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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系列“政策与实践对比”研究报告为中欧环境治理项目专家就中欧环境治理领域现状探究比较

而成的研究报告，分别从属本项目的四大主题，包括中国卷及欧盟卷两部分。报告内容仅为作者观

点，不代表欧盟或任何其他官方意见。“该报告对应的是中欧环境治理项目第一主题“公众获取环

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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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 
 

环境监测并公开报道相应结果是实现环境信息透明的重要基础。环境信息透明能实现以下三

项主要功能：1、保护个人免受环境污染的损害 2、促进环境执法的多方协作 3、促进社会学习。

这些功能对于实现绿色增长不可或缺。 

无论是《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还是上世纪 90 年代签署的《奥胡斯公约》都正确地

强调了公众获得环境信息、参与环境决策、实现环境正义的重要性。中国政府紧跟全球潮流，以

立法确定政府实施环境信息公开的制度，帮助公众实现参与环境决策的权利，历年来取得了明显

的成绩。 

根据 1979 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中国中央政府为环境质量及

污染物排放额度设立了全国性的标准。更加建立了监控空气和水体质量状况的全国性的环境监测

网络，地方环保局也建立了环境监测站，开展如下四类监测工作：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测、

应急监测、环境管理监测。 

由于经济增长水平、环境监测能力、公众环境认知水平及其对清洁环境的需求等方面存在广

泛的地区差异，中央政府颁布的相关环境规章制度与国家标准往往不能在地方得到落实。不过，

像北京、上海、重庆这样具备较高机构能力的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环境监测与信息公开领域的领跑

者。这也为上述地区的公众同政府一道，对污染企业和环境质量进行监管创造了条件。 

参考中国、欧盟以及其他国家的经验，本文建议中国环境保护部继续开展绿色增长的能力建

设，使中国能够更好地实现监测、报告、核查环境质量与污染排放的情况。具体建议如下： 

 

1.  现有环境规章制度与国家标准主要依据环境功能分区与环境介质的类别。然而，我们需要环

境标准更加直接地反应环境与健康风险。环保部需要加强地方环境保护局的能力建设，使其

能够将环境监测的专业术语和数据转化为公众更易于理解的指标——比如环境情况对健康可

能造成的预期损害以及相应的活动建议。 

2.  谈判能力强的污染企业为了维护公司的形象或者经济利益，往往能够阻挠地方政府公布其污

染信息或者有效执法。既然中国已经制定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律，环境保护部可以开展能力建

设，努力建立污染物排放和转移清单(PRTR)，对污染企业的环境表现进行评级、并运用互动

式通讯技术发布评级结果，以此提高环境执法的效率和效果。 

3.  地方的环境表现已经纳入政府官员考核指标体系。环境保护部可以开展能力建设，提高地方  

政府（县市级）诊断环境问题、自我评价环境表现的能力。环境保护部公布所得信息，帮助

公众更好地了解当地的环境问题，并对地方政府的环境表现进行问责。 

 

为改善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信息公开现状，中国政府与相关机构应继续支持有关污染对健康

影响的跟踪调查与科学研究、继续加强国内地方环境保护局的机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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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环境监测及公开报道”的背景与发展 

 

2.1 理论基础: 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 

 

中国对自然与环境的态度框定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1949 年以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社

会、依赖土地收成，人们对自然既尊重又敬畏。儒家、道家以及佛教都教导人们要遵守自然规则

来做事。1949 年建立新中国时，毛主席就以四个现代化 1 构想了一个工业化的中国。他坚持以人

类为中心的发展观，倡导征服自然，以确保生活必需品及工业产品自给自足。这些经济活动经常

因 1949 年和 1978 年之间的政治动荡而中断。因而，这段时间发生的环境破坏并不像 1979 年至

2004 年期间那么严重，后来中国进行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对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严重。

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断增长，无疑产生了巨大的财富，这在 1978 年经济改革之前是难以想象的。

同时，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耗竭，引起了国内外关注。为了应对这一危

机，自 2004 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向公众传达了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提出了以下概念：“科

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清洁生产”、“循环经济”、“污染物总量控制”、“节能”、

和“碳减排”(李，2011a)。环境监测及信息公开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帮助实现

上述政策目标，满足公众对清洁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  

 

2.2 环境监测及信息公开的制度变迁 

 

《2003 年世界发展报告》确定了可持续发展制度的四大支柱：(1)识别信号；(2)平衡利益；

(3)实施政策；(4)政策学习与适应。“识别信号”是指识别出现的问题和值得追求的政策目标。

“平衡利益”是指确定利益优先顺序以及利益存在冲突时政府所采取的立场。“实施政策”涉及

到利益协调一旦完成所要采取的实际行动。“学习与适应”指的是根据之前决策的结果改进实施

情况(世界银行，2004)。环境监测及信息公开能够促进以上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四章明确赋予环境保护部门(EPBs)环境监

测，调查、了解当前环境质量以及未来变化趋势的责任，以及提出环境质量改进措施 (《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79)。一年后成立了中国环境监测总站(CNEMC)。除了监测环境

质量和环境变化趋势以外，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职责扩大到监测污染源和环境风险。 

多年来，为了控制污染，保持生态活力，中央政府逐渐加强环境质量监管，制定更加严格的

环境质量标准。2012 年更新了 1996 年版 (GB 3095-1996)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

2012)。2002 年颁布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02)。根据水资源和耗水量，已经有五

个不同的水质标准：1989 年渔业水质标准 (GB 11607-89)、1992 年农业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

92)、1993 年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1997 年的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以及 

2002 年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1988 年颁布了城市区域噪音与振动标准 (GB 

10070-88)和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GB 9660-88)。2008 年制定了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1995 年首次制定了土壤质量标准(GB 15618-1995)，后来制定了更加具体的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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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标准：2006 年温室蔬菜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和食用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HJ 333-

2006 和 332-2006)和 2007 年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HJ 350-2007)。在环境质量标准

之外，中国制定了更多的排放标准对污染源进行调控管制 1。 

中国逐渐建立了环境监测技术指南与标准，包含国家环保标准中规定的环境质量监测的标准

操作程序以及更多的具体细节，比如采集样本与检测的方法和设备。目前已有 129 个关于空气质

量监测的技术指南，此外还有 163 个有关水质量检测的、14 个有关振动与噪音监测、20 个有关

土壤质量监测、18 个关于固体废物、35 个关于核辐射监测的技术指南 1。 

除此之外，环境监测的基础设施、人力以及自动化水平已经大大提高。在第六个和第七个五

年计划期间(1981-1885 年和 1986-1990 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共建成 64 个监测站。国家有关空

气、水、沙尘暴以及酸雨的环境监测网大体上于 2000 年之后逐渐建立起来。此外，各省、县/市

环境保护局(EPB)都建有环境监测站。截止 2010 年，中国共有 2492 家环境监测站和相关组织机

构，合格的环境监测人员达 53000 人之多(周，2010)。 

至 2007 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建立了全国性的水质自动化监测网，由建在 63 条河流和 17

个湖泊里的 100 家自动监测站负责水温、PH 值、溶解氧、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总有

机碳和氨氮的监测。制定了以下三个指标用于未来的监测工作：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生物毒性、

叶绿素 a。并于 2009 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开始在互联网上直播水质监测结果 1。截止 2010

年，全国空气质量自动化监测网已从 2000 年的 42 个城市逐步扩展到覆盖指定的 113 个环境保护

重点城市。对以下三种空气污染物进行监测：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中国环境监

测总站在互联网上直播这 113 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主要空气污染物、整体空气质量水平和污

染程度。此外，已经有 180 个地级以上城市公布每日空气质量指数，其中 90 个城市能够预测空

气质量，并通过当地电视台、电台、报纸和互联网发布预测结果 1。 

污染不分地缘政治疆界或行政边界。已建立的沙尘暴和酸雨区域监测网就有韩国、日本等国

家的加入。区域监测网络的标准设定和数据报告涉及多边协商、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2。 

 

2.3 信息访问和公众参与政策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第十条原则预示着一个新纪元，支

持各国政府实践环境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并以司法手段寻求环境正义(联合国环境与发

展大会，1992)。跟随全球趋势，中国从1999年到2000年在江苏省镇江市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进

行了环境信息公开的试点工作 (李，2011 b)。  在镇江经验的基础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SEPA，于2008年升级为环境保护部，MEP）于2005年11月发布公告，正式推广技术准则，要

求中国所有市级政府评估行业环境绩效，确保在2010年之前公开环境信息(环境保护总局2005年

第125 号公告；2005年环境保护总局第【2005】125 号公告)。2007年4月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

国历史上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2007）。一周后，环保部制定

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要求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公开企业违规记录、清洁生产审核信

息、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及项目验收结果，以及信息公开申请批复（国家环保总局，2007a）。 

在2007年环保部针对环境信息制定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之前已有两部法律涉及公开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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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让公众参与环境决策。2003年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和2004年《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

法》)要求主要污染企业公开排放信息以及其他环境数据。2003年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和2006

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要求公开部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毫无疑问，中国中央政府十分重视环境信息的透明度。其最新发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公

共环境事务研究所(IPE)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2012)： 

环保部下发了[2011]第56号通知，要求加强铅酸电池和再生铅生产厂家的污染防治。其中第

五条要求公开披露生产厂家信息，欢迎社会监督与执行。 

环保部[2011]第1041号公告公布了铅酸电池生产厂家的信息公开实施情况7。 

环保部为公开重点产业的污染控制信息设立了专栏8。 

针对重金属污染，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2009] 61号）。在该政策指导出台之后， 环保部于2011年5月开始对涉及重金属污染排放的上市

公司进行环境监管。环保部共有10个主要监管任务，其中之一是要求这些公司公开环境信息，发

布年度环境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题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自2011年8月13日起施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10年开始公布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 

此外，2003年的《环境影响评价法》明确要求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但最常用的两种方式

——问卷调查和座谈会仍受到非议，认为还不足够(吴等人， 2011)。人们对环境退化的认识日益

加深并日渐担忧其对健康和财产价值产生的影响，使他们有动力去争取更多的空间参与环评和相

关决策。虽然中国法律条文有相关规定，但实际上中国社会在环境保护方面缺乏公共磋商和公众

参与(李和刘等人，2012)。 

 

 

3 中国“环境监测及信息公开”的现有规章制度 

 

环保部负责制定全国性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组织环境质量监测，并与地方环保

部门共同执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 2007 年出台了《环境监测管理办法》。这反映出环保部门

工作人员越来越意识到了环境监测的重要性，并以更加强有力的科学依据努力促进环境管理与合

规整治工作。 

环保部环境监测总站和省、市、县环境保护部门的监测站开展了以下四种类型的监测工作：

监测环境质量、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监测、为环境状况调查和评价等环境

管理活动提供监测数据的其他环境监测活动。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建立监测网，制定监测工作计

划，并公布监测结果。监测站的职责是操作和管理监测网和其他设备，进行不同类型的监测，收

集和管理监测数据，组织监测人员培训，进行环境监测技术与方法的科学研究(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2007 b)。 

按照国家污染物排放申报登记管理规定，各工业设施必须申报其使用的原料、污染排放以及

环境管理工作。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应该根据申报的数据建立污染资料库存，并提交到环保部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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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国家污染资料库。然而，由于缺乏数据管理事实上只有极少数环保机构拥有各自辖区内的准确

信息。2008 年，全国范围内的公司都必须为全国污染源普查提供详细的污染物排放信息，申报不

准确会受到处罚。 

水法、大气法等对特定环境介质规管的环境法律法规对环境监测和信息公开有明确规定。 

 

 

 

3.1 国家层面 

 

3.1.1 法律、行政程序、其他途径 

 

大气 

根据 200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章第六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应制定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中未

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标准。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最初于 1996 年诞生(GB 3095-1996)，并在 2012 年加以修订(GB 

3095-2012)，将从 2016 年开始施行。新标准调整了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将三类区域减少为二类

区。一类区是自然保护区和受保护区域。二类区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以下功能活动地区：住宅、

商业、交通、文化、工业及农业活动。新标准还增设了 PM2.5 平均浓度限值和臭氧 8 小时平均浓

度限值。它还调整了 PM10、二氧化氮、铅和苯并 [a]芘等污染物的浓度限值(环境保护部，

2012)。 

因此，制定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基本原理是为了满足两类区域环境保护以及人类经济与社会

活动的功能性用途。不同的空气污染物平均浓度水平的时间段不同，有的为 1 小时，最高为 8 小

时、24 小时、乃至一年。总的来说，一类区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比二类区更严格(环境保护部，

2012)。但这些标准都低于由世界卫生组织(WHO) 基于对人类健康风险的考虑所提出的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 

200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章第七条根据国家环境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

经济技术条件进一步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制定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排放标

准；对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排放标准的地方排放标准

(全国人民代表大，2000)。目前，针对不同的来源或工业流程共有 53 个空气污染排放标准，例如

燃煤发电厂。此外，还有 129 个国家空气污染标准和取样检测方法与设备技术指南 1。 

 

水 

根据 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章第十一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应制定环境水环境质量标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

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全国人大，2008)。 

前面共提到五种水环境质量标准，本节集中探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1983 年制定了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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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环境水质标准(GB 3838-83)，1988 年(GB 3838-88)、1999 年(GHZB 1-1999)和 2002 年

(GB 3838-2002) 修订过三次，逐渐严格并扩展了监测项目。新标准包括以每公升水质来衡量 109

种污染物和化学物的限值，其中 24 种是环境水质监测必要项，5 种是饮用水源附加项， 另外 80

种针对饮用水源。 

制定环境水环境质量标准的基本原理是为了满足水体的功能性用途。这些用途被分为以下五

类：第一类，自然保护区的河流和水体的源头；第二类，一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濒危水生物种

栖息地和鱼、虾以及其他水产品的产卵地点；第三类，二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鱼、虾以及其他

水产品冬天的栖息地、洄游路线、水产养殖场和游泳区；第四类，用于工业与休闲，无需人们与

水有直接接触；第五类，农业和景观。在这五类水环境标准中，第一类为最高的水体标准，第五

类为最低。 

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章第十三条根据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和经济

技术条件进一步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规定的项目，可制定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国

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规定的项目，可制定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全国人大，

2008)。目前，针对不同来源或工业流程共有 55 个水污染排放标准，如钢铁工业。此外，还有

163 个国家水污染标准和取样检测方法与设备技术指南 1。 

 

噪音 

根据 1996《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章第十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为不同的功能区制定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划定本行政区域内

各类声环境质量标准的适用区域，并负责相应地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96)。 

1982 年首次制定了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后来分别经过 1993 年(GB 3096-93) 和 2008 年

(GB 3096-2008)两次修订。这些标准是针对下列五类不同的功能区：0 类，指康复疗养区等特别

需要安静的区域；1 类，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

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2 类， 指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

混杂，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3 类， 指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需要防止工业噪

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4 类， 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需要防止交通噪声的

区域。 

此外，1996《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章第十一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应制定噪声排放标准。共有 10 类噪声排放标准设定了特定活动的限值，如施工场地

地、工业企业等。第二章第 26 项要求将来要对产品和企业的噪声排放设定限值。目前共有 14 个

国家噪声污染标准以及取样与测试方法技术指南 1。  

 

土壤 

中国没有专门针对土壤污染防治的法规。即便如此，198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三章第二十条也规定了各级政府须预防、控制土壤污染。1995 年首次发布了国家土壤环境质量

标准，本标准适用于农田、牧场、林地、自然保护区等地的土壤。设定了三组不同的土壤污染物



研究报告三——环境损害评估                                                       正文 

中欧环境治理项目   第 11页 

 

浓度水平限值：一级，为保护区域自然生态、维持自然背景的土壤质量的限制值；二级，为保障

农业生产，维护人体健康的土壤限制值；三级，为保障植物正常生长和农林生产的土壤临界值

(GB 15618-1995)。后来，又有了四个不同的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分别适用于下列功能区：

拟开放区域(土壤中剩余放射性可接受水平（暂行），HJ 53-2000)、温室蔬菜产地(HJ 333-

2006)、食用农产品产地(HJ 332-2006)以及展览会用地(暂行，HJ 350 – 2007)。此外还有 20 个

有关土壤污染抽样检测方法的技术指南 1。 

2008 年，环保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其中第十条建议制定监管措

施和土壤环境质量、土壤污染恢复、土壤质量监测和污染评估标准。此外，第十一条提议将土壤

环境质量监测纳入现有环境监测与应急计划当中，逐步建立全国以及省市级三级监测网。在此基

础上，政府将公开报道国家与地区土壤环境质量信息(环境保护部，2008)。 

鉴于全国严重的土壤污染，2011 年有 62 名人大代表一起提案，呼吁起草专门针对土壤污染

防治的法规条例。但是各个部门对此提案持不同看法。环保部强烈要求草拟法规。农业部提议应

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执行环境标准与规制污染源的法规上，而不是制定新的土壤污染法，因为土壤

是污染物在环境中运移的终点之一(陈，2012)。 

 

固体废物 

国家固体废物标准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类包括 13 个针对诸如城市固体废物填埋场和焚化

炉等废物处理设施的标准；另一类共有 13 个适用于可用作生产原料的进口废物的标准。此外还

有 8 个区分危险固体废物的技术准则和 18 个抽样检测方法技术指南 1。 

 

其他 

有国家放射性物质限值标准、放射性物质取样与检测技术指南、区域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

区分类以及清洁生产实施程序2。 

 

信息公开 

对水、气等特定环境介质进行规制的环境法规都有关于监测和环境信息公开的条款。例如，

根据 200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章第二十三条规定，大中型城市应定期发

布环境空气质量报告，其内容涵盖主要污染物以及空气污染严重程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000)。最新制定或修订的法规对环境监测和公共报道还有更详细的规定。例如，在 2008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务院主管部门应建立环境水质监测网并公开

报道环境水质，此外，第三章第二十三条还要求主要污染源须安装自动监测设备，记录监测数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08)。  

 

                                                   

2
 A full list of those other standards and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sampling, testing, and implementation is 

available at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hxxhj/fsxhjbz/200412/t20041228_68697.htm;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stzl/200412/t20041229_63492.htm;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other/qjscbz/200607/t20060720_91503.htm.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hxxhj/fsxhjbz/200412/t20041228_68697.htm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stzl/200412/t20041229_63492.htm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other/qjscbz/200607/t20060720_915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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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概述环境标准与环境监测的现状与效益等, 

 

环境质量监测 

根据国家环境法规，按照功能区划分制定了空气与水环境质量标准。因此，功能区划分原理

与方法尤为重要。1996 年制定了《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划分原则与技术方法》(HJ/T 14-1996)，

此后也没有修订过。功能区划分的出发点是区域与城市发展规划。显然，现行的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与人类暴露在污染空气中所承受的健康风险并没有直接关联，空气污染物的监测亦尚未以控制

健康风险为目标。例如，环境空气质量常规监测或空气污染源监测的指标就不包括 PM10 和

PM2.5。 

 

污染源监督性监测 

为确保环境质量，必须保证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浓度水平和排放总量都要符合排放标准。在

2003 年之前，环境保护部门在实施环境监测与整治的过程中主要一直实行浓度标准。然而，随着

国家工业生产规模的大幅度扩大，即使污染源符合浓度标准，它们也产生了极其大量的污染排

放，导致全国环境质量严重退化。自 2003 年起，国家环保总局就要求地方环保部门计算各自辖

区内允许的空气与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并对各污染源分配限额，以调节它们的污染排放(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2003)。 

环保部门开展对污染源的监督性检测，检查其污染物排放是否达标、是否与排放许可证相符

合，并根据污染物排放情况收取排污费。私人企业由所在地环保部门检查。具有特殊行政地位的

国有企业由上一级环保部门进行检测。 

回应事故或公众投诉的环境监测通常都是局限于特定环境介质，但大约半数的监测是综合监

测。环保监测人员在对企业进行监测时，一般在现场用移动监测设备取样，然后把样本带回监测

站进行分析。一般地方环保部门下属监测站每月对大型工业设施进行现场监测。 

虽然定期(突击)检查通常一年一次，但环保部根据污染源的环境影响、守法的记录，对重要

污染源每年会例行监测四次。环保部门通常都将重点放在大型污染源上；而对于大部分中小企

业、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中小企业，尽管它们的总污染排放量可能非常大，但是对它们的监测涵盖

不足、没完全到位。为了能够系统地涵盖所有主要污染源，许多当地环保部门基于公众对污染事

件的投诉实行目标锁定监测。 

许多环保部门都有“信访室”，便于公众反映问题。许多地方都有 24 小时的“12369”电话

热线，公众可以上报环境问题(省级环保部门和环保部有自己的投诉电话)。自 2002 年以来，中国

已有约 2000 个环境热线，覆盖全国 70%以上的县、市。 

因为通常公众普遍缺乏环境知识、无法评估污染的环境风险，因此，如果监管部门一味回应

公众投诉，依此分配宝贵的行政执法的资源，监测工作不免有失偏颇。环保部几乎每年都会与地

方环保部门合作开展全国范围的污染源检查和整治活动，跟进重大工业事故(如 2005 年 11 月的

松花江事故)或解决特殊环境问题，如关闭十五小、采矿企业、工业园区、城市污水处理厂等问题

(OECD，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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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我监测 

企业必须向环保部和地方环保部门申报污染物排放信息。通常是每年一上报，但对于重点污

染源，地方环保部门可以增加为每半年报一次或一年报四次。例如，江苏省大型企业陆续都安装

了自动监控设备。这些监测设备每年都会经过官方监测站的资格认证，确保其正常运行。 

大多数企业并没有自己的监测设备，而是承包给国有或私人监测服务供应商来进行测量，然

后上报数据给当地环保部门。官方监测站工作人员负责对私人监测服务供应商进行定期和突击检

查以保证质量。此外，环保执法人员进行污染排放现场监测，检查自我申报的污染排放数据的准

确性(经合组织，2009) (第 189 页)。 

 

环境信息公开 

图 1（见下）介绍了中国环境治理体系的利益相关者、其关注和利用环境信息的行动、及其

相互关系。环境质量信息的公开度逐年提高。2009 年，环境监测总站开始在互联网上直播水质监

测结果。此外，还在互联网上开始直播指定的 113 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主要空

气污染物、空气质量整体水平和污染水平。而且，已经有 180 个县级以上城市公布每日空气质量

指数，其中 90 个能够预测空气质量，并通过当地电视台、电台、报纸和互联网发布预测结果。 

 

图表 1. 中国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及其相互关系和对环境信息的运用 

 

来源：2012 年《行政与社会》正在审核的李万兴、马骏和徐锦涛论文《环境治理集权制度在中国是否可行》，图

一(李、马等人，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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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环境保护机构不大愿意发布污染源信息。尽管公共及环境事务研究所(IPE)和自然资源

保护委员会(NRDC)不仅关注环境监测数据，还在 2008 年开发了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

(PITI)。PITI 旨在评估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在指定的 113 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

实施情况。PITI 包含以下 8 大类： 

 

(1) 企业违规记录 (28 分) 

(2) 污染企业的整治结果(8 分) 

(3) 清洁生产审核信息 (8 分) 

(4)企业环境绩效评价 (8 分)  

(5)经核实的信访与投诉 (18 分) 

(6) 环评及项目验收结果(8 分) 

(7) 排污收费数据 (4 分) 

(8) 信息公开申请(18 分) 

 

每年都经过评估的 113 年城市在 2011 年的 PITI 平均得分已经达到了 40.14，比 2009 – 

2010 年高 4 分，比 2008 年高 9.08 分。整体走势是东部地区得分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得分

高于西部地区(公共及环境事务研究所(IPE)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 ，2012)。但总的来

说，如果一个地区有大量污染企业，而该地区又在地区税收和就业机会方面依赖于它们，当地环

保部门不愿意公布它们的超标违规记录等信息(李，2011 b)。 

 

3.1.3 优点 (即，目前效果很好的地区)  

 

环境法规及标准制定遵循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监管机构和工作人员与环境保护机构在制定

法律与环境标准时通常都考虑到了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从而，我们发现环境监测项目逐渐增

加，比如 PM 2.5，监测网覆盖范围也逐渐扩大。 

另外，政府和污染源共同负责环境监测。环境保护机构一直在进行企业环境监测与污染信息

申报能力建设。 

中国最终已将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化。自 2008 年以来，中国环境保护机构已经在主动公开环

境信息方面取得了进展。 

 

3.1.4 缺点 (即，目前效果欠佳的地区；劣势；不足) 

 

环境标准与人类暴露、健康风险、环境风险脱钩。此外，目前公开的环境质量信息难以为公

众所理解并运用这些信息指导日常的户外活动。 

环保部门为环境信息公开工作配备的资源不足，但其负责的工作范围却在日益扩大，资源不

足已经成为有效工作的很大阻碍。举例来讲，虽然人员和资源有限，环保执法负责包括行政许

可、行政处罚、排放登记、上下沟通、应急响应等工作。加上其他部门的工作，环保局有大量的

环保信息需要处理、对公众公开。机构内部职责、人员、资金以及设备分配会直接影响到信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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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作。此外，如果在没有进行自动、瞬时污染数据监测的情况下向公众公布污染数据，其准确

性和解释力会受到质疑(公共及环境事务研究所(IPE)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2012)(第

40-41 页)。 

环保部尚未做到积极主动通知相关企业国家在环保法规及环境标准的发展比和变化。它虽然

发布了一些产业部门的指导文件，但这些文件都太笼统，不适合技术非常多样化的中小企业。近

年来，环保部一直试图通过召开研讨会来促进企业环境管理。然而，这些会议精神只能下达到一

小部分已经致力于环境保护还想有更大发展的企业 (经合组织，2009)(第 185 页)。 

 

3.2 省市级  

 

3.2.1 法律、行政程序、其他途径 

 

在中国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主要由中央制定，地方政府主要负责执行国家环保法规与环境标

准。尽管环保法允许地方制定比国家环境法规或环境标准更加严格的地方政府法规与标准，但在

现实中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因为中国地域辽阔、地方环保局监测能力差异大，国家环保法规和环

境标准实际上往往会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最先实施，并逐步扩大到全国其他地区。例如，目前正在

诸如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进行 PM2.5 监测，预计到 2015 年将在全国所有地级市展开。 

 

3.2.2 优点 (即，目前效果很好的地区)  

 

诸如北京、上海和重庆等环境监测、执法能力强的地区已经成为国家在环境监测与报道方面

的先驱。这也促进了政府和公众的环境执法。 

 

3.2.3 缺点 (即，目前效果不佳的地区；劣势；不足) 

 

中国各地在经济增长水平、环境监测能力、公众的环境意识以及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存在很大

的地方差异，因此全国统一的环保法规和标准在各地的执行力度并不完全一致。 

 

3.3 国际惯例 

 

环境监测 

已建立了沙尘暴与酸雨区域监测网，其中有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参与。那些区域监测网的标

准设定和数据报告包括多边协商、技术援助以及能力建设。 

 

信息公开 

向公众公开环境信息并让其进一步参与环境决策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趋势。 

为应对重大环境事故，美国 1986 年通过了《应急计划与社区知情权法案》，紧接着在 1989

年实行了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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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境资讯自由的欧盟理事会第 90/313 / EEC 号指令最早正式要求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政

府赋予公众足够的环境资讯自由。 

1992 年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第十条原则规定公众有访问政府当局

环境信息的适当权限和参与环境决策的权利。 

奥胡斯公约(1998)进一步要求签署该公约的欧盟成员国公开环境信息，该规定具有法律约束

力，如果公众发现违规他们可以起诉当局政府。 

 

3.3.1 影响与效益 

 

Graham 在她 2002 年出版的《以披露实现民主》一书中简明扼要地概述了环境法规信息化的理论

和实证基础，以及为何能够发挥优于直接监管或经济激励机制的作用(Graham，2002)。 

 

“信息披露与传统的政府直接监管和经济激励机制有以下三点不同。首先，环境信息公开通过

公众给予污染者改进环境表现的压力和动力，并非双方磋商协议确定可接受的风险等级。而政府

直接监管通过立法等规定污染者的哪些行为可接受。经济激励确定了法定可接受的环境风险的数

量或者价格。然而，信息披露是将信息提供给环境利益相关者比如消费者、供应商、从业人员、

投资者、社区居民以及选民，帮助其作出决策或采取行动，从而影响个人和社会的环境风险。环

保法律法规只是规定信息披露的范围、信息质量控制的程序、发布虚假信息的惩罚措施等。环境

信息公开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兴起，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财务披露机制一样，反映了公众

对政治和市场的不信任，呼吁和欢迎通过信息公开赋权给公众。 

其次，信息披露以沟通和交流进行监管。政府直接监管依赖于法规条例和制裁处罚来鼓励组

织团体降低风险。税收、补贴和其他经济激励措施则是依赖于预期的经济损失或盈利。信息披露

策略则恰好相反，通过改变行为者的认识从而影响其采购、投资、就业或集体行为的方式。将新

数据放在公共领域本身就意在通过改变市场或政治运作，实现降低风险的目标。 

最后，这些信息披露的工作大多都能扩大政府的影响力。信息披露并不局限于政府直接监管

和经济激励手段锁定的目标，它不受州或国别界限的影响。任何一处的政府要求信息披露，这些

公开所得信息便可以从地球任何地方得到并加以运用，不受政治或地理疆域的阻隔。” 

 

中国政府跟随全球趋势，已经要求政府公开环境信息，给予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机会，取得

了很大的发展(国务院，2007；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7a)。当然，对于中国传统的国家保密文

化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空间不足，也有很多批评。例如，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EIA 法)明确要求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但最常用的两种方式——问卷调查和座谈会，大家

认为流于形式，公众参与并不足够(Ho 和 Edmonds， 2008;；吴，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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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例研究 

 

4.1 乌江流域缺乏环境监测及信息公开 

 

2012 年 1 月 12 日，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 节目——《焦点访谈》报道，贵州省乌江流域

的渔业受到了上游大型国有企业——贵州开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工厂所释放黄磷的严重污

染，这起引人注目的工业污染案件在事发一年半以后仍未解决。2010 年 5 月 13 日暴雨过后，鱼

类开始大规模死亡。息烽县许多养鱼户养的鱼几乎全部死亡，黄磷造成的水污染让他们彻底破

产，短期内没有恢复的希望。农业部长江中上游渔业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和贵州省环境保护局(EPB)

对这起事件展开了调查，得出结论：导致河流污染并造成损害的是开磷工厂。调查报告于 2010

年 6 月提交至息烽县相关政府机关。但息烽县农业局局长杨先生在 2012 年 1 月的 CCTV 采访中

说，他从未见过这份报告。并且，开磷工厂总经理邓先生坚持认为鱼群的损失是由于极端的天气

状况(暴雨前的干旱)和那些渔场高密度放养造成的。此外，河流中发现的黄磷与他们厂无关，因

为该厂是贵州省政府认可的环保模范企业，通过了循环经济认证，污染物历来达标排放并经过了

息烽县环保部门的认证。因此，该厂拒绝为养殖户的生计损失提供补偿 (中国中央电视台，

2012)。 

在中国，息烽县案例的情况并不少见。污染企业和有关部门有意识地向公众隐瞒污染信息，

避免对污染企业的形象和/或利益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如果污染企业在当地的谈判能力强，政府对

其网开一面不采取执法行动的情况也很多。有关中国环境治理的研究发现，环境信息不公开、环

境执法不到位的情况，更多地出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区，或者是当地政府税收依赖于那些污

染企业(经济，2004；公共与环境事务研究所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2009、2010、2011；李，

2011 b)。因此，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在通过颁布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地方环境绩效评估来努力推

动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做出真实可信的承诺。 

 

4.2 重庆加强环境监测与环境执法 

 

地方环保部门监测污染物排放并对现有污染源的违法行为实施处罚。现实中，因为许多监测

站的设施陈旧并且资金有限，会承担很多企业委托的监测工作。然而，由于拿到委托合同与维护

专业和公正之间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监测站出具的企业监测报告的准确性往往也受到质疑(李，

2006)。 

即使查出违法违例行为，处罚的程度太轻基本不足以起到威慑作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重

庆市人民代表大会于 2007 年修订了《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新增了第 111 条规定，即 

 

“…收到要求整改已查处的环境违法违例行为行政命令后，如污染企业于规定的最后期限还处于

违法违例状态，将从行政命令下达之日起对污染企业的违例行为按日记罚”(重庆人民代表大会，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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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违例行为一旦查处，无论污染企业违法违规持续时间长短，只要违法违规的性质不

变，都只算违例一次，根据法律规定，就算对污染企业处以最高罚款也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如

今，重庆市环保局“按日记罚”，以违规天数乘以单次罚款数额来计算罚款额度。重庆市环保局

环境监察中队反映，在 2007 年 9 月 1 日按日记罚生效当天，执法人员下达行政命令，要求违例

企业在 9 月 3 日以前进行整改。当执法人员在 9 月 3 日再次到厂里视察时，发现没有进行整改。

他们向厂长解释第 111 条的规定。了解到新的处罚条例之后，厂长立刻要求同事采取必要措施，

实现排放达标。因为利益巨大，污染企业也因此越来越关注企业自身的污染排放以及重庆环保局

的监测结果。这也促进重庆市环保局的污染监测水平、执行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能力大大提高

(冯，2007)。 

尽管“按日计罚”在重庆得到成功，在中国也只有其他两个城市——北京和深圳被采纳。许

多学者一直主张在修订《环境保护法》和《水污染防治法》时应该加入“按日记罚”这一条。可

惜的是，这个动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通过。企业也希望维持现状，不愿意承受利益损失(徐

和袁，2010)。 

 

4.3 江苏省镇江市使用环境监测数据控制工业污染 

 

在过去，中国政府官员都习惯于报喜不报忧，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公布坏消息自己的仕途会受

到负面影响。因此，公众对环境质量状况或环境保护上的不足都缺乏了解。 

江苏省镇江市是中国第一个利用环境监测数据对工业企业的环境绩效实行颜色评级并公开报

道颜色评价结果的城市。1999 年 8 月，镇江市环境保护局与南京大学共同拟定了关于利用 1998

年环境监测数据进行指标选取、评级方法的实施手册。镇江市市政府批准了于 2000 年 7 月 26 日

正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评级结果。镇江市市长做了开幕式致辞，镇江市环境保护局褚局长宣

布了评级结果。绿色环保企业的总经理受邀上台讲话，而被评为黑色企业的总经理则在会上公开

承诺今后如何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2000 年 9 月 19 日，江苏省环保厅发布了一项行政法规，要

求在江苏省所有地级城市实施环境绩效评级和信息公开。国家环保总局在 2000 年 8 月 7 日请全

国各省、市、自治区环保局局长在镇江峰会期间学习如何开展环境及校平机和信息公开，积极推

动此项工作。 

国家环保总局在借鉴镇江经验的基础上，于 2005 年 11 月发布了一份行政命令，正式推广环

境绩效颜色评级的技术准则。要求到 2010 年，全国所有城市都实施工业企业环境绩效颜色评

级，并公开评级结果(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5] 125 号，2005)。2005 年 12 月，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该《决定》第二十七条明确要求各省、市政府公

布环境质量和生态情况评价等信息，及时发布污染事故信息，为公众参与创造条件 (国务院，

2005)。2007 年 4 月 5 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令，推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国务院，2007)。一个星期以后，国家环保总局颁布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200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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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策制定建议 

 

5.1 弥补差距 

 

5.1.1 提高现有法律/政策的全面性 

 

现有的环保法规与环境标准主要基于对不同地理区域和环境媒介的功能性用途的考虑。然

而，依据环境和健康风险来建立环境标准至关重要。这需要开展大量科学研究，确定环境质量、

污染排放、健康影响的基准，并进行长期的跟踪。这些工作从长远来看才能见到成效。如果能够

把环境质量监测、环保法规及环境标准、其他部门或行业的法规政策更好地结合起来，环保法律

法规和政策会变得更加全面有效。 

 

5.1.2 制定“辅助补充”政策和法律文件 

 

重庆的经验明确表明，更加严格的环境执法大大促进了重庆环保局监测能力的提高，并推动

了污染企业更好地遵守环保法规，减少污染排放。如果能够针对企业融资生产的环节，将其他法

律文件与环境监测、工业环境绩效、经济处罚等联系起来，环保工作就能够由环保部门渗透到工

商业界，帮助实现公众对改善环境质量、建设美丽中国的期待。 

 

5.1.3 试点/示范活动 

 

镇江市的实例说明，小范围试点的成功可以有效地推动省乃至全国的环保工作。由于中国在

环境监测和信息公开上面临很大的挑战，因此在一些城市进行试点/示范项目来积累资料和经验就

尤为重要，特别是一项政策的实施涉及到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的投入以及科学上的不确定性

时更是如此。可测量、可报告、可验证(MRV) 不仅对于碳减排很重要，对于污染防治也同样如

此。因此，环保部以及环保组织一直要求开展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PRTR)的试点/示范工

作。 

 

5.1.4 运用欧盟的方式方法来满足中国的需要 

 

首先，欧盟在制定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时采用了全面而又科学的方法。制定环境

质量标准是基于人类在污染中的暴露程度以及污染对健康影响的程度。根据环境质量标准，政府

制定了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污染企业颁发排放许可证。 

其次，欧盟不仅报道环境质量信息，还在此基础上对公众的户外活动水平提出建议，使高度

技术性的环境信息和知识变得易于为公众所理解接受。因此，公众可以很方便地把环境保护、环

境信息和他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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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为确保污染源排放达标、遵守环保法律法规，英国等欧盟国家已经建立了自我监测、

报告以及验证的污染物排放及转移清单。政府则利用信息技术，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并生成网

络互动查询工具，便于公众监督污染源，并施加压力让其改善环境表现。 

 

 

6 实现绿色发展，落实环境监测、环境信息公开、社会学习 

 

环境信息公开为社会沟通准备条件，能够帮助大家在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上达成社会共

识，这些共识会形成环境标准、环保法律法规、商业行为准则，成为社会运行很重要的制度基

础。此外，利用这些环境信息，专业人士和环保组织可以提高公众环境意识，推动社会向更可持

续的未来发展。因此，环境信息透明创造了一个让人们互相了解、关注对方环境状况的机会，这

是当利益相关者立场不同时形成集体行动的关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和《奥胡斯公约》已经很正确地强调让公众了解环境信息、参与环境决策以及实现正义的重要性 

(联合国，1992；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1998)。 

近年来，持续了很长时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公众对商业机构、公共组织的不信任。此外，大

家也质疑基于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的发展模式，因为其过分强调有形资产在市场交易中的货币

价值而忽略了环境等非市场定价物品和服务的价值。联合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倡新的增长

模式或经济模式，以保护自然资源，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资源匮乏，提高人类福祉，促进社会公

平，超越经济学家提出的国家经济核算体系(经合组织，2011；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1)。因

此，支持绿色增长框架的环境信息与指标是将棕色经济发展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绿色经济

并以人类福祉为中心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们可能会改变环境标准和环保法规、生产商

与消费者的行为和习惯以及社会上不同政党机关之间的互动方式。 

 

6.1 保护个体免受环境损害 

 

描述和评价环境问题与污染通常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往往超出了公众监督与评估的能

力范围。工业污染是由于企业将盈利置于公众和社会的利益之上而造成的。因此，公众不得不遭

受污染损害(Lloyd Smith，2009)。一旦以法律形式确立公众对环境污染的知情权，并严格执行的

话，那些愿意参与环境治理的公众就有机会获得污染的实证，当他们希望就所关注的污染问题提

出自己的看法和论点、采取行动时，具备充分的依据(尊敬的法官 Gonthier 先生，2002)。因此，

他们可以与污染企业直接谈判获得赔偿，或者诉诸行政与司法程序来保护个体免受环境损害。 

 

6.2 加强环境联合执法 

 

除了预防环境损害与保证污染受损者获得合理赔偿之外，环境信息透明也可以促进环保人士

采取环境联合执法的社区行动 (Mitlin，2008；Satterthwaite，2011)。单靠政府无法切实落实环境

执法，尤其是在国家地域广阔、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均衡、缺乏法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环保组

织和环保人士必须利用公开可得的环境信息来与污染者斗争、保护环境。例如，印度一个由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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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组织——科学与环境中心(CSE) 在 1996 年发起的绿色评级项目(GRP)成功地把富人动员起来，

把污染企业告上法庭，通过环保法庭向污染企业施压(Gupta 和 Goldar，2005；Powers 等人，

2011)。在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中，比如美国、韩国以及日本，公开的污染物排放与转移清单已将

投资人、生产商、消费者、政府、环保组织以及公共大众有效地团结在一起，环境表现欠佳的企

业在资本市场、产品市场都会受到惩罚，从而环境绩效好的企业能够实现环保与经济效益双赢

(Dasgupta 等人，2004；Konar 和 Cohen，1997；Decker 等人，2005；Agarwal 等人，2010)。 

 

6.3 促进社会学习 

 

此外，污染并非不证自明的概念，对它的界定和理解具有社会性(Hawkins，1984)，并且会

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成因与后果加深理解而逐渐改变。类似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界定和理解

也具有社会性，其含义随着人们对理想生活与社会的认知而不断演变。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多

元化世界里，目前尚没有针对气候变化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城市化和发展中的其它问题比如节

能、土地利用规划等也都是尚未破解的难题。如果能够加强人们对环境信息的了解，具备不同教

育文化背景、处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可以有一个沟通的基础，共同研究，定义环境与社会问

题，为决策者拟定行动议程，并共同找出应对措施。因此，环境信息透明可以促进社会学习，提

高一个社会解决棘手问题的合作能力(Weber 和 Khademian，1997)。 

环境信息透明的社会功能与学习功能度与绿色增长尤为相关。目前对绿色经济发展模式还没

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其决定因素亦尚未知。然而，经合组织定义绿色增长的模式取决于 “通过：

(1)加强资源管理，提高生产力；(2)鼓励有利于社会长期利益的经济活动；(3)能够达成以上两个

目标的新方法” (经合组织，2011)(第 7 页)。以前的实证研究显示，一个企业好的环境绩效可以

显著提升投资者信心，因为好的环境绩效与市场回报率、运营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呈正相关

(Villiers 和 van Staden，2011；Patten，1998；Powers 等人，2011)。除了生产之外，绿色增长

还与众多消费者与家庭的行为习惯有关。公布生产与消费的环境影响信息有助于提高公众的环境

意识，养成环境友好的社会规范，形成个体对环境的责任感，提高个体协调取舍眼前利益和长期

利益的能力。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在个人对可持续发展的态度、社会规范、预期效果都为正的情

况下，个人有意愿并能够拿出实际行动，追求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Ajzen，1991)。因此，环

境信息透明为协调环境与经济利益、加强环境联合执法、促进环境绩效改善、推动社会学习、促

进绿色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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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5-2012 2012-2-29 2016-1-1 

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 GB/T 27630-2011 2011-10-27 2012-3-1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883-2002 2002-11-19 2003-3-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5-1996 1996-1-18 1996-10-1 

保护农作物的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 GB 9137-88 1998-4-30 1998-10-1 

 

附件 2 国家水环境质量标准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 2002-4-28 2002-6-1 

海水水质标准 GB 3097-1997  1997-12-3 1998-7-1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4848-93  1993-12-30 1994-10-1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5084-92  1992-1-4 1992-10-1 

渔业水质标准 GB 11607-89  1989-8-12 1990-3-1 

 

附件 3 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2008 2008-8-19 2008-10-1 

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 GB 9660-88 1988-8-11 1988-11-1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 GB 10070-88  1988-12-10 1989-7-1 

 

附件 4 国家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 HJ 350-2007 2007-6-15 2007-8-1 

食用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HJ 332-2006 2006-11-17 2007-2-1 

温室蔬菜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HJ 333-2006 2006-11-17 2007-2-1 

拟开放场址土壤中剩余放射性可接受水平

规定（暂行） 
HJ 53-2000 2000-5-22 2000-12-1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 15618-1995  1995-7-13 1996-3-1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dqhjbh/dqhjzlbz/201203/t20120302_2241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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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dqhjbh/dqhjzlbz/199612/t19961206_67502.htm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dqhjbh/dqhjzlbz/198810/t19881001_675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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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shjbh/shjzlbz/199410/t19941001_665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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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trhj/trhjzlbz/199603/t19960301_8202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