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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的危机与转机-(20》

内容概要

《2008中国环境中的危机与转机》由《自然之友》组织编写，汇集了学者、记者、环保人士等，多视
角观察年度环境发展态势，附加经典案例分析，提供翔实的环保资料索引，为中国走向可持续发展的
历史性转型留下真实写照和民间记录。以太湖蓝藻事件为典型，长江流域生态的恶化，显示江河湖泊
污染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颠覆了靠牺牲环境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而绿色GDP考核搁浅
、规划环评条例立法遇阻等事态，不仅显示了传统发展模式的强大惯性，也再次暴露出“特殊利益集
团”正在成为环保决策中的重要的隐性力量。与此同时，环境保护转机的曙光隐约可见。“节能减排
”初见成效，污染物排放首次下降；“绿色奥运”建设实现了既定的目标；公众参与得以持续推进。
厦门市民通过理性的民意表达迫使严重污染环境项目下马，显示了正在崛起的公众参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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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报告　　中国的绿色长征：在危机与转机中前行　　摘要：2007年，以太湖蓝藻事件、灾害性
天气为代表，中国的环境危机仍在不断暴发，显示环境污染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与此同时，
“节能减排”初见成效，污染物排放量首次下降，呈现出转机的曙光。厦门“PX项目”事件和北京“
六里屯事件”，以及中国公民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行动，显示公众参与向纵深发展。中国正在为
建设“生态文明”继续努力。　　关键词：环境污染　气候变化　节能减排公众参与　　2007年，中
国的环境依然危机重重，各种深层次的矛盾不断暴发，环境保护事业充满转型和博弈的张力。太湖蓝
藻事件，显示江河湖泊污染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颠覆了靠牺牲环境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
。长江流域生态的恶化，让人们对已经完工的三峡大坝和正在进行中的南水北调工程产生新的担忧和
质疑。而绿色GDP考核搁浅、规划环评条例立法遇阻等事态，不仅显示了传统发展模式的强大惯性，
也再次暴露出“特殊利益集团”正在成为环保决策中的重要的隐性力量。　　与此同时，中国的环境
保护也呈现出诸多令人兴奋的亮点，转机的曙光隐约可见。作为贯穿全年的重大主题，“节能减排”
初见成效，污染物排放量首次下降，是最令人欣慰的成绩。作为备战奥运的“决胜之年”，绿色奥运
建设实现了既定的目标。公众参与得以持续推进。厦门市民通过理性的民意表达迫使严重污染环境的
项目下马，显示了正在崛起的公众参与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的目标，深化和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强烈宣示了中国坚决摈弃破坏环境和浪费能源的传统发
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历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一　环境态势
喜忧交集　　（一）太湖蓝藻再次大暴发　　太湖蓝藻暴发，被戏称为2007年中国的头号灾难大片。
　　2007年5月29日，一场突如其来的饮用水危机降临到江苏省无锡市，大批城区居民家中的自来水水
质骤然恶化，气味难闻，无法正常饮用，其罪魁祸首就是太湖的蓝藻。　　人夏以来，太湖、滇池、
巢湖蓝藻接连暴发，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水污染密集暴发阶段，水污染逼近危险的
临界点。调查表明：2006年，太湖流域COD（化学需氧量）排放容量是37万吨，而实际排放量是51万
吨。目前，太湖富营养化已接近临界点，湖体水质出现了加速恶化的趋势。“十五”期间，虽然江苏
省投入80多亿元，在太湖流域建设了77座污水处理厂等176项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但未能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据环保部门2006年监测，太湖总磷处于四类标准，总氮劣于五类标准。太湖常年处于劣V类
水质。　　水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命脉，又是人民生存的命脉。“三湖”（太湖、巢湖、滇池）治
理是“九五”期间我国治理污染重点工程之一。早在1998年底，“三湖”流域就宣布基本实现工业污
染源达标排放。然而，十多年来国家斥巨资治理“三河三湖”流域水污染，但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破
坏速度，一些本已改善的流域又被重新污染。2006年，我国七大流域水系中，不能使用的V类和劣V类
水质占26％。国家重点监控的9大湖泊中有7个整体水质为V类和劣V类水质，即80％的湖泊坏死。　如
果不能有效地治理水污染，我们恐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之前，就将暴发严重的环境危机。　　太
湖蓝藻危机显示，太湖周边的环境容量和土地资源已经无法承载该地区如此密集的人口、产业和城市
的增长。时代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认为，蓝藻事件给江苏造成的损失前所未有，人们不仅对江苏发展
模式产生质疑，苏锡常全面小康的成果也被颠覆了，“苏锡常”没有一个城市算是全面小康的，现在
就要开始补课。　　（二）全球气候变化成为“新宠”　　全球变暖是个不断升温的热点话题。2007
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揭示地球变暖真相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以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
组（IPCC）。2007年IPCC三次发布评估报告，使气候变化议题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
视。　　中国是全球气候变暖特征最显著的国家之一。2006年底，科技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
等部门发布《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表明我国政府对这个全球性问题的警惕性提高。2007年6月4
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正式发布。这是我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
的政策性文件，也是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第一部国家方案。　　《方案》指出：近百年来，
中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摄氏度，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近50年来尤其明显。从1986
～2005年，中国连续出现了20个全国性暖冬。另外，1990年以来，多数年份全国年降水量高于常年并
出现南涝北旱的雨型，干旱和洪水灾害频繁发生。近5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度为2.5毫
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根据中国科学家预测，中国未来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与2000年相
比，2020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将升高1.3～2.1摄氏度，2050年将升高2.3～3.3摄氏度。未来10HD年中国境
内的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可能性增大，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荒漠化可能性加重；沿海海
平面仍将继续上升，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将加速退缩，一些小型冰川可能消失。　　冰川和冰原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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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地球变暖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之一。由中科院院士秦大河任组长的“中国冰川资源及其变化调查”
项目显示，中国82％冰川处于退缩状态。目前已经调查的近2万平方公里无表碛覆盖冰川总体处于面积
缩小状态，与上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第一次冰川普查相比，缩小比例为7.4％。我国冰川学研究的奠
基者、中科院院士施雅风说，“中国冰川80％以上位于青藏高原和它周围的高山，目前有大小冰
川46377条，总面积59425平方公里。由于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迅速增加，中国冰川以年均131平方公里
的速度在缩小，预期到2050年左右，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冰川会消失。”　　2007年出现的灾害性天气
和极端天气，加剧了人们对地球气候变化的忧虑。　　中国气象局评选的2007年国内十大天气气候事
件，包括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暴雨洪涝，罕见暴风雪袭击辽宁、山东，强对流天气频发使雷击伤亡严重
，江南华南严重干旱以及台风“圣帕”、“罗莎”等给南方造成严重损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2007年7月，重庆市一些地区降水量打破气象记录，出现115年来最大降水，沙坪坝达到266.6毫米；
济南市一场暴雨导致至少34人丧生，降水量达到151毫米／小时。2007年夏季，东北地区西部及内蒙古
东部等地出现了历史罕见的严重干旱。江南、华南出现了大范围高温干旱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旱
情。7月，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高于35qC的高温天气有15～21天，浙江省台州市7月份日最高气温高
于等于35℃的高温日数达到24天，为历史新高。福州连续高温日数达到32天，为1880年福州市有气象
记录以来持续最长的连续高温天数。此外，强雷暴、龙卷风、冰雹等其他强对流天气也频繁出现，造
成重大损失。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繁程度、强烈程度，使得2007年令人印象深刻。　　气象专
家认为，未来100年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发生频次很可能增多，干旱区面积可能扩大，青藏高原和天
山冰川将加速退缩，一些小冰川将消失，预计到2050年我国西北冰川面积可能再减少27％，未来4～6
年内，长江流域出现连续大旱的可能性较大，部分地区的干旱程度、持续时间还将进一步加剧。　
　10月，在中共“十七大”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中，提到“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
可持续发展能力”时，专门指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新贡献”。这显
示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中央政府高度关注的一个新领域。　　（三）长江生态令人关注　　中国第一大
河流长江的保护和发展不仅关系到流域18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4亿人口，还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
与发展。由于对长江的过度开发，长江的生态恶化引起社会的重视。2007年1月3日，长江湖北沙市段
水位是-0.77米，出现140年以来的最低水位。　　2007年6月，在第二届长江论坛上，长江水利委员会
发表长达272页的《长沮保护与发展报告2007》，从长江水污染、长江流域水土流失与长江泥沙、长江
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长江“黄金水道”开发利用、气候变化与长江洪水、长江上游水电开发、三峡
工程建成后的防洪形势变化与影响、三峡库区生态与环境问题、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水质保护、长江
中下游江湖阻隔等十大热点问题，探讨长江生态变化。报告称“长江保护与发展正处于变革的关键时
期”，报告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长江保护与发展正进入由开发优先向开发与保护并重转变的重大
变革时期”。　　1.过度开发的水电　　长江生态的恶化，除了自然条件的变化以外，主要是对长江
的过度开发。　　中国是世界上水能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水力资源开发利用程度
并不高。据了解，全国的水力资源，经济可开发的约4亿千瓦。实际开发1.1亿千瓦，远远低于发达国
家水电平均开发的水平。上世纪90年代，我国决定兴建三峡工程之时，全国水电总装机容量仅有4000
万～5000万千瓦。三峡工程设计总装机容量达2240万千瓦，其单机容量、总装机容量、年发电量均居
世界第一位，而论证、决策过程长达半个多世纪，建设周期也有17年。　　随着我国对长江流域水能
资源滚动式“梯级开发”战略的推进，继2004年我国水电装机容量突破1亿千瓦后，全国新增水电装机
容量突飞猛进，每年都有相当于半个三峡装机容量的水电站投产发电。2007年仅中国长江三峡开发总
公司对外招标的70万千瓦的巨型水电发电机就达32台，相当于又一个三峡电站将进入机组安装施工阶
段。未来10多年间，中国长江三峡开发总公司等单位在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流域开发的超过300万
千瓦的巨型水电站就有10多个，有的水电站甚至达1000万千瓦装机容量，总装机容量相当于5个三峡电
站。根据国家“十一五”计划和2015年远景规划，到2010年，全国水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25亿千瓦，占
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的28％，到2015年，全国水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5亿千瓦。　　《长江保护与发展
报告2007》中关于水电对长江的影响，有下面这段文字：“国际公认40％为水资源开发程度警戒线，
而金沙江流域规划的水库总库容达到径流量的83％。随着规划水电站的逐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水库
总库容将达到河川径流量的61％。”这显然超过了合理的限度，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原水利部
部长汪恕诚强调：“不能再100％开发长江了，要给生态留出余地。”他的观点是开发60％，留下40％
，以保留原来的生态状况和生物多样性，长江的健康标准应是可持续发展。　　2.生物多样性减少　
　随着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长江流域污水排放总量呈迅速上升趋势，全流域污水排放量每年约23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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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为全国污水排放总量的37％。长江水污染已成为渔业资源衰退、物种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对长
江的过度开发和严重污染，造成对长江生物多样性的破坏。2006年由中、美、日、英、德、瑞士6国家
科学家及观察员组成的长江淡水豚类考察组，经38天的考察后，在白暨豚的历史分布区长江中下游没
有发现一头白暨豚。　　梯级水库对生态最直接的影响是破坏了河流的连续性，对洄游鱼类造成严重
的损害。随着长江干流葛洲坝和三峡水电站及沿江堤闸工程的建设，生活在长江的河海问洄游鱼类如
鲟鱼、鲥鱼等珍稀鱼类已大为减少。长江的四大家鱼——草鱼、青鱼、鳙鱼、白鲢都具有半洄游性。
现在四大家鱼的产卵场大量被淹掉了。最近的数据显示：“四大家鱼的鱼苗资源下降了97％!长江中与
人类最亲密、也是数量最多的鱼类都遭此厄运，其他水生生物的生存状况可想而知。”洄游鱼类是水
生态系统中重要指标生物之一，它的消亡将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完整性。　　3.三峡工程对环
境的影响　　在三峡工程蓄水后，长江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使未来江湖关系更加复杂。　　《长
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7》显示，三峡蓄水后当地微震明显增加，共有各类崩塌、滑坡体4719处，其
中627处受水库蓄水影响，863处在移民迁建区。水库蓄水后，岸边松散堆积物塌岸和局部滑移也会危
及部分居民点的安全。三峡库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所导致的塌方、滑坡等现象，又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
三峡大坝的安全。　　待三峡工程完工后，为保证发电需要，三峡库区冬季正常蓄水位为175米，而夏
季为防洪，水位降到145米。这其问30米水位落差暴露出的土地为消落带，是江岸带中生态最为脆弱的
地带，长江消落带的问题不容忽视。时常发生的地质灾害严重威胁库区民众生命安全，滑坡入江后会
造成涌浪灾害，浪高最高可达数十米，波及数十公里范围。　　清水下泄对长江中下游最险的荆江河
段堤防的威胁也引起湖北省高度重视。副省长李春明说，近年来，荆江崩岸险情频次明显增多，崩岸
长度明显增加。因此，水利部门需要逐步调整江湖治理思路，建立人与湖泊协调共处的防洪减灾体系
。　　4.让江河休养生息　　在水环境治理上出现了“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的概念，这是一种以水
环境容量确定发展方式的思路。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说：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就是要实行最为
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以水环境容量确定发展方式和发展规模；尊重自然规律，充分发挥
水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综合运用工程、技术、生态的方法，加大治理力度，促进水生态系统尽快
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四）节能减排初见成效　　1.节能减排的转折之年　　中国决心在
从2006年开始的“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
物排放总量减少10％。然而，调查显示2006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2588.8万吨，比2005年增长1.5％；化
学需氧量排放量1428.2万吨，比2005年增长1％。另据统计，2006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仅下
降1.2％。这就意味着，2006年的节能减排目标全部落空。　　2007年是节能减排扭转被动局面的关键
之年。节能减排成为中国环保的重中之重。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采取加强环境执法和制度建设，实
行“区域限批”，遏止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过快增长。中央财政全年共安排235亿元用于支持节能减
排，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节能减排终于出现重要的“拐点”。　　2007年12月，国家发改委宣布，
前三季度我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了3％左右，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扭转了连续几年上升
的趋势，出现近年来的首次下降，降幅分别为1.8％和0.28％。国家环保总局周生贤局长表示，这意味
着中国环境保护由“被动应对”进入了“主动防治”的新阶段，显示我国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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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7年，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呈现危机与转机并存的格局，充满转型和博弈的张力。　　以太湖
蓝藻事件为典型，长江流域生态的恶化，显示江河湖泊污染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颠覆了靠牺
牲环境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而绿色GDP考核搁浅、规划环评条例立法遇阻等事态，不仅显示了
传统发展模式的强大惯性，也再次暴露出“特殊利益集团”正在成为环保决策中的重要的隐性力量。
与此同时，环境保护转机的曙光隐约可见。“节能减排”初见成效，污染物排放首次下降；“绿色奥
运”建设实现了既定的目标；公众参与得以持续推进。厦门市民通过理性的民意表达迫使严重污染环
境项目下马，显示了正在崛起的公众参与的力量。　　尤其重要的是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
文明”的目标，深化和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强烈宣示了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成为一
个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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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地球是每个人的，环境保护需要每个人的意识和行动。政府企业当然负有责任，然而不能把所有
的责任都推给他们。在批判政府，企业，媒体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过自己的行为？大多数人认为政府
在环境中承担者最主要的责任，而只有2.1%的人觉得自己的行为会对环境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
每个人停止指责他人，而多花些心思和时间自行采取一些小行动，至少会心安理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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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了这本书我才知道中国还有《中国环境绿皮书》《中国教育绿皮书》《西部蓝皮书》《中国社
会蓝皮书》《世界经济黄皮书》《国际形势黄皮书》《传媒蓝皮书》《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妇女发
展蓝皮书》⋯⋯每本都是一个系列，每年出版一册，2008年的《中国环境绿皮书》副标题是中国环境
的危机与转机，是自然之友编撰的，主编是自然之友的会长杨东平。由一个民间的组织来编写《中国
环境绿皮书》里面的数据和结论应该更让人信服。书是2008年出版的所以里面的内容都是2007年的，
其中2007年太湖无锡的蓝藻事件成为了影响中国环境问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书里看到了很多关于
环境问题的比较权威的信息，书是去年三月出版的，想买今年2009年的《中国环境绿皮书》可是却还
没查到，做环境教育应该多了解中国环境教育的重要信息和政策，这个绿皮书系列是个很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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