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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通过专家论证的《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指出

，将加强重点领域环境风险防控，维护环境安全，实现安全

发展。将核与辐射、重金属、危险废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危险化学品等作为防范环境风险的重点领域。 2011年3月11

日，日本东北部和关东首都圈发生里氏9级强震，并引发海啸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造成环境

污染，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威胁。 2010年 7月3日下午,福建

省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铜矿湿法厂发生铜酸水渗漏事故

。9100立方米的污水顺着排洪涵洞流入汀江,导致汀江部分河

段污染及大量网箱养鱼死亡。 【标准表述】 [面临压力] 进入

“十二五”时期，我国环境保护面临着4个方面的压力，即：

治污减排的压力继续加大；环境质量改善的压力继续加大；

防范环境风险的压力继续加大；西方对中国的环境压力继续

加大。 压力继续加大的根源，在于经济发展方式尚未得到根

本性改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尚未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在

于发展和环境的深层次矛盾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在于国际环

境与发展形势日益复杂和尖锐。今后几年，我国以二产为主

轴的经济总量增长势头将持续强劲，产能释放将依旧明显，

污染物产生量更会增加，减排在消化增量的同时还要削减存

量，空间变小，难度却大大增加。 [原因] 由生产安全事故引

发的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既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

损害，也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导致这类环境污



染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环境安全的法律法规尚不

完善，现行的涉及环境安全的法律要求也未得到全面有效落

实。截至目前，我国还没有成套的关于预防、处置和评价突

发环境事件的相关法律法规，对环境安全的－全过程监管也

没有具体的规章。2007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

应对法》是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指导性法规，对突发环境事

件未做出具体、详细的规定。在环境安全方面，2006年国务

院颁布的《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中只是对预警、响

应、信息报送、指挥协调和应急监测做出说明，对事件的具

体处置和后评价没有详细规定；预案中提出的预警体系、指

挥协调系统等体制和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和健全。 二是环境

安全事件的处置绝不仅仅是环保部门的职责，需要政府各相

关部门共同参与，各司其责。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方面职责不清，联络工作机制不健全；排查安全隐

患时，对可能衍生的事故隐患不过问、不通报；出现问题时

，第一反应是要搞清楚自己有没有责任；在处置过程中，则

是能躲就躲，能推就推。以至于在突发环境事件处置现场常

常见到的情形是:只有消防部门和环保部门的同志在战斗；常

常出现的结果是:由安全生产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事件，受到

责任追究的是环保工作人员。 三是有的地方环保部门对环境

安全监管工作未给予足够重视，未提升工作高度，未制定相

应切实可行的工作管理制度并加以落实。大部分环境应急工

作由环境监察和监测部门承担，工作重心放在事后处理上，

其他环境管理部门基本不介入、不参与，从而很难做到环境

安全全过程监管。 四是作为安全工作责任主体，很多企业漠

视环境安全，生产管理措施不健全，应急预案形同虚设，缺



少安全设施投入和应急物资储备，职工培训与安全应急演练

缺失等现象比比皆是。无论是固定源还是流动源，一旦出事

，就乱作一团，无法形成有效的救援体系，也就谈不上将灾

害程度控制在最小范围，将事故损失减少到最低水平。 [措

施] 要避免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保障环境安全，专家认为，

要完善以下几方面法律法规： 首先，由国家制定并颁布关于

环境安全全过程监管的条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的补充法规。细化政府各相关部门的职责，为环

保部门科学制定环境安全监管工作制度奠定法律基础；确保

实现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环境安全问题进行全过程监管

，对突发环境事件能够及时预警、有效处置，对污染事件造

成的损失和灾害影响进行科学的后评价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方

案。 其次，应完善相关的环境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影响评价法》中引入关于加强区域规划环评和项目风险环

评的章节，通过项目审批环节，从项目建设选址之初就开始

将环境风险降至最低。明确对没有环境安全设施的企业，应

强制其建设相关设施；加强在建项目的环境安全设施建设；

强化对运营企业的环境安全设施监管；除因不可抗力引发的

环境污染事件外，要对责任企业给予高额处罚。 再次，由环

保部门根据新颁布和修订的法律法规，制定或健全相应的环

境安全监管制度。确定企业环境安全风险分级办法，对高风

险等级的企业强制其修订合乎实际、切实可行的《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按时开展应急处置演习，并准备好充足的

应急物资。 最后，在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设立突发事件专项处

置准备金的基础上，加速建立突发环境事件社会保险机制。

确保有足够的资金处置环境污染灾害，同时，尝试按照企业



环境安全风险等级收取环境风险抵押金，作为环境污染灾害

治理资金和赔偿金，以提高企业安全意识，确保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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