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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治理的“兰州经验” 

—基于环境保护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考察

王 伟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北京 100091）

摘  要	 近年来，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大气环境整体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如何防治大气污
染成为政府和人民高度重视的问题。兰州市在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取得了瞩目的效果并在治理活动中形成
了丰富的经验，大气污染治理的“兰州经验”为环境治理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树立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
板。针对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难题，兰州市在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较好地了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
护之间的关系，抓住了完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这一核心环节。更为重要的是，“兰州经验”体现
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性、共治性以及有效性的核心价值理念，突显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价值。在切实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障下，兰州市在环境治理工作中运用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法，以坚强的执行力确保工作实效，同时还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参与，使得治理模式更为科学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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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zhou’s Experience for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ANG Wei

(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Department,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

Abstract: In resent years, China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governance of air pollution and thus positive effects are 
emerging. However, the situation of air pollution is still serious. Lanzhou took effective innovations to improve bad air 
quality from 2011, which set an example for lots of large cities in China by substantively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a relatively short term. The methods of Lanzhou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the reflection of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atmospheric pollution control, Lanzhou, well coordin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made the good balance between energy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More importantly, Lanzhou's experience in improving air condition reflects the core value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t idea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governance 
capacity.With operation mechanism of powers, Lanzhou used concepts of modern rule of law, and strengthened executive 
ability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Still, with a wide rang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the air quality 
management mode is more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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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气污染是由于人民的生产活动和其他活动，向环

境排入有毒、有害物质和能量，使其物理、化学、生物

或者放射性等特性改变，导致环境质量下降，进而危害

人体健康、生命安全或者财产损害的现象 [1]。兰州地处

高原盆地，大气污染曾是久治不愈的顽疾。自 2011 年底

以来，在甘肃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兰州市委、市政

府立足于“老工业基地、老大难问题、老观念束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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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背景，突出问题导向，将大气污染治理作为最大的

民生工程和政治工程，运用法律、科学、经济、行政等

综合手段实施污染治理。经过近年来的探索和努力，兰

州市成为全国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城市。截至 2015
年 12 月 16 日，兰州市空气质量新标达标的总天数达到

250 天，完成月度和年度排名退出全国十大重污染城市

行列的目标任务 [2]。兰州治污的经验，既是政府环境管

理的经验，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

从某种意义上，“兰州经验”还是地方环境法治的一种尝

试。目前，“兰州经验”正在不断完善，有望从个性化、

地方化的经验上升为常态化、法治化的制度和运行机制。

1 “兰州经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经验和
借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

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并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制度设计

框架。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地位在我国的确立，是由我国

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特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关

系的现状、全社会对“天、地、人”和谐关系重要性认

识的深化、执政党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与定位决

定的 [3]。

1.1  当前阻碍生态文明建设的难题

自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五位一体”建

设的重要内容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的重大

决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路径进行了规划和部

署，体现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

度，生态文明建设正在向纵深发展。但是，在建设生态

文明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阻碍生态文明建设的难题。

笔者认为，当前阻碍生态文明建设的难题主要有：

第一，最大的压力是发展。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

国急需发展，而发展就意味着更多的资源耗费和更多的

污染排放，如何协调好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内容。第二，最大的阻力是利益。

包括来自于企业追逐利益最大化的阻力以及地方政府为

追求 GDP 和财政收入最大化而带来的阻力，这些阻力导

致环境法上的义务和责任难以得到落实，阻碍了生态文

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第三，最大的困难是能源结构和

产业结构。当前，我国的能源结构仍然以煤为主，产业

结构还比较偏重，这就大大增加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难度。

1.2 “兰州经验”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的经验

笔者认为，“兰州经验”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经验，在

于其比较有效地克服了这些难题，在大气污染治理领域

取得了显著效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经

验借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较好地平衡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兰州市坚定地抛开“治理污染影响经济发展”的顾虑，

树立了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理念，克服了

“发展账”与“环保账”之间的矛盾。经过四年来的扎实

工作，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评价，

兰州市 2013 年达标天数 193 天、2014 年达标天数 247
天 ( 以上为环保部审核后数据 )，2015 年达标天数 252 天，

同比增加 5 天，比 2013 年增加 59 天；重度以上污染天

气逐年递减 [4]。与此同时，经初步核算，2015 年，兰州

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095.99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上年增长 9.1%，绝对量占全省比重达 30.86%，比上年

提高 1.59 个百分点 [5]。兰州市出现了经济总量持续增加，

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的良性循环，达到了环境治理与经

济发展双赢的效果。

第二，勇于打破来自于利益的阻力。在大气污染治

理的过程中，政府所采取的一些刚性举措必然触动一些

单位和群体的利益，兰州市积极能动地发挥属地化管理

的职责，把治理的重点聚焦到高污染企业上和排放强度

较大的电力企业上，并通过信息公开、驻厂监督、24 小

时巡查、环保司法等手段，极大地打破了企业追求经济

利益最大化的阻力，较好地落实了环境保护的义务和责

任。同时，针对污染治理可能对民生带来的影响，注重

做好政策风险评估、舆论引导、财政补贴等工作，使大

气污染治理既取得了实效，也充分保障了群众利益。

第三，抓住了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这一关键环

节。中国的能源结构可以用“富煤、贫油、少气”来形

容。化石能源消费占中国整体能源结构 86.2%，其中高

排放、高污染的煤炭占了 58.5%，石油占 17.7%, 天然气

仅占 4.7%，而低污染的水电、核电、风电仅占 9.1% [6]。

随着能源需求量的日益增长，化石能源在很长一段时期

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但是也产生了严

重的环境问题。虽然，煤炭在能源消耗中的比例不断下

降，但在我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中仍处于主导地位，

燃煤所产生的烟尘和二氧化硫是主要的大气污染物。因

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善大气环境，就必须优化能源结构

使其更科学合理。

在产业结构方面，我国工业化进程导致的重工业占

比过大，这是产生大量工业废气排放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虽然政府不断强调要调整经济结构，提高消费在 GDP 中

的比重，但事实上投资占比仍然持续上升，高耗能、高

污染的重工业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单位工业产出的能

耗和由此带来的空气污染是服务业的 4 倍，重工业的单

位产出能耗和由此带来的空气污染是服务业的 9 倍 [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增长导致了资源

的日益枯竭和生态环境恶化，现已到了不得不改变“以

环境换增长”发展模式的关键时刻。产业结构调整是协

调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键路径。调整产业结

构，不仅能够提高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比重，

促进技术进步，扶持新兴产业，也能够降低高污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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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产业的比重，鼓励环境技术研发和清洁生产设备投

资，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的产生和排放 [8]。近年来，我国

节能减排工作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以“高投入，高

耗能，高污染”为主的产业结构并未有实质性改变。面

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产业结构调整成为促进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的关键路径。

兰州市抓住了改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这一关

键环节，针对造成大气污染的产业和能源结构不尽合理、

地理地貌特殊、生态环境脆弱、机动车快速增长四大成

因，邀请全国知名专家开展污染成因及防治对策研究，

对大气颗粒物来源进行解析、找准“病根”后，重点采

取减排、压煤、除尘、控车、增容等综合措施，能源结

构日趋合理，而产业结构也正在稳步优化。

2 “兰州经验”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
值理念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

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 , 这一命题是我国在社会转型的时

期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转型的战略决定，是改革我

国治理方式和手段的重要途径。“兰州经验”体现了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性、共治性、有效性等核心价值观，

初步显示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2.1 “兰州经验”体现了国家治理的公共性

权力的配置与运行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和核

心。在现代国家，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行，应当遵循公

共性原则，促进公共福利的最大化。从一般意义上看，

公共性的增长会带来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同时，国家

治理能力越高，越有助于公共性这一价值目标得到实 
现 [9]。政府因为实现其公共目标、维护其公共利益而建

立，这也是政府公共性的起源，虽然不同时代、不同背

景对政府公共性的外部特征有不同要求，但实现正义、

提供公共物品却是所有政府公共性的公共内容 [10]。政府

角色及其管理方式的现代转型，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核心问题 [11]。

在兰州大气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市委、市政府秉承

公共权力的公共性理念，以人民利益为本，通过制定地

方环境立法体系、政策体系和规则体系，依托于高效的

环境管理运行机制，在短时间内就实现了大气质量的根

本改善，向民众提供了优良的环境质量这一最大的公共

物品，实现、维护和增进了公共利益。

2.2 “兰州经验”体现了国家治理的共治性

现代国家治理要求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多种手段协

调作用的共治格局，而环境保护则更集中地体现了国家

治理的共治性要求，环境保护的好与坏，更是国家治理

是否实现了良好共治的集中反映。

关于主体的共治性。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不仅包括

政府（尽管政府仍是主要的治理主体），而且也包括市

场、社会组织、公民等，治理主体在治理体系中各施其

职，各归其位，实现从单一主体的社会管理向多元主体

共治的国家治理体系转变 [12]。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

多元性，即强调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活动的主体是多

元的。体现在环境治理工作中，政府就应适当放权，使

不同的治理主体都能平等地参与到国家社会事务中来，

这样才能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

关于方式的共治性。现代国家治理方式的选择不仅

要考虑其有效性，而且要考虑其正当性和文明性。现代

国家治理的基本手段是民主、法治、科学和文化 [13]。与

以命令、控制为主的管理不同，治理方式上更注重协商

与合作，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方式。手段的共治性

更注重人性化的制度安排，强调社会、公民的主动参与。

环境保护要求对山水林田湖等生命共同体进行一体保护，

而每一位社会个体、每一家单位，作为污染的排放者，

都要首先尽到对环境的义务和责任。这就决定了在环境

保护中，以命令和服从为特点的单一的行政管制手段难

以有效作用于环境治理的需要。

兰州市在大气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实施了有效的社

会动员，通过命令强制、经济促导、道德劝诱等多元化

的机制，促进社会各方的积极参与，实现了治理主体的

多元性，治理手段科学性，营造了良好的治理环境。

2.3 “兰州经验”体现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就是国家治

理的有效性，包括中央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和地方政府治

理的有效性两个层面。客观来讲，中国幅员辽阔，区域

差异性较大，上下一般齐的统一治理往往难以符合不同

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因此，国情决定了地方政府在治

理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积极性。通过地方政府开展积极

有为的地方治理，可以有效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

问题，最大限度调动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为地方

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地方政府的有效治理，就是支撑“兰州经验”的重

要力量。从实际效果看，地方政府通过实施有效的环境

治理，使得环境大幅改善，民众直接受益，民心得到凝

聚，服务意识明显增强，发展明显提速，这就为如何实

现有效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可资研究的样本。

3 “兰州经验”中值得关注的若干核心要素

3.1  在环境治理领域构建了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在党委的领导下，政府、人大与其他部门之间分工

协作，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在环境治理领域构建了良

好的权力运行机制，并对整体的权力运行产生了正面的

影响和示范效果。

首先，党委的政治领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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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主要领导同志对大气污染治理高度重视，打消

“污染难治甚至不可治”、“治理污染影响经济发展” 、“大

企业难管不好管”、“治污带来各种短期矛盾和压力”等

多种顾虑，确定了全省 21 项重点工作，把兰州大气污染

治理列入其中，专门成立了兰州市大气污染治理协调推

进领导小组，转变观念，使大气污染治理成为“一把手

工程”，有力地推动了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第二，政府治理工作扎实有力。在省市两级党委、

政府的领导下，兰州市制定了“1+5”的综合治理规划

（“1”就是一个总体实施意见，“5”就是工业、燃煤、机

动车尾气、二次扬尘和生态增容减污五个专项治理方

案）。在“1+5”规划框架中，确定了环境立法、工业减

排、燃煤减量、机动车尾气达标、扬尘管控、林业生态、

清新空气和环境监管能力提升等八大治污工程，凝炼实

施了 916 个项目，并通过扎实细致的工作推动规划和各

项决策实施。

第三，人大立法为环境治理提供了法治基础。“兰州

经验”的一个鲜明特色，在于立法机关积极参与，通过

省、市人大立法的方式，坚持问题导向，有针对性地制

定了相关的地方环境立法，为兰州市的大气污染治理提

供了充分的地方立法根据。

3.2  尝试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于环境管理
之中

当前，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虽然十分庞大，但环境

立法仍然存在着规则过于原则和概括、操作性不强等问

题，大气污染治理的法治基础仍然薄弱。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是国家治理现

代化和环境治理的内在必然要求。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必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法治思维，掌握法治方法，

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

法的良好法治习惯。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的能力，直接决定着依法治国的进程，法治国家的建立，

决定着我们党能否依法执政、政府能否依法行政、司法

机关能否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 [14]。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为治理活动指明了方向。

兰州市在大气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坚持用法治方式

推进各项工作，逐步探索建立地方治理环境污染的法规

和制度体系，通过依法治污，确保了政府工作的正当性、

合法性，维护了社会公众的权利和利益。

法的生命在于运行，法的价值在其运行中得以体现

和实现。法的制定即立法，是法运行的起点 [15]。为推

动兰州市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省人大常委会专门听取

汇报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兰州大气污染防治的决

定》，既对兰州市的大气污染治理提出了要求，也为兰州

市的大气污染治理提供了立法根据。兰州市先后制定了

《兰州市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等两部地方性法规以

及四部政府规章，这些法规和规章，重在强化管控措，

解决突出问题。

此外，兰州市政府还制定了六部规范性文件，为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了相应的制度基础；在综合防治方

面，修订了《兰州市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制定了

《兰州市大气污染防治示范区管理规定》；在燃煤污染治

理方面，制定了《兰州市煤炭经营监督管理条例》，实行

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规范煤炭市场，管控煤炭质量，设

立“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在扬尘污染治理方面，制定

了《兰州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规范管理施工、土

壤、道路和堆场扬尘，特别是控制细颗粒物污染；在机

动车尾气污染治理方面，修订了《兰州市机动车排气污

染防治管理暂行办法》，实行低标号燃油退市，淘汰“黄

标车”等老旧车辆政策，完善禁行、限行措施；在污染

监督管理方面，制定了《兰州市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责任

暂行规定》，明确了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监管责任，各企事

业单位的主体责任，以及以属地管理为主、谁主管、谁

负责的监管原则。

3.3  以坚强的执行力确保工作实效

再激动人心的蓝图，再科学严谨的规划，如果不能

扎实、坚定、彻底地去贯彻执行，也只能是柏拉图式的

幻想，将成为海市蜃楼、空中楼阁。如果孤立地来看待

兰州市大气污染治理所形成的各项制度设计和各项措施，

并不足以为我们解开兰州大气污染治理之所以卓有成效

的秘密。我们认为，唯有深入分析立法、制度、政策等

显性因素背后的原因，才能更好地找到兰州大气污染治

理的秘诀。笔者认为，兰州市污染治理成效显著的最为

成功之处，在于其自始自终将打造坚强的执行力作为至

关重要的因素，通过发挥人的积极性，提升隐形的软实

力，踏踏实实地抓好每一项工作的执行，避免精心设计

的立法、制度、政策名不副实甚至完全落空。可以说，

强化执行力，以坚强的执行力确保工作实效，推动立法

的实施，是“兰州经验”至关重要的保障。

在打造坚强的执行力和立法实施机制方面，“兰州经

验”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领导和组织体系权威高效。兰州市大气污染

治理实行“领导小组 + 指挥部 + 专项工作组”的工作模

式，成立以市委书记为组长的大气污染治理协调推进领

导小组，以及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总指挥的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指挥部，指挥部下设五个专项治理工作组，相

关职能部门全面参与其中，建立了“一周一调度、一周

一考核、一周一通报”的工作制度，使大气污染治理成

为全市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的意图能够确保上下齐心，

有效执行。

第二，环保监管确保落实。兰州市注重监管的协同

和执法力量的整合来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例如：兰州市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指挥部办公室下设在环保局，改变了

全国绝大多数城市环保局居于弱势地位的尴尬局面，环

保部门凭借其牵头人的地位，能够更好地协调工信、建

设、执法、公安等多个部门，管理和执法效率都大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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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立法的实施情况良好。同时，兰州市在环保监管方

面进行了许多创新，加之广大环保人强烈的责任心和艰

苦的付出，确保了监管严密，措施落实到位。兰州市开

展的综合执法，采取了航拍取证、驻区包抓、驻厂执法、

流动监测、视频监视等先进的监管措施，将各类污染物

的排放强度降至最低。在调研中，兰州环保部门的驻厂

监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兰州市对以 3 家大型热电

厂为代表的用煤企业，由环保、工信、质监等部门 24 小

时驻厂监察，实行限负荷、限煤量、限煤质、限排放、

限总量的“五限”措施，这实际上抓住了“关键的少数”，

确保这些企业的生产行为始终处于严格的监控之下，《环

境保护法》所规定的企业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得以履行。

第三，督查和问责严厉。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 ,
不受法律控制和追究责任的政府责任很容易走向不负责

任或滥用权力 , 没有政府问责制作后盾的政府环境责任

体系很可能成为沙滩上的大厦 [16]。其中，官员问责制

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关键环节，推行问责制建设是责任政

府的必然选择。兰州市在大气污染治理工作中，建立严

格的干部问责制度，通过对违法企业曝光、从严监管、

从严处罚，倒逼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等机制，为大气污染

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兰州市探索出了一条“由

纪委、组织部门牵头，人大、政协专门委员会、两办督

查室、环保、效能等多部门参加”的联合督查模式，从

过去的事后监督向全过程监督转变。督查部门联合采取

明察暗访、跟踪督办等方式，对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督

促整改，对工作不力的人和事进行效能问责。兰州还将

大气污染治理作为检验工作作风的主战场，做到正激励

和负激励相结合，形成治污的硬约束，市级财政每年

预算 4000 万元用于奖励县区基层一线干部职工，并对

工作不力的干部严肃问责，2015 年以来对 2 名县级干

部及 68 名治污不力的干部进行了效能问责，倒逼和促

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 [17]。严格的督查措施，对不作为、

乱作为的行为起到了强大的威慑作用，行政效能得到极

大的提高。

3.4  通过网格化管理实现广泛的社会参与

公众参与原则是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公众参与

原则亦称环境民主原则，是指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开发

利用必须依靠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公众有权参与解决

环境问题的决策过程，参与环境管理，并对环境管理部

门以及单位、个人与环境有关的行为进行监督 [18]。贯彻

公众参与原则有助于实现社会公众环境保护的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权，有助于促进环境管理工作的民主化、

科学化，有助于维护公众的环境权益。

兰州市的做法体现了公共参与原则。兰州市充分发

挥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创造性地将治安管理中的网

格化管理引入到污染防治过程之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

大气污染治理网格化管理机制。依靠网格化的管理机制，

政府充分动员了社会力量，既弥补了行政监管力量不足

的问题，也将排污行为全面纳入到社会监督体系之中，

延伸了监管力量，提高了监管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兰州

市的网格化管理机制，按照街道（乡镇）、社区（村委

会）和楼院（社组）三级监管网络的模式，将城区划定

为 49 个一级网格、338 个二级网格和 1482 个三级网格，

每个网格由环保专干、楼院长、辖区单位协管人员和环

保志愿者等大约 6 人组成大气污染防治监控小组，民警、

环保、执法、乡镇街道各方力量协作，形成了大气污染

治理的严密的网络。日常监管队伍对网格内的工业生产、 
施工工地、煤炭配送网点、餐饮单位、道路保洁、燃煤

火炉、燃煤锅炉等地点的污染情况能够及时发现，及时

处理，污染防控效果明显。网格内的监管队伍建立了 24
小时全天候的巡查制度，对污染源进行全天候、全方位、

不间断巡查管控，对发现的问题按照日常、一般、较大、

重大四类进行处置上报，可以现场查处的问题第一时间

解决到位。

4  结语

总体来看，大气污染治理的“兰州经验”有着较多

内涵丰富的创新之举。然而，这不意味着兰州市在治污

方面就是完美无缺的，“兰州经验”也还存在着一些需要

继续改进和提升的问题。例如：在地方环境法治方面，

兰州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其法治水平。我们注意到，《立法

法》修订实施后，兰州的地方立法并未及时跟进进行修

改，在其相关部门规章甚至效力层级更低的规范性文件

中还存在着减损公民财产权利的条款（如机动车限行未

通过地方性法规予以规定）等与《立法法》相冲突的做

法等。当然，兰州市的经验还在不断完善之中，我们更

乐于以宽容的态度来看待其治污的各项创新，并期待着

兰州的进步和变化。近期，兰州拟将其大气污染治理的

各项经验上升为标准。在《兰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标准化

建设实施方案》中，兰州市提出将兰州治污举措上升为

政府环境管理、地方环境法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典范。为此，我们相信，兰州治污将迈向一

个新的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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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首先，在城镇、乡镇与村庄生活污水处理、工业企

业废水治理等领域开展实施试点。其次，借鉴试点结果，

制定污水处理行业实施 DBO 模式的行业规范。再次，加

强对 DBO 模式的宣传和成功案例的推广。最后，在总结

试点经验基础上，颁布推进 DBO 模式实施的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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