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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简述了国家重点监控水污染企业筛选的方法。建议通过增加筛选因子, 拓宽统计范围,采用分类筛选的方式

改进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筛选方法,并由环境监察、税务和工商等部门联合确定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

关键词: 环境统计;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水污染物; 筛选方法

中图分类号: X32. 021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6- 2009( 2010) 05- 0001- 04

D iscrim ination of ScreenM ethod forW ater Pollution Enterprises of

IntensiveM onitoring and Control by States

YAO Ru i hua
1
, WU Yue y ing

2
, WANG Dong

2
, ZHAO Yue

2
, DONGW en fu

3
, L IANG T ao

1

(1. Institu te of G eographic S ciences andN atural R esources Research, CAS, B eijing 100101, China;

2. Ch ineseA cademy for Environm ental P lanning, B eijing 100012, Ch ina;

3. Environm entalM onitoring of China, B eijing 100012, China)

Abstract: Screening method forw ater po llut ion enterprises of intensivemon itoring and contro l by states w as

descr ibed. It w as suggested that by increasing screening factors, expanding stat istical scope and classificat ion

screen ing, list o fw ater po llut ion en terprises of intensivemonitoring and contro lby statesw as determ ined by env i

ronmen tal pro tection department in consultat ion w ith people in Env ironmental Superv ision Departmen,t Taxat ion

Bureau and Adm in istration Bureau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Key words: Environm ent stat istics; W ater po llution enterpr ises of in tensive mon ito ring and contro l by

states; W ater pollutan;t Screen method

收稿日期: 2010- 04- 27;修订日期: 2010- 07- 31

基金项目:国家水污染物重点源排放许可证管理制度研究资

金资助项目 ( 2008ZX07033- 04- 06)

作者简介:姚瑞华 ( 1980 ), 山西长冶人, 男,助理工程师, 博

士后,研究方向为排污许可证管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

要 ∀中明确提出, #到 2010年全国主要水体污染物

排放总量要比 ∃十五 %期末削减 10% &的目标。为

了准确核定主要水体污染物削减总量,原国家环保

总局将占全国主要污染物工业排放负荷 65%的污

染源和城市污水处理厂, 确定为国家重点监控企

业。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已经成为监督性监测、执法

监督、污染治理、污染源建档和信息公开的重点,同

时也成为主要水污染物总量减排的主要抓手。

1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筛选方法回顾

1. 1 工业污染源的筛选方法

1. 1. 1 2005年的筛选方法

在 2005年全国环境统计数据库中, 以 8万多

家重点调查企业为基础, 分别对工业 COD、NH3 -

N排放量降序排列,筛选出一部分排放量之和占工

业排放总量 65%的企业,作为国家重点监控对象。

2种污染物中有 1种污染物的排放量进入 65%范

围的企业, 均纳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

1. 1. 2 2006年的筛选方法

以 2005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和 2006年环境

统计数据库为基础, 剔除部分关闭或停产等原因导

致排污量减少的企业,增补部分新建或改扩建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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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大的企业, 保证 2006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排

污量占到工业排放量的 65%以上。

1. 1. 3 2009年的筛选方法

以 2006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和 2007年环境

统计数据库为基础,剔除部分关闭或停产等原因导

致排污量减少的企业,增补部分新建或改扩建排污

量增大的企业, 保证 2006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排

污量占到工业排放量的 65%以上。 (从 2009年开

始,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以发布年份取名, 即

2009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是以 2007年环境

统计数据库为基准, 但取名以 2009年当年发布的

时间为准。而 2005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和

2006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是以筛选的环境统

计数据库年份为名, 而实际上发布的时间分别是

2007年和 2008年。)

1. 1. 4 2010年的筛选方法

以 2009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和 2008年

环境统计数据库为基础, 将工业企业按 COD和

NH3 - N排放量大小排序,筛选占工业排放量 65%

的废水企业,与往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合并,

剔除上年度部分关闭或停产等原因导致排污量减

少的企业,增补部分新建或改扩建排污量增大的企

业,保证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排污量占到工业排放量

的 65% 以上。根据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0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 ∀的通知 (环办

[ 2009] 154号 ) , 2010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筛选原

则增加了一条,即对重金属排放企业按排放量从大

到小排序,筛选出占重金属总排放量 85%的企业,

但对重金属排放重点监控企业没有单独作为一类

列出。

1. 2 工业污染源的筛选结果分析

( 1)现有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是采用以 COD和

NH3 - N为筛选因子, 由上至下的累积污染负荷法

进行筛选;筛选方法简单,达到了对工业企业排放

大户基本控制的目的。

以 2007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为例: 尽管 2007

年国家重点监控废水企业仅占重点调查工业企业

数的 3. 7% ,但工业总产值占 27. 1%, 工业用水量

占 36. 3% ,工业废水处理量占 56. 7%, 工业废水排

放量占 46. 3% , COD去除量占 60%, NH 3 - N去除

量占 66. 4%。见表 1。

( 2)按现行管理体制和权限, 国家重点监控企

业的监督管理仍然实行属地管理,由企业所在地环

表 1 2007年国家重点监控废水企业各项指标

占全部工业的比例

Table 1 Index ratio of w ater po llution enterprises o f intensive

m on itor ing by states in all industry en terprises in 2007

指标 国控废水企业 全部工业 所占比例 /%

工业总产值 /亿元 49 679 183 318 27. 1

工业企业 n /个 3 945 106 457 3. 7

工业用水 m /亿 t 1 374 3 784 36. 3

工业废水处理 m /亿 t 278 489 56. 7

工业废水排放 m /亿 t 114 247 46. 3

COD去除 m /万 t 760 1 265 60

NH3 - N去除 m /万 t 34 52 66. 4

保部门负责。在历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确定

过程中,地方环保部门积极参与和认真核定, 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

1. 3 城市污水处理厂的筛选方法

1. 3. 1 2005年的筛选原则

2005年底前投入运行的、设计能力等于和大

于 10 000 t/d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均纳入国家重点

监控企业名单。

1. 3. 2 2006年、2009年、2010年的筛选原则

全口径统计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全部纳入国家

重点监控企业名单。

1. 4 城镇污水处理厂的筛选结果分析

对城镇污水处理厂实行全口径控制和管理,实

现对城镇生活污染源的控制和管理。但是目前,环

境统计范围只包括城镇污水处理厂,对于提供社会

化有偿服务、专门从事为工业园区、联片工业企业

或周边企业处理工业废水 (包括一并处理周边地

区生活污水 )的集中设施或独立运营的单位没有

纳入统计范围。

1. 5 国家重点监控水污染企业筛选时存在的问题

1. 5. 1 统计范围不足
[ 1]

研究表明, 面源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水环境污染

的主要来源。根据 2010年环境保护部、国家统计

局、农业部联合发布的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

报∀, 面源 COD排放量约占排放总量的 44%, 面源

TN排放量约占排放总量的 57%。而面源还尚未

纳入国家环境统计的范围,也没有进入国家重点监

控企业筛选和控制的范围。

1. 5. 2 筛选因子不完善

据 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国控监测断面

水质主要污染因子严重程度排序为: TN > NH3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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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 > IM n。因此, 根据水质改善需求, TN、NH 3 -

N、TP、IM n是总量控制的重点需求指标,应当纳入重

点监控企业控制的范围。而现有国家重点监控企

业的筛选因子主要是 COD和 NH 3 - N,不能满足环

境质量改善的需求。

近年来,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根据 !2010年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 2010年国家重点监控企

业考虑了重金属排放的因素, 但筛选的方法、原则

仍需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而对于农药类和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 ( POPs)等虽然排放量较小, 但存在

致毒性强、危害性大等特征, 此类污染物也还没有

纳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控制的范围。

1. 5. 3 筛选方法有缺陷

现有国家重点监控企业采取由上至下的累积

污染负荷法进行方式, 优点是计算简便, 能够实现

对主要污染物排放大户的控制,缺点是受纳水体的

特征、排污者的行业特征及污染物排放强度、排放

方式等没有得到体现。同时,筛选因素主要采用污

染物的排放量进行筛选, 在实际处理过程中,存在

治污设施运转不正常等污染风险情形,而且各行业

的污染排放差别和特征没有得到体现。

1. 5. 4 环境统计能力有待提高

环境统计中重点调查单位污染物排放量基本

上靠企业自报,缺乏对数据准确性的有效监督和科

学审核, 企业错报、瞒报甚至不报的现象时有发

生
[ 2]
;污染源在线监测工作刚刚起步, 监测数据对

统计数据的支撑力度有限
[ 3]
。由于环境统计数据

在时间上的滞后性,统计分析只能针对上年度的数

据做事后评述和趋势分析,后期开发利用少。环境

统计数据综合分析处在较低的水平, 缺乏专业的研

究开发,无法在环境决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4]
。

2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筛选的改进

2. 1 拓宽统计范围
[ 5]

#十一五 &期间, 我国顺利完成了面源的普查

工作, 对全国的面源污染负荷、主要类型、污染特

征、区域分布有了总体了解。污染源普查为面源纳

入环境统计提供了研究基础和经验总结, 借鉴污染

源普查的调查方式、监测方式和统计方式,将畜禽

养殖、渔业养殖、农业种植、农村生活等面源纳入环

境统计的常态管理;同时, 将提供社会化有偿服务,

专门从事为工业园区、联片工业企业或周边企业处

理工业废水的集中污水处理设施纳入环境统计

范围
[ 5 ]
。

2. 2 改进筛选方法

2. 2. 1 工业重点监控企业的筛选

采用单位产值等标污染负荷法对工业企业进

行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的筛选。

( 1)根据国家规定的地表水排放标准 (在选取

环境质量标准时,考虑不同行业污染源的污染物的

最终受体是河流,污染源评价的核心应在于评价该

污染源对最终接纳水体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采

用水体的环境质量标准, 而不是采用各自行业的排

放标准 )
[ 6]
, 在环境统计数据库的基础上, 分析计

算全国每个排污单位的主要污染物 ( COD、TN、

NH3 - N、TP)等标污染负荷量 (即污染物排放量与

排放标准之比 )。

( 2)计算每个排污单位的等标污染负荷量 (即

该排污单位排放主要污染物等标污染负荷量之

和 )。

( 3)计算每个排污单位的单位产值等标污染

负荷量 (即该排污单位排放所有的污染物等标污

染负荷量之和与该污染源的工业总产值之比 )。

( 4)计算全国的单位产值等标污染负荷量 (即

全国所有排污单位的单位产值等标污染负荷量之

和 )。

( 5)计算全国每个污染源单位产值等标污染

负荷量的比值 (即每个污染源单位产值等标污染

负荷量与全国单位产值等标污染负荷量之比 )。

( 6)将全国排污单位的单位产值等标污染负

荷之比值由大到小依次排列, 并将比值依次叠加,

当叠加的比值达 80%以上 (含 80% )时的排污单

位确定为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考察名单。

( 7)对于排放量小、但毒性大的污染物 (如重

金属、有机磷农药及持久性污染物等 ) , 建议采取

累积污染负荷法,将产生污染物的排放企业按产生

量从大到小排序, 筛选出占污染物总产生量 85%

的企业,纳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考察名单。

2. 2. 2 规模以上畜禽养殖厂和水产养殖厂的筛选

规模以上畜禽养殖厂和水产养殖厂可以视为

点源处理, 采用累计污染负荷法进行国家重点监控

企业的筛选。

以环境统计数据库为基础,将规模以上畜禽养

殖厂和水产养殖厂分别按 COD、TN、NH 3 - N、TP

排放量大小排序, 筛选出占污染物总排放量 65%

的废水企业,纳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考察名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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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污染物中有 1种污染物的排放量进入 65%范围

的企业,均纳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考察名单。

2. 2. 3 污水处理厂的筛选

全口径统计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和集中式治污

设施全部纳入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考察名单。

2. 2. 4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的确认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在确认之前, 应充分征

求环境监察、税务和工商等部门及各地区环保厅

(局 )的意见, 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 形成齐抓共

管、信息共享的工作合力,联合确认国家重点监控

企业名单
[ 7]
。

2. 3 提高统计能力

环境统计数据库是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筛选的

基础和依据;加强环境统计能力建设和提高环统数

据库的质量是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有效筛选的重要

保证
[ 8]
。加强环境统计能力建设, 重视环境统计

人员的培训和素质提高,确保环境统计数据的准确

性和有效性
[ 9]
。

3 结语

现有国家重点监控企业采用累计污染负荷法

进行筛选,虽操作简单、方便,但是排污者的行业特

点及污染物的排放强度等没有考虑。应增加筛选

因子,拓宽环境统计范围, 分类筛选方式等对现有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筛选方法进行修订和完善,并

通过多部门联合确定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剔除

行业发展特征的影响,基本实现对国家重点监控废

水企业的有效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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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开发、检定、维修经验;相关专业的法规、政策、标准, 管理经验, 技术发展动态,综述和技术经济信息等。主要栏目有分

析测试、仪器设备、标准物质 、计量管理 、不确定度 、经验交流 、综述 、讲座 、企业风采、市场动态、简讯、广告等。!化学分

析计量∀是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美国!化学文摘∀ ( CA )收录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 中国石油和化

工行业优秀期刊, 中国兵器工业优秀期刊, 山东省优秀期刊,被众多期刊和数据库收录。本刊特色为学术性和技术性相结

合, 报道及时,信息容量大, 涵盖面广。

!化学分析计量∀为双月刊, 大 16开本,单月 20日出版, 2011年全年定价共 90元。公开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

司办理国外订阅, 同时杂志社自办发行业务。漏订或订阅合订本光盘及过期刊物的读者可直接向杂志社订阅。

本刊自创刊号以来至 2009年共计 18卷 71期的合订本光盘已公开发售, 利用该合订本光盘, 既可按作者、文题、关键

词、年、期等分类查阅本刊已发表的所有科技文章和科技信息的全文, 又可根据读者自定义的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 方便、

实用。该合订本光盘优惠价 200元。

地址: 济南市 108信箱杂志社 邮编: 250031 电话: 0531- 85878132, 85878223, 85878278 传真: 0531- 85947355, 85878057

户名: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五三研究所 开户行: 济南市工商银行经十一路支行 账号: 1602001229014425546

网址: www. cam1992. com 电子信箱: anam eter@ 126. com cam@ cam1992. com

 4 

第 22卷 第 5期 姚瑞华等. 国家重点监控水污染企业筛选方法辨析 2010年 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