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国家“十一五”环境保护规划的基本思路4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3/2021_2022__E5_85_B3_E4

_BA_8E_E5_9B_BD_E5_c61_93913.htm 四、“十一五”期间需

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根据对环境形势的判断和主要目标要求，

初步考虑“十一五”环境保护应在八个方面，着力完成主要

任务，取得明显进展。 1、加强环境监管，促进循环经济发

展 建立新的政府和领导绩效考核制度，把环境保护指标纳入

地方政府和党政领导绩效考核中；完善环境监管机制，理顺

环境管理机制；健全环保法规及标准体系，为严格执法奠定

基础；推进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提高企业环境绩效，严

禁企业无证排污；严格新建项目审批，提高环保准入门槛；

严格执法，加大对违法排污企业的打击力度，赋予环保部门

对环境违法企业的停产治理权和强制处罚权；继续抓好循环

经济示范和创建活动，逐步完善和提高考核标准。大力推进

各类环保、生态创建工作，探索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城市

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推动循环型社会的建立。 2、突出重点

流域治理，确保饮用水源地安全 全面推进城镇污水处理厂的

建设。因地制宜协调好供水、节水与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施

建设，优先建设城市排水管网，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要集中处

理和分散处理相结合。缺水城市要安排回用设施的建设，开

展污水的深度处理。对于排入封闭水体的污水处理厂建设，

应有除磷、脱氮的要求。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必须进行无

害化利用或处置。 集中力量解决突出的水环境问题。优先保

护饮用水源地水质，禁止一切排污行为和对水源地有影响的

活动；完善流域治理机制，重点抓好淮河、南水北调东线、



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以渤海、长江口海域、珠江口海域为

突破口，全面推进沿海省市的碧海行动计划，推动海洋环境

保护工作。 3、改善重点城市空气质量，减轻酸雨危害 综合

治理城市大气污染。加大城镇人口稠密区域工业企业关停并

转迁的力度，使城镇工业区和居民区适当分离；逐步减少城

镇直接燃用原煤的用量，在人口稠密的区域建设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 严格控制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实施国家酸雨中长期

控制规划，严格控制新建电厂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使

低硫煤优先用于民用，高硫煤主要由电厂使用，新上电厂必

须脱硫，现有电厂也要按标准要求逐步建设脱硫设施。 4、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初步遏止生态恶化 启动重要生态功能保

护区建设。以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为基础，首批抢救性建设6个

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启动31个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

设。 提高自然保护区建设质量。加强自然保护区特别是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管护能力建设，重点建设保护区管护站点和

动植物救护设施。 加强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监管。强化资

源开发的生态环境管理，遏制新的重大生态破坏；逐步建立

资源开发监管体系，提高矿产、水、森林、草原等重要资源

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监管能力。 5、加强核设施监管，确保

辐射环境安全 6、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提高无害化水平 

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加快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储运

和处理系统的建设，优先进行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高标准

建设城镇生活垃圾处置设施。 确保危险废物妥善处置。以危

险废物申报登记和经营许可证管理为核心，加强对危险废物

产生企业和处置企业的监管，对危险废物实行全过程管理。

7、加强环境监管能力，提高环境管理水平 完善环境质量监



测网络。建立及完善各种水环境自动监测站、城市空气质量

自动监测站、沙尘暴监测站、地面生态观测站等。所有地级

以上城市实现空气质量日报。新增酸雨监测装备，全部酸雨

监测点实现降水采样自动化。建成环境与灾害监测小卫星星

座系统与地面接收应用系统。 建设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对排放COD、氨氮以及废气的重点污染源进行排污浓度和

总量实时监测，并与地方及国家环保部门联网。对集中城市

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和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处置场实

行自动在线监测。建立核电厂安全参数实时传输和响应系统

。 提高环保执法能力。建设12369环保举报和应急接警中心。

每省统一建立基于GIS的环境安全监控指挥调度中心，逐步实

现全国联网。 建设应急监测体系。各市要配备必要的应急监

测设备和防护装备，确保能够得到快速识别、及时处置地区

内发生的一般突发环境事件。 提升环境信息网络化水平。继

续建设和不断完善环境信息网络平台、环境管理业务应用平

台和环境信息资源服务平台。建立服务于社会和大众的环境

信息政府网站。 提高环境基础与科技支撑能力，重视新型环

境问题预防。开展各种环境基础调查，为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提供科学依据。开展各项重大环境战略与理论研究。开展核

安全与辐射环境相关技术研究。加强湖泊富营养化治理、生

物多样性保护、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以及生态治污、生态修复

、废水及污泥处理工艺等重大关键技术的科技攻关、技术开

发和应用。 8、增加环境保护投入，实施绿色重点工程 要逐

步增加环保投入，使环保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保持

在1.5～2%之间。“十一五”期间，实施环境八大重点工程，

调动各级政府和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和资金，重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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