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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把污染减排作为一项重要任务，采取综合措施，加快污染治理，

推动力度进一步加大，政策措施进一步落实，污染减排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实现双下降，环保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2007 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 556.8 亿吨，比上年增加 3.7%。其中，工业废

水排放量 246.6 亿吨，比上年增加 2.7%。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 310.2 亿吨，比

上年增加 4.6%。废水中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 1381.8 万吨，比上年减少 3.2%。

废水中氨氮排放量132.4万吨，比上年减少6.3%。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为91.7%，

比上年提高 1.0 个百分点。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82.0%，比上年提高 2.4 个百分

点。 

2007 年，全国废气中二氧化硫（SO2）排放量 2468.1 万吨，比上年减少 4.7%。

烟尘排放量 986.6 万吨，比上年减少 9.4%。工业粉尘排放量 698.7 万吨，比上

年减少 13.6%。氮氧化物排放量 1643.4 万吨，比上年增加 7.8%。工业二氧化硫

排放达标率为 86.3%，比上年提高 4.4 个百分点。 

2007 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17.6 亿吨，比上年增加 15.9%；工业固

体废物排放量 1196.7 万吨，比上年减少 8.1%。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为

62.1%，比上年增加 1.8 个百分点。 

2007 年，全国共有城市污水处理厂 1258 座，比上年增加 319 座。城市生活

污水处理率达到 49.1％，比上年提高 5.3 个百分点。 

截至 2007 年底，我国已建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 2531 个，总

面积 15188.2 万公顷。 

2007 年，全国排污费征收总额达到 173.6 亿元，比上年增加 20.5％。全国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3387.6 亿元，比上年增加 32.0%，占当年 GDP 的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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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统计企业基本情况 

2007 年，对 106457 家工业企业进行了重点调查统计，对其他非重点调查统

计企业污染排放量按比率作了估算。 

重点调查统计企业共有 31.2 万人专职从事环境保护工作，11029 套废水污

染物在线监测仪器，7.8 万套废水治理设施，去除化学需氧量等废水污染物 1359

万吨，投入设施运行费 428.0 亿元，比上年增加 10.2％。246.6 亿吨工业废水

通过 75736 个污水排放口(其中含 1660 个直排入海的污水排放口)排入水环境

中。在用的 10.8 万台工业锅炉和 8.3 万台炉窑，共安装了 4713 套废气污染物

在线监测仪器、16.2 万套废气治理设施，投入设施运行费 555.0 亿元，比上年

增加 19.5％。这些治理设施共去除烟尘 25166 万吨、粉尘 7670 万吨。废气治理

设施中脱硫设施 24867 套，去除二氧化硫 1943 万吨。 

1.2 废水 

1.2.1 废水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排放情况 

2007 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 556.8 亿吨，比上年增加 3.7%。其中，工业废

水排放量246.6亿吨,比上年增加2.7%。工业废水排放量占废水排放总量的44.3%，

比上年略有降低。 

生活污水排放量 310.2 亿吨，比上年增加 4.6%。生活污水排放量占废水排

放总量的 55.7%，比上年略有上升。 

 

表 1    全国废水及其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年际对比 

项目 

年度 

废水排放量（亿吨）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万吨） 氨氮排放量（万吨） 

合计 工业 生活 合计 工业 生活 合计 工业 生活

2001 433.0 202.7 230.3 1404.8 607.5 797.3 125.2 41.3 83.9

2002 439.5 207.2 232.3 1366.9 584.0 782.9 128.8 42.1 86.7

2003 460.0 212.4 247.6 1333.6 511.9 821.7 129.7 40.4 89.3

2004 482.4 221.1 261.3 1339.2 509.7 829.5 133.0 42.2 90.8

2005 524.5 243.1 281.4 1414.2 554.7 859.4 149.8 52.5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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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536.8 240.2 296.6 1428.2 542.3 885.9 141.3 42.5 98.8

2007 556.8 246.6 310.2 1381.8 511.0 870.8 132.4 34.1 98.3

增长率（%） 3.7 2.7 4.6 -3.2 -5.8 -1.7 -6.3 -19.8 -0.5

注：增长率指 2007 年与 2006 年相比，下同。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年

排
放
量
（
亿
吨
）

废水排放总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 生活污水排放量

 

 

图 1    全国废水排放量年际对比 

 

从表 1、图 1可以看出，自 2001 年以来，废水排放总量呈持续上升趋势。

其中，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增长速度大于工业废水排放量。 

（2）化学需氧量排放情况 

2007 年，全国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1381.8 万吨，比上年下降 3.2%。 

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511.0 万吨，比上年下降 5.8%。工业化学需

氧量排放量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 37.0%。 

生活污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870.8 万吨，比上年下降 1.7%。生活化学需

氧量排放量占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的 63.0%。 

从表 1、图 2可以看出，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自“十一五”以来首次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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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年际对比 

 

（3）氨氮排放情况 

2007 年，全国废水中氨氮排放量 132.4 万吨，比上年减少 6.3％。其中，工

业氨氮排放量34.1 万吨，比上年减少 19.8％；工业氨氮占氨氮排放总量的25.8%。

生活氨氮排放量98.3万吨，比上年减少0.5％，生活氨氮占氨氮排放总量的74.2%。 

“十一五”以来，氨氮排放总量呈下降趋势，主要是由工业氨氮排放量下降

所致，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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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国废水中氨氮排放量年际对比 
 

（4）废水中其他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2007 年，全国工业废水中石油类排放量 1.7 万吨，比上年减少 10.5％；挥

发酚排放量 2926.3 吨，比上年减少 15.3％；氰化物排放量 382 吨，比上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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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工业废水中五项重金属（汞、镉、六价铬、铅、砷）自“十一五”以

来均呈下降趋势，见表 2、图 4。  

 

表 2   全国废水中其他有毒有害污染物排放量年际对比     单位：吨 

年度 汞 镉 六价铬 铅 砷 

2001 5.6 110.5 121.4 489.9 408.4

2002 4.8 105.6 111.1 484.8 346.2

2003 5.5 84.5 103.1 568.5 373.7

2004  3.0 56.3 150.8 366.2 306.1 

2005  2.7 62.1 105.6 378.3 453.2

2006 2.6 49.4 96.4 339.1 245.2 

2007 1.2 39.3 69.0 319.7 187.4 

增长率（%） -53.8 -20.4 -28.4 -5.7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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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工业废水中五项重金属历年排放趋势 

 

1.2.2 各地区废水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1）各地区废水排放情况 

2007 年，废水排放量位于前 10 位的省份依次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

广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和上海。这 10 个省份废水排放总量为 346.4 亿

吨，占全国废水排放量的 62.2％。工业废水排放量最大的是江苏，生活污水排

放量最大的是广东，与上年相同，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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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地区废水排放情况 

 

（2）各地区化学需氧量排放情况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前 10 位的省份依次为广西、广东、湖南、江苏、四川、

山东、河南、河北、辽宁和湖北，与上年相同。这 10 个省份的化学需氧量排放

量为 795.6 万吨，占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 57.6％。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最大的是广西，生活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最大的是广东，见图 6。全国各地区的化

学需氧量排放量分布，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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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各地区化学需氧量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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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分布 

  （3）各地区氨氮排放情况 

氨氮排放量前 10 位的省份依次为广东、湖南、河南、山东、江苏、湖北、

辽宁、广西、河北和四川。这 10 个省份的氨氮排放量为 76.9 万吨，占全国氨

氮排放量的 58.1％。工业氨氮排放量最大的是湖南，生活氨氮排放量最大的是

广东，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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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各地区氨氮排放情况 

 7



1.2.3 工业行业废水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1）行业废水排放情况 

2007 年，在统计的 39 个工业行业中，废水排放量位于前 4位的行业依次为

造纸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和电力业。这 4 个行业排放的废

水占重点调查统计企业废水排放量的 52.0％，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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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工业行业废水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情况 

 

（2）行业化学需氧量排放情况 

2007 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位于前 4 位的行业依次为造纸业、农副食品加

工业、化学原料及制品业和纺织业。这 4 个行业的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296.5

万吨，经济贡献率占 18.5%，污染贡献率却占 65.4%，见表 3、4、5，图 9、10。 

 

表 3  重点行业化学需氧量污染贡献率变化趋势        单位：％ 

行业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造纸业 34.5 33.0 32.4 33.6 34.7 

农副食品加工业 14.4 13.3 13.7 12.8 12.8 

化学原料及制品业 10.8 11.2 11.5 11.7 10.3 

纺织业 5.6 6.7 6.1 6.8 7.6 

累计 65.3 64.2 63.7 64.9 65.4

注：污染贡献率指该行业某种污染物排放量与统计行业此污染物排放总量之比，下同。 

    因 2002 年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执行 GB/T4754-2002，行业分类有所变化，故本表起始年份

为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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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表 4可以看出，造纸业的经济贡献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污染贡

献率从 2006 年开始有所反弹，2007 年的水平甚至超过了 2003 年。农副食品加

工业在前几年污染贡献率和经济贡献率均缓慢下降的基础上，2007 年农副食品

加工业的经济贡献率出现较大幅度的跃升。 

表 4  重点行业经济贡献率变化趋势（按总产值计算）     单位：％ 

行业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造纸业 2.4 2.2 2.1 2.0 2.1 

农副食品加工业 3.3 3.4 3.2 3.0 3.8 

化学原料及制品业 9.5 8.3 8.3 8.2 9.2 

纺织业 4.8 4.4 4.3 4.1 3.4 

累计 20.0 18.3 17.9 17.3 18.5 

注：经济贡献率指某行业的工业总产值（现价）与统计行业总产值（现价）的比值，下同。 

 

         表 5   重点行业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变化趋势     单位：吨/万元 

行业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造纸业 0.094 0.075 0.069 0.054 0.040 

农副食品加工业 0.021 0.025 0.019 0.014 0.008 

化学原料及制品业 0.007 0.007 0.006 0.005 0.003 

纺织业 0.008 0.008 0.006 0.005 0.006 

注：排放强度指某行业或省（区、市）污染物排放量与相同范围内统计工业总产值（现价）的比值，即单

位产值排放量，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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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重点行业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变化趋势 

 

 9



总体看来，从 2003 年到 2007 年，虽然这 4 个行业的排放强度总体下降，

但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污染贡献率仍维持在 65%左右，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同时减

少污染仍是这些行业改革的难点。在今后的较长时期内，这 4 个行业将依然是

工业废水治理的重点。 

（3）行业氨氮排放情况 

2007 年，氨氮排放量位于前 4位的行业依次为化学原料及制品业、造纸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和纺织业。这 4 个行业氨氮排放量占重点调查统计企业氨氮排

放量的 64.7％，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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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工业行业氨氮及重金属等排放情况 

 

（4）行业重金属等污染物排放情况 

2007 年，重金属（汞、镉、六价铬、铅、砷）排放量位于前 4 位的行业依

次为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这 4 个行业重金属等排放量占重点调查统

计企业排放量的 86.2％，见图 11。 

石油类排放量位于前 4 位的行业依次为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食品制造业。这 4

个行业石油类排放量占重点调查统计企业石油类排放量的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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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七大流域接纳废水及污染治理情况 

1.2.4.1 接纳废水及主要污染物情况 

2007 年，辽河、海河、淮河、长江、黄河、松花江和珠江七大流域共有 81820

家工业企业纳入重点调查统计范围，占全部重点调查统计企业数的 76.9％。 

（1）废水 

七大流域共接纳废水 433.6 亿吨，比上年增加 5.2%，占全国废水排放总量

的 77.9％；接纳工业废水 191.0 亿吨，比上年增加 5.6%，占全国工业废水排放

量的 77.5％；接纳生活污水 242.6 亿吨，比上年增加 4.9%，占全国生活污水排

放量的 78.2％，见表 6和图 12。 

 

表 6    七大流域废水及污染物接纳情况 

年度 
废水（亿吨） 化学需氧量（万吨） 氨氮（万吨） 

总计 工业 生活 总计 工业 生活 总计 工业 生活

2005 379.3 172.5 206.8 1059.8 406.3 653.6 110.9 40.4 70.5 

2006 412.0 180.8 231.2 1136.4 422.5 713.9 113.0 36.2 76.8 

2007 433.6 191.0 242.6 1114.1 410.5 703.6 107.1 28.9 78.2 

增长率（%） 5.2 5.6 4.9 -2.0 -2.8 -1.4 -5.2 -20.0 1.8 

注：从 2004 年起，本年报中松花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统计范围较往年有所扩大。其中，松花江流域包括松

花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珠江流域包括珠江流域和粤桂琼沿海诸河流域。 

    从 2006 年起，本年报中流域数据的汇总方法有所变化，流域规划所含区县的全部数据，不再沿用以

前的按“排水去向”汇总数据的方法，汇总的区县数有所减少。以下湖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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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七大流域废水接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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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接纳的废水量占七大流域接纳总量的 39.4％，列第一位；其次是珠江，

占 20.0％；第三位是海河，占 12.8％。 

（2）化学需氧量 

七大流域接纳化学需氧量 1114.1 万吨，比上年降低 2.0％，占全国化学需

氧量排放量的 80.6％；接纳工业化学需氧量 410.5 万吨，比上年降低 2.8%，占

全国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 80.3％；接纳生活化学需氧量 703.6 万吨，比上

年降低 1.4%，占全国生活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 80.8％，各流域接纳化学需氧量

情况见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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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七大流域化学需氧量接纳情况 

 

（3）氨氮 

七大流域接纳氨氮 107.1 万吨，比上年减少 5.2%，占全国氨氮排放量的

80.9%；接纳工业氨氮 28.9 万吨，比上年减少 20.2%，占全国工业氨氮排放量的

84.9％；接纳生活氨氮 78.2 万吨，比上年增加 1.8%，占全国生活氨氮排放量的

79.6％，见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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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七大流域氨氮接纳情况 

 

1.2.4.2 废水及主要污染物治理与投资情况 

2007 年，七大流域共有废水治理设施 60879 套，年运行费用 336.2 亿元，

共去除化学需氧量 984.1 万吨，氨氮 39.2 万吨，石油类 23.2 万吨，挥发酚 7.5

万吨，氰化物 1.3 万吨。 

2007 年，七大流域实施工业废水治理项目 4526 个，竣工 3979 个，工业废

水治理项目完成投资 167.6 亿元，占全国工业废水治理项目完成投资额的

85.5%。工业废水治理竣工项目新增设计处理能力 2854.1 万吨/日，见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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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七大流域工业废水治理投资情况 

 

 13



2007 年，七大流域经处理的工业废水为 405.6 亿吨，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为 92.7％。 

2007 年，七大流域纳入统计的污水处理厂 1029 座，比上年增加 306 座，共

形成 5852 万吨/日的处理能力，处理生活污水 115.8 亿吨/年。城市生活污水处

理率为 47.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4 个百分点。 

1.2.5 五大湖泊接纳废水及污染治理情况 

1.2.5.1 接纳废水及主要污染物情况 

2007 年，滇池、巢湖、太湖、洞庭湖和鄱阳湖流域重点调查统计企业 5901

家，接纳废水排放量 41.0 亿吨，其中工业废水 21.5 亿吨，生活污水 19.6 亿吨。

接纳化学需氧量 60.5 万吨，其中工业化学需氧量 25.6 万吨，生活化学需氧量

34.9 万吨。接纳氨氮 5.6 万吨，其中工业氨氮 2.1 万吨，生活氨氮 3.6 万吨，

见图 16。 

0.0

10.0

20.0

30.0

40.0

太  湖 洞庭湖 巢  湖 滇  池 鄱阳湖

接
纳

量
（

万
吨

）

工业化学需氧量 生活化学需氧量

图 16  五大湖泊化学需氧量接纳情况 

 

1.2.5.2 废水及主要污染物治理与投资情况 

2007 年，五大湖泊流域共有废水治理设施 5118 套，年运行费用 32.9 亿元，

共去除化学需氧量 92.2 万吨、氨氮 2.7 万吨、石油类 0.4 万吨、挥发酚 1308

吨、氰化物 52 吨。 

2007 年，五大湖泊流域施工的工业废水治理项目数 501 个，竣工项目数 434

个，工业废水治理项目完成投资 14.3 亿元，占全国工业废水治理项目完成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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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 7.3％。工业废水治理竣工项目新增设计处理能力 97.1 万吨/日，见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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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五大湖泊工业废水治理投资情况 

 

2007 年，五大湖泊流域经处理的工业废水为 25.0 亿吨，工业废水排放达标

率为 96.9％。 

2007 年，五大湖泊流域纳入统计的污水处理厂共 202 座，比上年增加 58

座，共形成 724 万吨/日的处理能力，处理生活污水 13.4 亿吨。城市生活污水

处理率为 68.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9.3 个百分点。 

1.2.6 三峡库区接纳废水和主要污染物情况 

（1）废水及污染物接纳情况 

2007 年，重点调查了三峡库区（含库区、影响区及上游区共 314 个区县，

见图 18）11112 家企业。 

三峡库区共接纳废水 47.0 亿吨，比上年增加 1.0％。其中，工业废水 20.4

亿吨，比上年减少 4.8％；生活污水 26.6 亿吨，比上年增加 5.9%。 

三峡库区接纳化学需氧量为 125.5 万吨，比上年减少 1.3％。其中，工业化

学需氧量为 41.5 万吨，比上年减少 5.1%；生活化学需氧量为 83.9 万吨，比上

年增加 0.7％。 

三峡库区接纳氨氮为 10.5 万吨，比上年减少 5.7％。其中，工业氨氮为 3.1

万吨，比上年减少 14.9%；生活氨氮为 7.4 万吨，比上年减少 1.3％，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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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三峡库区、影响区及上游区分布示意图 

 

三峡库区排放废水量最大的是四川，其次为重庆、贵州、云南、湖北；化学

需氧量排放最大的是四川，其次为重庆、贵州、云南、湖北，见图19。 

 

表 7  三峡库区及其上游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年度 
废水排放量（亿吨）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万吨） 氨氮排放量（万吨）

合计 工业 生活 合计 工业 生活 合计 工业 生活

2003 35.71 20.17 15.56 123.75 55.42 68.34 8.50 2.62 5.88 

2004 34.25 18.52 15.74 103.27 34.22 69.05 8.63 2.67 5.97 

2005 38.04 19.24 18.80 104.14 33.78 70.36 8.82 2.36 6.46

2006 46.50 21.37 25.12 127.14 43.76 83.38 11.09 3.60 7.48 

2007 46.96 20.35 26.60 125.49 41.54 83.95 10.45 3.07 7.39 

增长率（%） 1.0 -4.8 5.9 -1.3 -5.1 0.7 -5.7 -14.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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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9  三峡库区省市废水及化学需氧量排放构成情况 

 

（2）废水及污染物治理与投资情况 

2007 年，三峡地区工业废水治理施工项目数 450 个，竣工项目数 397 个，

工业废水治理项目完成投资 15.6 亿元，占全国工业废水治理项目完成投资额的

7.9％。工业废水治理竣工项目新增设计处理能力 199.5 万吨/日。 

2007年，三峡地区共处理工业废水36.0亿吨，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为91.0％。 

2007 年，三峡地区纳入统计的污水处理厂 126 座，比上年增加 46 座，共形

成595万吨/日的处理能力，处理生活污水12.7亿吨/年。生活污水处理率47.6%，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5 个百分点。 

1.2.7“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沿线接纳废水及主要污染物情况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途经 6 个地区的 23 个市（地级市）、105 个县（县

级市、县城和区），见图 20。 

沿线重点调查工业企业数 7983 家，排放工业废水 19.0 亿吨，排放工业化学

需氧量 37.3 万吨、工业氨氮 3.5 万吨，排放石油类、重金属等其他污染物 1400

吨。沿线各地区工业废水平均排放达标率为96.9%。 

沿线工业废水治理施工项目 609 个，竣工项目 556 个，工业废水治理项目

完成投资额 24.3 亿元，新增工业废水治理能力 138.1 万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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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南水北调路线示意图 

沿线生活污水排放23.3亿吨，生活化学需氧量为65.8万吨，生活氨氮为7.9

万吨。沿线污水处理厂 121 座，污水处理能力 774 万吨/日，处理生活污水量 14.1

亿吨。生活污水平均处理率为 60.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1.7 个百分点。 

1.2.8 入海陆源废水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2007 年，入海陆源的统计范围为我国沿海 11 个地区的 163 个县（区、市）。

四大海域的重点调查工业企业数为 21192 家，占全国重点调查统计工业企业数的

19.9％。 

表 8  近岸海域主要污染物接纳情况 

年度 
废水（亿吨） 化学需氧量（万吨） 氨氮（万吨） 

总计 工业 生活 总计 工业 生活 总计 工业 生活 

2003 74.6 34.4 40.2 168.4 56.4 112.0 16.4 3.9 12.5

2004 85.3 37.5 47.8 166.8 53.4 113.4 16.6 3.6 13.0

2005 91.7 40.3 51.4 179.9 63.4 116.5 18.6 4.5 14.1 

2006 100.4 43.1 57.3 196.1 61.5 134.6 19.5 4.2 15.3

2007 97.2 42.6 54.6 180.5 62.7 117.8 17.0 3.6 13.4 

增长率（%） -3.2 -1.2 -4.7 -8.0 2.0 -12.5 -12.8 -14.3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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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四大海域入海陆源的废水排放总量为 97.2 亿吨，比上年减少 3.2%。其

中，工业废水排放量为 42.6 亿吨，比上年减少 1.2％，占入海陆源废水排放总

量的 43.8%；直排海的工业废水量为 15.1 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为 54.6 亿吨，

比上年减少 4.7%，占入海陆源废水排放总量的 56.2%。工业废水接纳量最大的

海域是东海，生活污水接纳量最大的海域是南海。 

四大海域入海陆源排放的化学需氧量 180.5 万吨，比上年减少 8.0％。其中，

工业化学需氧量 62.7 万吨，比上年增加 2.0％，占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 34.7%；

生活化学需氧量117.8万吨，比上年减少12.5％，占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65.3%。

工业化学需氧量接纳量最大的海域是渤海，生活化学需氧量接纳量最大的海域

是南海，见表 8、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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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四大海域入海陆源废水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情况 

 

四大海域入海陆源排放的氨氮 17.0 万吨，比上年减少 12.8%。其中，工业

氨氮为3.6万吨，比上年减少14.3％；生活氨氮为13.4万吨，比上年减少12.4%。

工业氨氮接纳量最大的海域是东海，生活氨氮接纳量最大的海域是南海。 

四大海域入海陆源排放的石油类等其他污染物 2072 吨，比上年增加 12.9%，

见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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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四大海域入海陆源氨氮和其他污染物排放情况 

 

2007 年，四大海域入海陆源共有废水治理设施 16022 套，年运行费用 86.8

亿元，共去除化学需氧量 197.2 万吨，氨氮 9.4 万吨，石油类 6.3 万吨，挥发

酚 2190 吨，氰化物 1253 吨。四大海域入海陆源工业废水治理施工项目数 1210

个，竣工项目数 1024 个，工业废水治理项目完成投资 25.8 亿元，占全国工业

废水治理项目完成投资额的 13.2％。工业废水治理竣工项目新增设计处理能力

135.1 万吨/日。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为 92.8%，比上年下降 0.9 个百分点。 

2007 年，四大海域入海陆源纳入统计的污水处理厂 204 座，新增 38 座，共

形成 1780.9 万吨/日的处理能力，处理生活污水 30.0 亿吨/年。生活污水处理

率为 55.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9 个百分点。 

1.3 废气 

1.3.1 废气及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1）煤炭及燃料油使用情况 

2007 年，全国环境统计的煤炭消费总量 28.5 亿吨，比上年增加 13.9％。

工业煤炭消费量 26.6 亿吨，比上年增加 15.8％。其中，工业煤耗中燃料煤消费

量为 18.8 亿吨，原料煤消费量为 7.9 亿吨；生活煤炭消费量 1.9 亿吨，比上年

减少 7.1%；工业（不含车船用）共消耗燃料油 3207 万吨，比上年增加 20.3%。

其中，重油 2613 万吨，柴油 557 万吨，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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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全国环境统计煤炭、燃料油消耗量        单位：万吨 

      项目 

年度 

煤炭消耗量 燃料油消费量（不含车船用）

合计 
工业 

生活 合计 
 

燃料煤 原料煤 重油 柴油 

2001 142217 91234 30571 20412 2646 2034 387

2002 152812 97264 36524 19024 2773 2043 495

2003 172430 110728 42624 19078 2624 2141 343

2004 195611 125972 50026 19613 2734 2295 365

2005 226164 143627 60796 21741 3447 2412 383

2006 250452 162089 67987 20376 2666 2049 571

2007 285377 187815 78642 18920 3207 2613 557

增长率（%） 13.9 15.9 15.7 -7.1 20.3 27.5 -2.5 

 

（2）二氧化硫排放情况 

2007 年，全国工业废气排放量 388169 亿立方米（标态），比上年增加 17.3%。

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2468.1 万吨，比上年减少 4.7%。其中，工业二氧化硫排

放量为 2140.0 万吨，比上年减少 4.2％，占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 86.7％；生

活二氧化硫排放量 328.1 万吨，比上年减少 6.6％，占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

13.3%，见表 10，图 23。 

 

    表 10  全国近年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单位：万吨 

年度 
二氧化硫 烟尘 工业 

粉尘 

氮氧化物 

合计 工业 生活 合计 工业 生活 合计 工业 生活

2001 1947.8 1566.6 381.2 1069.8 851.9 217.9 990.6 - - -

2002 1926.6 1562.0 364.6 1012.7 804.2 208.5 941.0 - - -

2003 2158.7 1791.4 367.3 1048.7 846.2 202.5 1021.0 - - -

2004 2254.9 1891.4 363.5 1094.9 886.5 208.4 904.8 - - -

2005 2549.3 2168.4 380.9 1182.5 948.9 233.6 911.2 - - -

2006 2588.8 2237.6 351.2 1088.8 864.5 224.3 808.4 1523.8 1136.0 387.8

2007 2468.1 2140.0 328.1 986.6 771.1 215.5 698.7 1643.4  1261.3  382.0 

增长
率（%） 

-4.7 -4.4 -6.6 -9.4 -10.8 -3.9 -13.6 7.8  11.0  -1.5 

注：我国从 2006 年开始统计氮氧化物排放量，生活排放量中含交通源排放的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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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年际变化 

 

2007 年，在全国 GDP 增加 11.9%、煤炭消耗量增加 13.9%的宏观经济形势

下，在各级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污染减排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全国二氧化硫排

放量“十一五”以来首次下降。 

（3）氮氧化物排放情况 

2007 年，氮氧化物排放量为 1643.4 万吨，比上年增加 7.8％。其中，工业

氮氧化物排放量为 1261.3 万吨，比上年增加 11.0％，占全国氮氧化物排放量的

76.7％；生活氮氧化物排放量为 382.0 万吨，比上年减少 1.5％，占全国氮氧化

物排放量的 23.3%。其中交通源氮氧化物排放量为 276.7 万吨，占全国氮氧化物

排放量的 16.8%。 

（4）烟尘及工业粉尘排放情况 

2007 年，烟尘排放量为 986.6 万吨，比上年减少 9.4％。其中，工业烟尘

排放量为 771.1 万吨，比上年减少 10.8％，占全国烟尘排放量的 78.2％；生活

烟尘排放量为 215.5 万吨，比上年减少 3.9％，占全国烟尘排放量的 21.8%。 

2007 年，工业粉尘排放量为 698.7 万吨，比上年减少 13.6％，见表 10、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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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全国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年际变化 
 

1.3.2 各地区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1）二氧化硫排放情况 

2007 年，二氧化硫排放量超过 100 万吨的省份依次为山东、河南、河北、

内蒙古、山西、贵州、辽宁、江苏、广东和四川。这10个省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 

    图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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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全国二氧化硫排放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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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国排放量的 56.4％。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最大的是山东，占全国工业二氧化

硫排放量的 7.4%；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最大的是贵州，占全国生活二氧化硫排放

量的13.8％，见图25、图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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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情况排序 

 

（2）氮氧化物排放情况 

氮氧化物排放量超过 100 万吨的省份依次为广东、山东、河北、江苏和河

南。这 5个省份氮氧化物排放量占全国氮氧化物排放量的 43.5％。工业和生活

氮氧化物排放量最大的分别是河北和广东，分别占全国工业和生活氮氧化物排

放量的 8.3％和 11.7％，见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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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各地区氮氧化物排放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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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烟尘排放情况 

烟尘排放量超过 60 万吨的省份依次为山西、辽宁、河南、内蒙古和河北。

这 5 个省份烟尘排放量占全国烟尘排放量的 37.0％。工业和生活烟尘排放量最

大的分别是山西和辽宁，分别占全国工业和生活烟尘排放量的 9.3％和 10.6％，

见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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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各地区烟尘排放量排序 

 

（4）工业粉尘排放情况 

工业粉尘排放量超过 50 万吨的省份依次为湖南、山西和河北，其工业粉尘

排放量占全国工业粉尘排放量的 25.5％，见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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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各地区工业粉尘排放量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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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工业行业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1）二氧化硫排放情况 

2007 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位于位于前 3 位的行业依次为电力业、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业。这 3类重污染行业共排放二氧化硫 1492 万吨，占

统计工业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 75.7%，见图 31。 

由表 11、表 12 可见，与上年相比，这 3类行业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黑

色金属冶炼业二氧化硫污染贡献率略有升高，电力业略有下降。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的经济贡献率持续下降。 

表 11  重污染行业二氧化硫污染贡献率年际变化        单位：％ 

行业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电力业 53.5 54.9 61.7 57.1 58.9 59.0 58.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1.6 11.4 9.5 9.8 9.0 9.1 9.3 

黑色金属冶炼业 5.4 5.9 5.1 6.5 7.2 7.3 8.2 

总计 70.5 72.2 76.3 73.4 75.1 75.4 75.7 

表 12  重污染行业经济贡献率年际变化         单位：％ 

行业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电力业 5.7 6.4 5.7 5.2 4.8 5.1 6.0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5.9 4.5 4.1 4.3 3.7 3.4 3.3 

黑色金属冶炼业 7.8 8.7 9.8 12.4 12.1 12.5 13.4 

总计 19.4 19.6 19.6 21.9 20.6 21.0 22.7

“十五”以来，这 3 类重污染行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均呈现一定幅度下降

趋势。特别是“十一五”以来，电力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下降尤为显著，见表

13、图 30。 

 

        表 13   重污染行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变化趋势      单位：吨/万元 

行业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电力业 0.229 0.185 0.218 0.213 0.218 0.165 0.10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049 0.056 0.054 0.044 0.043 0.038 0.030 

黑色金属冶炼业 0.017 0.015 0.012 0.010 0.010 0.008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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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重污染行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变化趋势 

 

（2）氮氧化物排放情况 

2007 年，氮氧化物排放量位于排名前 3 位的行业依次为电力业、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业。这 3类行业占统计行业氮氧化物排放量的 79.2%，

其中电力业占 64.3%，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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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工业行业二氧化硫排放情况    图 32 工业行业氮氧化物排放情况 

 

（3）烟尘排放情况 

2007 年，烟尘排放量位于排名前 3 位的行业依次为电力业、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黑色金属冶炼业，与上年相同。这 3 类行业占统计行业烟尘排放量的

68.1%，其中电力业占 42.7%，见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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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业粉尘排放情况 

2007 年，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黑色金属冶炼业工业粉尘排放量占统计行业工

业粉尘排放量的86.0％。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占70.0％，黑色金属冶炼业占

16.0％，见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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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工业行业烟尘排放情况       图 34 工业行业粉尘排放情况 

 

1.3.4 火电厂二氧化硫排放情况 

2007 年,纳入重点调查统计范围的电力企业 2427 家。其中，独立火电厂

1715 家，自备电厂 712 家。 

独立火电厂共消耗燃料煤 12.5 亿吨，占全国工业煤炭消耗量的 46.9%。二

氧化硫排放量为 1099 万吨，比上年减少 4.8％，占全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

51.4％。独立火电厂二氧化硫排放量位于排名前 5位的省份依次为山东、河南、

内蒙古、贵州和河北，占全国独立火电厂二氧化硫排放量的 35.5％。全国独立

火电厂二氧化硫排放量排序见图 35。 

在 1715 家独立火电厂中，共安装了 2618 套脱硫设施，比上年增加 321 套。

去除二氧化硫 819 万吨，比上年增加 101.2％，去除率达到 42.7％，比上年升

高 16.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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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各地区独立火电厂二氧化硫排放量排序 

 

1.3.5 北京市废气及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2007 年，北京市工业废气排放量为 5146 亿立方米（标态），比上年增加

10.9%。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15.2 万吨，比上年减少 13.6％。其中，工业二氧化

硫排放量为 8.3 万吨，比上年减少 11.7％；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6.9 万吨，

比上年减少 15.9％。烟尘排放量为 4.8 万吨，比上年减少 4.0%。其中，工业烟

尘排放量为 2.1 万吨，比上年增加 40.0%；生活烟尘排放量为 2.8 万吨，比上年

减少 20.0%。工业粉尘排放量为 1.9 万吨，比上年减少 36.7％。 

2007 年，施工的废气治理项目 86 个，其中竣工 83 个。新增废气治理能力

265 万标立方米/小时，废气治理投资 3.4 亿元。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为 11.4

亿元，比上年增加 130.9%；二氧化硫、烟尘以及工业粉尘的排放达标率分别为

99.8%、99.1%、100%。 

1.4 工业固体废物 

1.4.1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排放及利用情况 

2007 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175632 万吨，比上年增加 15.9％；工业

固体废物排放量1197万吨，比上年减少8.1％。全国危险废物产生量1079万吨，

比上年略有减少；危险废物排放量0.1万吨，比上年减少99.5％，见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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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4   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情况          单位：万吨 

年度 

产生量 排放量 综合利用量 贮存量 处置量 

合计 
危险

废物 
合计

危险

废物
合计 

危险

废物
合计

危险

废物 
合计 

危险

废物

2001 88746 952 2894 2.1 47290 442 30183 307 14491 229

2002 94509 1000 2635 1.7 50061 392 30040 383 16618 242

2003 100428 1170 1941 0.3 56040 427 27667 423 17751 375

2004 120030 995 1762 1.1 67796 403 26012 343 26635 275

2005 134449 1162 1655 0.6 76993 496 27876 337 31259 339

2006 151541 1084 1302 20.0 92601 566 22398 267 42883 289

2007 175632 1079 1197 0.1 110311 650 24119 154 41350 346

增长率(%) 15.9 -0.5 -8.1 -99.5 19.1 14.9 7.7 -42.3 -3.6 19.5

注：“综合利用量”和“处置量”指标中含有综合利用和处置往年量。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110311万吨，比上年增加19.1％；工业固体废物贮

存量24119万吨，比上年增加7.7％。其中危险废物贮存量154万吨，比上年减少

42.3％；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41350万吨，比上年减少3.6％，其中危险废物处置

量346万吨，比上年增加19.7％，见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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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处理及排放量年际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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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逐年上升，但由于工业固体废物处理量（包括综合利

用量、贮存量和处置量）持续增加，使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逐年下降。 

1.4.2 各地区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及处理情况 

2007 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超过 100 万吨的省份依次为山西、四川、重

庆。这 3个省份的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占全国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的 63.2％，见

图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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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各地区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排序 

 

各省份工业固体废物处理率（经处理的工业固体废物占其产生量的比率）均

较高，一般在95%以上，西藏、陕西的处理率低于 90%。 

1.4.3 工业行业固体废物排放情况 

2007 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超过 100 万吨的行业依次为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这 3 个行业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占统计工业行业固体废物排放总量的 65.9%。 

1.4.4 各地区危险废物集中处置情况 

2007 年，纳入统计的危险废物集中处置厂 322 座，比上年新增 74 座。除云

南和西藏无危险废物集中处置厂外，其余各省份均有数量不等的处置厂，最多

的是广东省，共 76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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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集中处置厂运行费用为 17.2 亿元，比上年增加 56.5%；危险废物

日处置能力 19986 吨。其中，焚烧处置能力为 8663 吨，填埋处置能力为 1692

吨；危险废物实际处置量为 114.3 万吨，比上年增加 29.6％。其中，焚烧量 78.2

万吨，比上年增加 53.9％，填埋量 29.0 万吨，比上年减少 17.8%；危险废物综

合利用量为 91.0 万吨，比上年增加 169.7％。 

1.5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情况 

2007 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 3387.6 亿元，比上年增加 32.0％，占当年

GDP 的 1.36％。其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467.8 亿元，比上年增加

11.6%；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552.4 亿元，比上年增加14.2%；建设项目“三同时”

环保投资1367.4亿元，比上年增加78.2%，见表15。 

      

表 15   全国近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增长率%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595.7 785.3 1072.4 1141.2 1289.7 1314.9 1467.8 11.6

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 174.5 188.4 221.8 308.1 458.2 483.9 552.4 14.2

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 336.4 389.7 333.5 460.5 640.1 767.2 1367.4 78.2

投资总额 1106.6 1363.4 1627.3 1909.8 2388.0 2566.0 3387.6 32.0

 

1.5.1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2007 年，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燃气工程建设投资 160.4 亿元，

比上年增加 3.4％；集中供热工程建设投资 230.0 亿元，比上年增加 2.9％；排

水工程建设投资 410.0 亿元，比上年增加23.7％；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投资525.6

亿元，比上年增加 22.5％；市容环境卫生工程建设投资141.8 亿元，比上年减少

19.3％。 

2007 年，燃气、集中供热、排水、园林绿化和市容环境卫生投资分别占城

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的 10.9％、15.7％、27.9％、35.8％和 9.7％，排

水设施和园林绿化仍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重点，见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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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6  全国近年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构成      单位：亿元 

年度 投资总额 
 

燃气 集中供热 排水 园林绿化 市容环境卫生

2001 595.73 75.48 81.98 224.46 163.24 50.56 

2002 789.13 88.42 121.43 274.99 239.47 64.81 

2003 1072.36 133.46 145.82 375.16 321.94 95.99 

2004 1141.22 148.32 173.35 352.28 359.46 107.80 

2005 1289.70 142.37 220.19 368.03 411.32 147.79 

2006 1314.92 155.05 223.59 331.52 429.01 175.75 

2007 1467.81 160.37 230.03 410.01 525.56 141.84 

 

1.5.2 工业污染源污染治理投资 

2007 年，在工业污染源污染治理投资中，废水治理资金 196.1 亿元，比上

年增加 29.7％；废气治理资金 275.3 亿元，比上年增加 18.0％；工业固体废物

治理资金 18.3 亿元，与上年持平；噪声治理资金 1.8 亿元，比上年减少 39.4%。 

2007 年，废水、废气、固废、噪声以及其它污染要素治理投资，分别占工

业源治理总投资的 35.5％、49.8％、3.3％、0.3%和 11.0%，废水和废气仍是工

业污染的治理重点，见表 17。 

     表 17   全国近年工业源污染治理投资构成       单位：万元 

年度 废水 废气 固废 噪声 其它 

2001 729214.3 657940.4 186967.2 6424.4 164733.7

2002 714935.1 697864.3 161287.3 10463.5 299112.6

2003 873747.7 921222.4 161763.4 10139.2 251408.3

2004 1055868.1 1427974.9 226464.8 13416.1 357335.6

2005 1337146.9 2129571.3 274181.3 30613.3 810395.9

2006 1511164.5 2332697.1 182630.5 30145.1 782847.9

2007 1960721.8 2752642.2 182531.9 18278.6 606837.9 

 

1.5.3 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 

2007 年，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 1367.4 亿元，比上年增加 78.2%。

其中，新建项目投资 924.8 亿元，上年增加 58.1％；扩建项目投资 292.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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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增加 218.4％；技改项目投资 150.3 亿元，比上年增加 66.1％。 

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占环境治理投资总额的比例为 40.4％，占建

设项目投资总额的 5.0%，见表 18。 

 
表 18     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情况 

年 度 
环保投资额 

(亿元) 

占建设项目 

投资总额(%) 

占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 

占环境治理投资 

总额(%) 

2001 336.4 3.6 0.90 30.40

2002 389.7 5.2 0.90 28.58

2003 333.5 3.9 0.60 20.49

2004 460.5 3.9 0.65 24.13

2005 640.1 4.0 0.72 26.80

2006 767.2 1.0 0.70 29.88

2007 1367.4 5.0 1.00 40.36

 

1.6.工业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 

1.6.1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2007 年，全国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为 91.7％，比上年提高 1个百分点。工

业废水排放达标率高于 95％的省份依次为天津、福建、山东、上海、北京、江

苏和陕西，见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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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各地区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排序 

1.6.2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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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全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率为 86.3％，比上年提高 4.4 个百分

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率高于 95％的省份依次为北京、天津、福建、浙江、

山东、江苏和湖北，见图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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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各地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率排序 

 

1.6.3 工业烟尘排放达标率 

2007 年，全国工业烟尘排放达标率为 88.2％，比上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

达标率高于 95％的省份依次为天津、北京、山东、上海、江苏、河北、安徽、

福建和浙江，见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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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各地区工业烟尘排放达标率排序 

1.6.4 工业粉尘排放达标率 

 35



2007 年，全国工业粉尘排放达标率为 88.1％，比上年提高 5.2 个百分点。

高于 95％的省份依次为北京、天津、山东、江苏、安徽、广西、福建、浙江、

上海和河北，见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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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各地区工业粉尘排放达标率排序 

 

1.6.5 工业氮氧化物排放达标率 

2007 年，全国工业氮氧化物排放达标率为 77.5％,比上年下降 2.1 个百分

点。高于 95％的省份依次为西藏、福建、湖北、北京、海南、上海、山东和江

苏，见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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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各地区工业氮氧化物排放达标率排序 

   1.6.6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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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为62.1％，比上年提高1.9个百分点。

综合利用率高于90％的省份依次为天津、江苏、山东、上海和浙江，见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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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各地区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排序 

 

1.7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情况 

2007 年，全国共统计 1258 座城市污水处理厂，比上年增加 319 座；设计日

处理能力7579 万吨，比上年新增1209 万吨。全年共处理废水190.4 亿吨。其中，

生活污水 152.4 亿吨，占总处理水量的 80.1%。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49.1％，

比上年提高 5.3 个百分点。各地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见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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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各地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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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重点城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2007 年，113 个重点城市废水排放量为 327 亿吨，占全国废水排放量的

58.8%。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 134 亿吨，生活污水排放量 193 亿吨。重点城市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为 93.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7 个百分点。 

重点城市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660 万吨，占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

47.7%。其中，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227 万吨，生活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433 万

吨。氨氮排放量为 66 万吨，占全国氨氮排放总量的 49.8％。其中，工业氨氮排

放量 17万吨，生活氨氮排放量49万吨。 

重点城市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1221 万吨，占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 49.5％。

其中，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1079 万吨，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 142 万吨。氮氧化

物排放量902 万吨，占全国氮氧化物排放量的54.9％。其中，工业氮氧化物排放

量 685 万吨，生活氮氧化物排放量 216 万吨。烟尘排放量 440 万吨，占全国烟尘

排放量 44.6％。其中，工业烟尘排放量 348 万吨，生活烟尘排放量 93 万吨。工

业粉尘排放量 299 万吨，占全国工业粉尘排放量的 42.9％。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540 万吨，占全国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的45.1%。 

重点城市共有污水处理厂 852 座，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为 62.8%，高出全国

平均水平 13.7 个百分点。 

1.9 医院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2007 年，纳入调查的县及县以上医院 10314 家，共有 196 万张床位。废水

排放量为3.8 亿吨，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5.3 万吨，氨氮排放量为 0.6 万吨，医

疗废物产生量为 24.2 万吨，放射源总数为 2.5 万枚。 

调查的医院共设有 9946 套废水处理设施，废水日处理能力为 210 万吨，废

水处理率为 95.4%，废水排放达标率为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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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环境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1.10.1 环境信访 

当前，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2007年，全国环保系统共收到群众来信12.3

万封，涉及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有关问题的有12.0万件。其中，反映水污染的有2.4万件，

大气污染的4.6万件，固体废物污染的有0.4万件，噪声污染的有4.1万件，反映“三产”

等其他污染的0.9万件。来信处理率94.2%。 

群众来访4.4万批次，7.7万人次，涉及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有关问题的有4.2万批次。

其中，反映水污染的有1.0万批次，大气污染的1.7万批次，固体废物污染的有0.1万批次，

噪声污染的有1.2万批次，反映其他污染的0.5万批次。来访处理率97.5%。 

从来信来访数据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环境信访问题中，大气污染问题排在第一位，其次

是噪声污染问题，水污染问题也比较突出，见表19。 

各级人大、政协环保议案、提案数为11992件，已办理人大、政协环保议案、提案数为11726

件。   

表 19  环境信访工作情况 

年度 
来信总数 
（封） 

水污染 
（件） 

大气污染
（件）

固体废物
污染（件）

噪声与震动
（件） 

来访批次 
（批） 

来访人次
（次）

2001 369712 47536 144880 6762 154780 80575 95033 

2002 435420 47438 160332 7567 171770 90746 109353

2003 525988 60815 194148 11698 201143 85028 120246

2004 595852 68012 234569 10674 254089 86892 130340

2005 608245 66660 234908 10890 255638 88237 142360

2006 616122 73133 242298 8538 263146 71287 110592

2007 123357 23788 45986 3762 40638 43909 77399 

 

1.10.2 环境法制 

2007 年，国务院颁布了《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

理条例》、《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

洋环境管理条例>的决定》；环境保护部（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了《环境信息

公开办法（试行）》、《环境监测管理办法》、《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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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费征收工作稽查办法》。 

2007 年，全国受理环境行政处罚案件 10.9 万起，环境行政复议案件 521

起，环境行政诉讼案件 242 起，环境犯罪案件 6 起。当年做出环境行政处罚决

定的案件 10.1 万起，做出环境行政复议决定的案件 435 起，做出判决的环境行

政诉讼案件 199 起，做出判决的环境犯罪案件 3 起，分别占当年受理案件的

92.9%、83.5%、82.2%、50.0%。 

1.10.3 机构建设 

2007 年，全国环保系统机构总数 11932 个。其中，国家级机构 42 个，省级

机构 345 个，地市级环保机构 1818 个，县级环保机构 8154 个，乡镇环保机构

1573 个。各级环保行政机构 3160 个，各级环境监察机构 2954 个，各级环境监

测机构 2399 个。 

全国环保系统共有 17.7 万人。其中，环保机关人员 4.4 万人，占环保系统

总人数的 24.6%；环境监察人员 5.7 万人，占环保系统总人数的 32.4%；环境监

测人员 4.9 万人，占环保系统总人数的 27.9%，见表 20、图 45。 

 

表 20   环保机关、监察机构、监测站年末实有人员情况 

环境行
政主管
部门 

年末实
有人数
（人）

环保机关 监察机构 监测站 
实有 
人数 
（人） 

占本级环保
人员总数的
比例（%）

实有
人数
（人）

占本级环保
人员总数的
比例（%） 

实有 
人数
（人） 

占本级环保
人员总数的
比例（%）

2001 142766 39175 27.4 37934 26.6 43629 30.6

2002 154233 40709 26.4 41878 27.2 46515 30.2

2003 156542 40598 25.9 44250 28.3 45813 29.3

2004 160246 42134 26.3 47189 29.4 45849 28.6

2005 166774 44024 26.4 50040 30 46984 28.2

2006 170290 44141 25.9 52845 31.2 47689 28.2

2007 176988 43626 24.6 57427 32.4 49335 27.9 

国家级 2266 249 11.0 41 1.8 104 4.6 

省 级 10847 1952 18.0 820 7.6 2871 26.5 

地市级 40154 8112 20.2 8610 21.4 14944 37.2 

县 级 118751 33313 28.1 47956 40.4 31416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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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环保机关、监察机构、监测站人员变化情况 

 

1.10.4 环境科技 

环境科技取得新进展。2007 年，全国各地共完成课题研究 1822 项，课题研

究总经费达 4.3 亿元，比上年增加 4.4%；99 项课题研究荣获省部级以上科学技

术奖励。其中，有 7项获得国家级奖励。 

2007 年，我国从事环境科技活动人数达 1.85 万人，其中科技人员 1.25 万

人，占 67.5%。全年环境科研业务费支出 5.5 亿元。 

2007 年，我国环保产业单位数达 1.7 万个，环保产业的从业人数为 116 万，

环保产业的年收入为 2332.8 亿元，环保产品的年销售产值为 1774.2 亿元。 

1.10.5 污染控制 

2007 年，全国完成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项目 1430 个。完成限期治理项目

2.4 万个，比上年增加 17.2%，当年完成限期治理项目投资额 326.4 亿元，比上

年增长 37.2%。2007 年，各级人民政府对严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没有治理

价值的 25733 家企事业单位依法实行关停并转迁，减少了污染负荷，促进了产

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007 年，全国已发放排污许可证 14.8 万个，实施机动车环保检测车辆 3868

万辆。已创建 67 个环保模范城市，共有 617 个城市参加了“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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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考核”,占全国城市总数的 94%。 

1.10.6 自然生态保护 

2007 年，全国各类自然保护区共计 2531 个，比上年增加 136 个。全国自然

保护区面积 15188.2 万公顷，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15.2%。国家级、省级、地市

级、县级自然保护区个数分别占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的 12.0%、30.8%、18.2%、

39.0%，其面积分别占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 61.7%、28.1%、3.5%、6.7%，见表

21、表 22。 

      表 21  全国自然保护区数量          单位：个                     
年度 自然保护区数 国家级 省级 地市级 县级 

2001 1551 171 526 269 585

2002 1757 188 609 304 656

2003 1999 226 654 340 779

2004 2194 226 733 396 839

2005 2349 243 773 421 912

2006 2395 265 793 422 915

2007 2531 303 780 462 986

   

 

           表 22   全国自然保护区面积        单位：万公顷 

年度 自然保护区面积 国家级 省级 地市级 县级 

2001 12989.0 5903.8 5725.9 423.2 936.0

2002 13294.5 6042.1 5907.3 463.1 882.0

2003 14398.0 8871.3 3995.6 429.0 1102.1

2004 14822.6 8871.3 4290.2 488.3 1172.8

2005 14994.9 8898.9 4487.0 501.5 1107.5

2006 15153.5 9169.7 4441.8 522.4 1019.6

2007 15188.2 9365.6 4260.1 537.6 1024.9

 

1.10.7 环境影响评价 

2007 年，全国设立的建设项目数明显少于上年，与 2003 年基本持平。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执行情况保持稳定，见图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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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全国建设项目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情况 
 

全国 28.1 万个建设项目中，有 27.8 万个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环评执行

率 99.1％。其中，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填报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填报环境影响

登记表的分别占 5.5%、42.7%和 51.8%，近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率

变化情况见图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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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全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执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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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环境影响评价项目的环保投资 7715.6 亿元，占申请环境影响评价项目

投资总额的 6.1%。其中，新建项目、扩建项目、技改项目环保投资分别占申请

环评的同类建设项目总额的 6.2%、4.5%和 9.8%。全国环境影响评价经费达 34.0

亿元。 

1.10.8“三同时”管理 

2007 年，全国应执行“三同时”的项目为 8.5 万项，实际执行“三同时”

的项目为 8.4 万项，“三同时”合格项目数为 8.3 万项。“三同时”合格率为 97.9%，

“三同时”执行合格率为 96.6%，明显高于去年水平。 

2007 年，执行“三同时”项目用于环保工程的实际投资为 1367.3 亿元，占

项目总投资的 5.0%，比上年上升了 4.0 个百分点。其中，新建项目、扩建项目、

技改项目环保投资占项目投资的比重分别为 4.6%、5.9%和 7.1%，与 2006 年相

比，新建项目、扩建项目、技改项目的环保投资占项目总投资的比重分别上升

了 3.7、3.6 和 5.3 个百分点。全国历年实际执行“三同时”建设项目环保投资

情况见图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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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全国实际执行“三同时”建设项目环保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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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 排污收费  

2007 年，全国排污费开征单位 647335 户，征收总额 178 亿元。排污费解缴

入库单位 635721 户，入库金额 174 亿元。其中，污水类解缴入库 348111 户，

入库金额 36 亿元；废气类解缴入库 251895 户，入库金额 131 亿元；噪声类解

缴入库 94972 户，入库金额 9亿元；危险废物解缴入库 6258 户，入库金额 3亿

元。见表 23。 

表 23   排污费收入情况表                    

项目 户数（户） 金额（万元） 

排污费解缴入库合计 635721 1735957 

污水类 348111 361356 

废气类 251895 1314429 

噪声类 94972 93433 

危险废物 6258 28365 

 

1.10.10 环境宣教 

    2007，环境保护部门全面推进环境新闻宣传和环境教育，通过开展各类面

向社会宣传教育活动，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环境保护。 

加强新闻宣传。全国召开环境类新闻发布会 526 次，其中国家级 9 次。发

布环境类新闻通稿 5.7 万篇，其中国家级 84 篇。 

加强宣传教育。组织宣传活动 9321 次，其中国家级 33 次。截至 2007 年年

底，累计创建绿色学校 25332 所，其中国家级 705 所。累计创建绿色社区 8429

个，其中国家级 236 个。 

 

1.11核安全与辐射环境管理 

1.11.1全国辐射环境质量 

2007 年，全国辐射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基本保持稳定状

态，核设施、核技术利用活动周围环境辐射水平为正常环境水平；环境电磁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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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水平总体情况较好，除个别大功率发射设施局部环境综合场强略超国家标准

外，其它电磁辐射设施设备周围电磁辐射水平满足国家标准。 

环境电离辐射  环境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气溶胶和沉降物总放、空气

中氚化水浓度符合环境正常水平；七大江河水系、京杭运河、重要的国界河流、

主要湖泊和水库各放射性核素浓度水平未发生变化，天然放射性核素浓度与

1983－1990 年全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处于同一量级。开展监测的饮用水总α、

总β放射性均低于《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规定，近岸海域锶

-90 和铯-137 浓度均在《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限值内。土壤中放射

性核素含量水平未发生变化，天然放射性核素比活度与 1983－1990 年全国环境

天然放射性水平处于同一量级。 

核电厂周围环境电离辐射  浙江秦山核电基地、广东大亚湾/岭澳核电厂和

江苏田湾核电厂安全、正常运行，外围环境陆地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年均值

分别为 102nGy/h、119nGy/h、98nGy/h（未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处于所在地

区的天然本底涨落范围内。浙江秦山核电基地周围关键居民点部分环境介质中

氚含量有所升高，广东大亚湾/岭澳核电厂排放口附近海域海水氚浓度高于对照

点，但其对公众产生的附加剂量贡献很小，低于国家规定的限值。江苏田湾核

电厂各介质中放射性核素含量与核电厂运行前处于同一水平。 

其它核燃料循环设施周围环境电离辐射水平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清

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山东省地质科学实验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

究设计院等研究设施外围环境陆地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累积剂量、地下水

放射性核素含量为当地环境水平；包头核燃料元件厂、中核建中核燃料元件公

司、陕西铀浓缩公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西北低中

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场、北龙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场等核燃料生

产、加工企业外围环境陆地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仍为当地环境水平，其余环

境介质中也未监测到放射性核素含量异常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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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矿冶及伴生放射性矿周围环境电离辐射  新疆中核天山铀业有限公司、

衡阳新华化工冶金总公司、青海原国营 221 厂放射性填埋坑周围环境陆地γ辐

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和空气中氡含量未见异常，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和底泥天

然放射性核素铀和镭-226 含量为当地的环境水平。极少数铀矿山及水冶系统周

围环境个别监测点放射性核素浓度偏高。部分伴生放射性矿物资源开发利用活

动对当地环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电磁辐射设施周围环境辐射水平  电磁辐射污染源增长迅猛，局部环境存

在超标现象，但总体上电磁辐射环境质量仍然较好。个别电视广播塔、中波广

播发射台周边环境敏感建筑物部分点位环境综合场强超过公众照射导出限值

40V/m，移动通信基站天线周围环境敏感点的电磁辐射水平低于《电磁辐射防护

规定》（GB8702-88）规定的公众照射导出限值。各变电站周围环境敏感点工频

电场、工频磁场测值范围均在公众照射导出限值内。 

1.11.2 核安全和辐射环境管理主要措施 

强化核与辐射安全监管  国务院发布了《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

批准了《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规划（2006-2010 年）》。各核设施及核技术应

用单位注重核与辐射安全管理，各级环保部门加强了对核设施及核技术应用项

目的日常安全监管。运行核电厂、研究堆、核燃料循环设施、放射性物质运输、

放射性废物贮存和处理处置设施安全运行，均未发生一级以上的安全事件或事

故，在建核设施的建造质量得到有效控制。辐射事故共发生 24 起，较往年大幅

减少，没有重大和特别重大事故发生，没有人员伤亡，其中较大辐射事故 1起，

一般事故 23 起。 

加强辐射环境监测 国家辐射环境监测网第一批国控点投入运行，主要包括

在重点城市设置了 36 个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在重要流域、国界河流、饮用水

源、地下水、近岸海域海水设置了 108 个水体监测点；设置 332 个陆地监测点、

175 个土壤监测点、84 个电磁辐射监测点；在 28 座重点核与辐射设施周围设置

核安全预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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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处理处置放射性废物 投资 4.13 亿元建设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并对各

地收贮的放射源及放射性废物进行最终处置。其中，新建放射性废物库 23 座，

扩建 5 座，改造 4 座。新建配套实验室 24 个，改造 3个。 

 

 

 

 

 

 

 

 

 

 

 

 

 



 

简要说明 

 

1.本年报资料根据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统计资料汇总整理而

成，未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省数据。 

2.本年报中数据主要来自于工业和生活污染排放，未包括面源污染和农业

生产排放统计数据。 

3.本年报主要反映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情况。主要内容包括水环境、大

气环境、固体废物、生态环境、自然灾害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等内容。主要反

映我国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及治理情况，废气排放及处理情况，工业固

体废物的产生、处理及综合利用情况及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情况，环境污染治

理投资等情况。 

4. 调查方法 

1）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的调查方法为对重点调查工业企业单

位逐个发表填报汇总，对非重点调查工业企业的排污情况实行整体估算。 

重点调查单位是指筛选出的排污量占各地区排污总量 85%以上的工业企业

单位。筛选重点调查单位的原则为：(1)筛选指标为国家实行总量控制的各项主

要污染物排放量：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烟尘、工业粉尘及工

业固体废物产生量；(2)排放工业废水中有重金属类有害物质的工业企业以及有

危险废物产生的工业企业全部为重点调查单位。 

非重点调查单位数据的估算方法为将重点调查单位的排污总量作为估算的

对比基数，采取“比率估算”方法，估算出非重点调查单位的排污量。重点调

查数据与非重点估算数据相加，为工业污染总排放数据。 

2）生产及生活中产生的污染物实施集中处理处置情况年报的调查方法为对

各集中处理处置单位逐个发表填报汇总，包括危险废物集中处置厂和城市污水

处理厂。 

3）生活及其他污染情况年报的调查方法为依据相关基础数据和技术参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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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估算。 

4）工业企业污染治理项目建设投资情况年报的调查方法为对有在建工业污

染治理项目的工业企业逐个发表填报汇总。 

5）医院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的年报的调查方法为对二级及以上的医院

逐个发表填表汇总。 

5. 环境统计范围 

    1）工业企业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的年报综合范围为有污染物排放的工

业企业。 

    2）工业企业污染治理项目投资情况的年报综合范围为在建的老工业污染源

污染治理投资项目，不包括已纳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管理的项目。 

    3）生产及生活中产生的污染物实施集中处理处置情况的年报综合范围为危

险废物集中处置厂和城市污水处理厂。 

4）生活及其他污染情况的年报综合范围为城镇的生活污水排放以及除工业

生产以外的生活及其他活动所排放的废气中的污染物。 

5）医院污染排放及处理利用情况的年报调查范围为辖区内二级及以上的医

院。 

6. 流域汇总范围 

从 2004 年起，本年报中流域汇总范围较往年有所扩大。其中，松花江流域

包括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及东北地区其他国际河流，珠江流域包括

珠江和粤桂琼沿海诸河流域，海河流域包括海河、滦河和华北地区沿海诸河流

域，辽河流域包括辽河、大凌河及辽东沿海诸河流域。 

    从 2006 年起，本年报中流域数据的汇总方法有所变化，按流域规划所含区

县的数据汇总，不再沿用以前的按“排水去向”汇总数据的方法，汇总的区县

数有所减少，湖泊汇总方式与流域相同。 

 

主要环境统计指标解释附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