，科学规划，突出预防为主的方针，从源头防治污染和生态

破坏，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

境问题。不欠新账、多还旧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

所有新建、扩建和改建项目必须符合环保要求，做到增产不

增污，努力实现增产减污；积极解决历史遗留的环境问题。



依靠科技，创新机制。大力发展环境科学技术，以技术创新

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建立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投入机

制和部分污染治理设施市场化运营机制，完善环保制度，健

全统一、协调、高效的环境监管体制。分类指导，突出重点

。因地制宜，分区规划，统筹城乡发展，分阶段解决制约经

济发展和群众反应强烈的环境问题，改善重点流域、区域、

海域、城市的环境质量。(三)规划目标。到2010年，二氧化硫

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得到控制，重点地区和城市的环境质量有

所改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确保核与辐射环境安

全。专栏2 “十一五”主要环保指标 指标2005年2010年“十一

五”增减情况1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万吨）14141270-10%2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万吨）25492295-10%3地表水国控断面

劣V类水质的比例（%）26.1＜22-4.1个百分点4七大水系国控

断面好于Ⅲ类的比例（%）41＞432个百分点5重点城市空气质

量好于II级标准的天数超过292天的比例（%）69.4755.6个百分

点 三、重点领域和主要任务围绕实现“十一五”规划确定的

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目标，把污染防治作为重中之重，把保

障城乡人民饮水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全面推进、重点突破，

切实解决危害人民群众健康和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

出环境问题。(一)削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改善水环境质量

。以实现化学需氧量减排10%为突破口，优先保护饮用水水

源地，加快治理重点流域污染，全面推进水污染防治和水资

源保护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