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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政协城建委、市民革、市九三学社和市

环境保护局联合于 1999年 4 月至 10月对该市主

城区及近郊的大气环境保护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调

查研究,并形成了5关于南京大气环境保护的调研
报告6。市政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5关于南京市大

气环境保护的建议案6。现根据该建议案, 整理出

以下 8条建议。

1  贯彻国策,洞察利弊, 恰当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

治理的关系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为加强环

保工作力度,国家环保总局提出了 2000年/一控双

达标0的要求。世界银行也曾在 1997年的一份报

告中说: /如果环境政策和执行力度不作强化,中国

将达不到/九五0的水和大气质量目标。但只要以

现有资源,作关键性的强化调整, 就可以实现提高

收入的同时改善环境的可持续发展。0因此建议,南

京市应迅速决策,将大气污染治理放在一个更加突

出的位置列入政府工作计划。国内外经验表明,迟

疑决策,当环境问题的紧迫性已经显现, 再着手治

理,社会付出的代价将大于及时治理的耗费, 还可

能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世界银行曾在上述同一

份报告中说: /如果不采取果断的政策处理好燃煤

排放问题,到 2000年, (大气)污染导致病、亡的(中

国) 人将分别达到 60 万和 200 万人, 损失折合

3 900亿美元以上, 占当时 GDP 的 13%, 这还未考

虑对智力、农业、森林、建筑的危害,,0/如果先在
环境总投资上达到 GDP 的 2% , 则每花 1元人民

币,将在减少医药和提高生产率方面获得 18 元的

回报。0日本甚至将民间投资的 17% 用于防止公

害,都没有对宏观经济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反而促

进了环保质量的提高和环保产业的增长。国际和

国内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熟虑。

2  加强环保宣传教育, 提高市民环境意识

提高市民环境意识,不但可以减少污染行为,

对治理污染也是巨大的推动力。因此持续、广泛的

环境宣传教育十分重要,应把这一意识凝固在政府

的决策、企业的方针、居民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中,

成为全民的需求。在大气方面,环境意识体现在对

下述问题的了解与认识上,如:污染形势及危害, 政

府、企业、居民的责任,清洁生产、产业调整、节约能

源以及强化管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经济与环境、

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矛盾统一性等。各级宣传

教育部门及媒体,应运用多种形式对上述内容进行

宣传、教育。此外, 政府适度地公布污染状况、适当

的引导与利用、必要的说明和解释加上积极有效的

治理措施,可以促进居民与政府的共识和合作。

3  高瞻远瞩,远近结合,制定城市环境规划

/十五0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应包括大气和环
境污染治理的计划,即绿色 GDP 和绿色社会发展

计划。在污染总量控制目标、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环

境目标、清洁生产、能源结构转换及节能、企业污染

治理目标、城区土地利用及交通污染治理等方面应

有比较明确肯定的量化内容,一般地提/重视0、/加
强0,失之空泛,起不到/计划0的作用, 也无从考核。

特别是对工业布局、土地利用、公共交通、环境容量

与污染整治、能源结构、绿化环境等方面,应予重新

审视,制定有前瞻性的城市环境总体规划。

4  加快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新机制

江苏省委、省政府提出: /实行环境与发展综合
决策事关大局,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

从制度上进行规范, 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0/合理

有效地保护环境,避免在环境问题上的决策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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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0要求/各地、各

部门尽快建立环境发展综合决策十项制度0。在这

十项制度中,南京市已初步建立环评、三同时、目标

管理与考核奖惩等制度,但有待改进完善; 应尽快

建立和完善污染物总量控制管理、科学咨询、联合

会审、公众参与、资金保障、环境有偿使用、综合决

策监督与责任追究、综合决策教育培训等制度;逐

步建立受害赔偿及仲裁制度。市委、市政府要花大

力气,把这些基础工作做好夯实。由于大气污染的

流动性、分散性和受气象变化的不稳定性, 制订和

运作这些机制时要有更具体可操作的法律、规章、

标准等加以保障, 这是一项较复杂的系统工程,特

别涉及到政府部门的职能相互交叉,更具有体制改

革的性质,所以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

大连、上海、杭州均以一个城市为主体开展了

ISO 14000 国际标准的认证工作, 并于 1999 年 9

月通过验收。南京市可借助这项工作与建立综合

决策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促进环境治理法制化

进程。

5  狠抓/一控双达标0,实现对国家的承诺
2000年底完成南京市大气/一控双达标0任务

是当前压倒性的奋斗目标, 对省下达的 65 家重点

企业大气污染物要保证排放达标。据该市环保局

资料,目前工业烟尘和粉尘达标率分别为 90%和

65% ,应在 2000年达到双 100%。

要防止虚假达标和达标回潮现象。从根治大

气污染来看,主要企业实现/一控双达标0还只是前
哨战,随后还要展开持久战,例如, 大厂区的有害气

体不是一两年内能解决的。而全市大气质量的全

面、持久改观,还有待多方面持之以恒的整治。

6  区分类别,抓住关键, 远近结合,分别整治

除了/一控双达标0的主要对象工业烟尘和粉

尘之外,对于其他短期内难以彻底整治的气体污染

物应区分情况, 以合适的时限和措施分别予以治

理。对于工业排放的 SO2, 应首先在电厂锅炉(全

市重点燃煤电厂 48家)上限期整治,近期以燃用低

硫煤、节能、烟气脱硫试点为主,中远期实行能源转

换和普遍的烟气脱硫。至于中小锅炉, 应走出都用

烟气脱硫的误区,改走燃料转换,集中供热的道路。

对于排放其他多种气体污染物的各类企业,首

抓产业结构调整和清洁生产, 并按照污染者承担治

理、赔偿原则,政府依法监管,予以整治。当前一些

企业虽有困难, 但规划和计划的总目标不能放松,

政府整治工作的力度不能减弱。对于汽车尾气移

动污染源, 由于汽车数量行将大增、我国环保汽车

一时尚难普及、汽油质量短期难以提高、难以逢车

尾气必检,以及污染者和受害者共存共生等原因,

短期内较难以彻底治理。但只要严格执行现有措

施规定,不断加大力度,可以做到不断改善。城市

交通大方向坚持以公共交通为主, 减少汽车行驶。

南京市的汽车工业要以技术领路向环保汽车靠拢。

要更主动积极地、有预见性地参与开发、利用

天然气,把经济发展与污染治理建立在优质能源

上;要采取切实措施, 彻底解决城市建设施工粉尘

及秸秆焚烧等污染问题。

城市绿化是吸收污染,净化大气, 改善环境的

有效措施,对此南京市已有积极而明确的考虑。但

要注意在工业集中的地区,选择品种,强化种植养

护绿化。城区无裸土要细致进行,务使无缺漏。

除发展天然气和集中供热等公用基础设施要

由政府操办之外, 其他方面, 政府主要发挥制定法

规、政策、规范、目标、依法督治、监控管理等职能,

关键在于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整治和管理机制。

为更全面反映南京市大气质量,有必要再增加

一些市控或专控监测点,条件成熟时将其中的一部

分申报成为国控点。

7  发展环保科技与产业,为污染防治服务

环保科技、环保产业与污染防治密切相关, 应

充分发挥南京市科技和产业优势,建议:市委、市政

府专题详尽研究环保科技与产业的发展,或自行研

制, 或重点引进技术设备, 或联合开发生产、销售。

发展环保科技与产业,既可为南京市及外地的大气

污染治理服务, 又可以形成一个相当大的经济增

长点。

8  发挥人大、政协及社会多方功能, 群策群力, 配

合行动

要充分发挥人大的立法和执法监督功能,政协

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各种社会群

众团体以及广大市民的参与作用。运用这些力量,

群策群力, 配合行动, 加强在城市环境保护工作上

的科学决策和依法管理,将十分有助于南京市的大

气环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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