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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析我 国 土壤环境保栌法舰

与椋准体糸建设

◎ 周 友 亚 李 发 生 颜增 光

土 壤环境质量 关乎 生 态环境 和 人体健康 的 安全
，
在社会飞速发 展 的今天

，

土壤

污 染 问 题尤 其突 出
，
我 国 应借鉴 发达 国 家 的 先 进 经 验 ， 从 立 法 、 监管 、 标准建 设及 资

金保障等多 个管 理环 节加 强 土 壤污 染 治理 工 作 。

土壤是不 可再生资源
，
也是社会经济发展 的基础

， 郊地区
，
主要源 于企业搬迁

，

场地土壤和地下水都存在

土壤环境质量 的好坏直接关乎生态环境和人体 健康的 较高 污染 风险 。

安全 。 土壤污染 是一个世界性的环境问 题
，
中 国 也不例 年 月 日 《 全 国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 》

夕卜
，
面对这 些问 题

，
国 家在加强 土壤污染 监管的 同 时

，
公布 的数据表 明

，
在 万公里 调 查范 围 内

，
土壤污

也在积 极开展 相关法规和标准 的研究 和制定 工作。 相 染总 超标率为 其中 轻微污染所 占 比重 较高 ； 耕

关法规 及标准 的 出 台 对于规范我 国 污染场地的 环境管 地 、 林地和草地 土壤均有
一

定程度污染
；
重 点区域八大

理具有重要意义 。 类土 地类型 （ 重污染企业用地 、 工业废弃地 、 工业园 区 、

我国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巾 胃

干线 公路两侧 ） 也均有相当 程度的污染
，
其 中很大一部

我国 土壤污染的主要根源来 自 农业生产 活动和工 分为 典型工业污染场地
，

且其修复 费用及修复后的增

业生产活动 。 农业生产活动 主要涉 及农药 和化肥的施 值远高于其他 污染场地 。 污染类型 以 无机型为 主
，
有机

用 、 污水灌溉 、 污泥应用等 。 农业土壤污染方式有点 源 型次之
， 复合型污染 比 重较小 。

污染与面 源污染 ， 点源污染 指有固 定排放点 的 污染源
，

八
我 国 ： 环境保护法规与标准建设现状

面源污染 指分 散的小企业和居 民在 大面积范 围 内分散

排放的污染 。 目 前的污染状况是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 随着 国 家
“

退二进三
”

政策 的实施导致城市 出现大

存
，
生活污染和 业污染叠加

，
工业污染向农村转移 。 全 量遗 留 、 遗弃场地

，

亟 待开展风险评估 弓修复治理 。 以

国范围 内 耕地受到重金属
、

化肥 和有毒 有机物 污染的 北 京 为例
，
在近 年的时 间里 ， 城市 面积扩张 了 五六

状况呈 日 益严重 的趋势 ， 部分耕地 已 丧失 生产力 ，
对 倍 ，

原来位 于城市 内部的工业企业巳 基本搬迁完毕 ，
所

农产 品 质量 安全和保住 亿亩耕地 的
“

红 线
”

产生 了 遗 留 场地的调 查 、 评估和修复均需相关法律法规
、 技术

压 力 。 导则 和标准来指导并完成治理工作 。

工业生 产活动 造成的 污染 主要是工业 废物 的排放 我 国 土壤环境保护理念和策略 的变迁大致经历 了

和危险废物 的处理 、处 置不 当 ， 如垃圾填埋 、 废物倾倒 、 三个 阶段 。 从 到 年的第 一个阶段 ， 重点关注

危 险物质堆存与埋藏 、
工业废水围 坝和筑塘贮存 、厩粪 土壤肥力 问题

；
从 到 年的第二个 阶段

，
开始

大量堆腐 、 尾矿长期堆放 、 工业 原料与化工产 品贮藏和 关注土壤质量和 土壤污染问题
；

最近 多年里则重点

运输过程中 的意外溅漏
、
化石燃料大量燃烧

、 固体废物 关注 土壤污染防 治的 问题
，

尤其是关注风 险管理和风

集 中 焚烧等 。 目前污染 场地多数位于城市 中心 区 和城 险控制
，
注重社会经济与环 境发展 的综合收益 。

我 国 土壤污染 防治的立 法始于 年代 末
，

大体
周 友亚

，
李 发生 ，

颜 增光 ： 研 究 员 ，
中 国 环 境科 学 研究 院

， 北 京 力
。

、
一

，

：

第一

阶段是 年 。 该阶段的 土壤污 染防

治立法具体表现为
“

相关立法对土壤污染 防治只 作原

年 月 对 （ 卷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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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性 规 定
”

。 我 国 最 早涉及 保护 土 壤 的 法 律 文件 是 人民 共和 国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 年规划纲

年颁布 的 《 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 （ 试行 ） 》 ，
要 》要求

“

开 展全 国 土壤污 染 现状调 查
，
综合治 理土壤

此外 年颁布 的 《 中华人民 共和 国 宪法 》第 条原 污染
”

。 年我 国一系列 针对 土壤污染 防治 工作 的

则 性地提出
“
一

切 使用 土地 的组织和 个人 必须合理地 法律法规编制 工作已 进人尾 声
， 《 土壤污染防 治法 》草

利 用 土地
”

，
年 颁布 的

《 中华人民 共和 国土 地管 理 案 已 完成
， 《土 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也有望 出 台 。

法 》第二章第 九条 规定
“

使用 土 地的单 位和 个人 有保 纵观 多年的 土壤环境保护 和污染 防治立法历

护 、 管理和合理利用 土地 的义务
，

这 些法律 只 原则性 程
，
应该说在 当时 的历史背景下对防治土壤污染起到

地 规定 了
“

合理利 用土 地
”

的 问题
，
并无具体 的制 度 和 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但也存在
一

些不足 之处 。 如从立法

规定。 形式上来 说
，
这些规定过于分散 、 不成体系

，

没有一

以

第 二阶段是 】
— 年 。 该 阶段的 土 壤污染 贯之的原 则 、 目 标和措施

；

对土壤 污染 防治方面 的规定

防治 立法具体表现为
“

许多单行环境法律 、
法规 和行政 通常 只是 附带性 的

，

没有把土壤作为一个独 立的环境

规 章中 都出 现了 有 关土壤污 染防治 的零散规定
”

。 如 要素 加以 考虑和保护 。从立法 内 容上来讲 不 同 法规中

《中 华人民 共和 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 条规定
“

利用工 均存在重复规定现象 ，
且管理界 限不 清

，
各职能部门

业废水 和城镇污水进行灌溉
， 应当 防止污染 土壤 、 地 下 （ 如 国 土 、 建设 、 农业 、 环保等 部门 ） 根据 自 身部 门 的需

水 和农产品
”

、 《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 固 体废物污 染 环境 防 要对土壤防治做 出 规定
，
造成管理权限 冲突

，
在实际管

治法
》第 条规定

“

未采取相 应防范措施
，
造成危险废 理过程 中

，
于 己 有利 时争权

，
于己 不利 时推诿 ； 相 关规

物扬 散 、 流失 、 渗漏 或 者造 成其他环境 污染 的处 以 罚 定过于原则化 、 可操作性不强
， 具明 显 的滞后性 。 随着

款
”

等
，

这些法规凡涉及土壤污 染防治 问题
，
主要 强调 土壤污染问题的 日 益严峻 ， 这些不成系统的零星规定

污染源 的控制 ， 并无系统或专门 的规定 。 难以从根 本上保 障土壤污染 的 防治工作 。

第 三阶段是 年至今 。 该阶段的突 出 特点是
，

为保 障人体健康 和维护 场地正常 生产建设活动
，

国家 明 显开 始对土壤污染防治 立法给予极大关注 。 国 防止因场地性质变 化带来新的环境 问题
，

近 年来 国

务 院 年 月 颁布 的 《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 务 院 、 环保部陆续发布了
一

系 列 文件和 行政规定 ， 包

步 加强环境保护 的决定 》 中 明 确 提出 了 加强 土壤 污染 括 ： 《关于 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 中 环境污染 防治工作

防治的 问题
；

国 家环保局 年 月 发布 的 《

“

十
一

的通 知 》 《关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 》《 近期土壤环

五
”

全国 环境 保护法规建设规划 》 中 明确 指出要抓紧制 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 《 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推 进

定 《土壤污 染防治法》 年 月 日 通过 的 《 中 华 城区老工业 区搬迁改造的指导 意见 》《关于加强 工业企

业关停 、 搬迁及原址场地再开发利 用 过

拟开发利用 的 关停搬迁企业场地 未按

“

止进 行 土地流 转
；
污 染 场地 未经治 理修

针 对 染 场 地 的 题 ， 我 同 杯 保 部

修
热： 鶴 爾护 监 彳細耐卿細

‘

⑷ 从场關幻雜 汁 佔 細治腳

二
北京 年 来城市 区域扩张情况

（ 内 圈 为 年 的城 区 范 围 ，
外圈 为 地管理有章可循 。 尤其令 人欣慰 的是

，

年的 城区 范 围 ） 年 月 颁布 了 场地管理 的 系列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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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国政策 法规标准 建设方面的 些思考
术导则 》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 《污染场地风险评估

口 ” 巧

技术导则 》 《污染 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 ，
另外 《污 染 综上所述

，
可 以看 出 我 国在 土壤环境监管方面还

场地铅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和 《污染场地修复技术应用 存在着一些问题
：

如缺乏 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 制专

指南 》也已进入征求意见阶段 。 这些导则 、 规范 和指南 项法律 ；

土壤环境监管能力 偏弱
， 缺乏 有效监管体系

；

对于 规范 污 染场地 的 环境管 理起到 了举 足轻重 的 作 土壤环境标准体系不健全
；

污染 土壤修复技术支撑能

用 。但令人遗憾 的是
，
系列 标准导则 中暂时缺少 污染场 力不强

；
污染土壤修复治理资金缺 乏有效保障等 。 应借

地 的筛 选标准
，

而 这个标准是场地污染识别和关注 污 鉴发 达 国 家 的先进经验
，
从立法 、 监管 、 标准建设及资

染物初步筛 查的
一个非 常重要且实用 的工具 。 金保障等多个管 理环节对我 国 土壤 （ 场地 ） 法规及标准

、

献针对土壤職做与 污雑制专職律缺乏

我 国地 域辽 阔
，
土壤类型 多样

，
土壤性质高 度分异 的 问题

，

成立跨部 门工作组 ，
明确 相关部门 的 责任和义

如 所含元素 背景浓 度高 低不均
，
而所 务

，
明 晰土壤环境保护 和污染控制 的监督管理体系

，
兼

有这些 因 素都是影响土壤筛选或修复标准制定的 重要 顾土 壤污染 的预防和 治理
，

开展 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

因 素
，

因此想要制 订出
一

套全国 通用 的既能有效保护 控制 的立法研究
，
力争 《

土壤污染 防治 法》早 日 出 台 。

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
，

又不过 分影 响土地资源 开发利 在环境监管对象角度 方面 ， 建议在关 注农业生产

用 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

是 目 前我 国土壤环境管理面 活动 污染土壤的 同时
， 高度重视工业生产活动引 起的

临 的 巨大挑战 。从世界发达 国 家的情况来看
， 但凡国土 土地污染问题 。 加强对基本农 田

、 重要农产品 产地土 壤

面积 比 较大的 国 家
，

例 如美 国 、 加拿大
，

不仅在国 家层 环境质量 的监管
，

重 视高 风险工业污染土 壤的监管工

面建立土壤 污染筛选和清洁标准
，

而且在各地区层面 作
， 集 中力 量干预和 整治工业企业搬迁所导致 的遗留

、

也建立 了 相应的更 为具体的操作性更强的标 准 。 以美 遗弃污染场地 。

国 为 例
，
在 国 家层面 有 区域 筛选值 （ 在管理理念上

，
应借鉴和强化国 际上 较普遍采用

主要 用于指导超级基金场地的筛 查和管 的基于风险的 土壤环境管理模式
，

积极宣 传和贯彻绿

理
，

而且各州 根据 自 己 的 实际情况也都制定 了 各 自 的 色 、 可持续修复的管理理念
，
吸取发达国 家 在污染场地

筛选标准或清 洁标准 。 管理上的经验和教训
，

少走弯 路 。

曹 云者 等在 国 内 选取 了 种有 代 表性 的 质 地差 在环境监管手段和措施方面
，

应逐步推动土壤环

别较大 的土壤类型
，

采用 国 际通用 的基于 风险 的评估 境标准体系 建设
， 鼓励 以 省市为单位 ， 制定 区域性土壤

模型
， 计算 了 土壤有机质含量对萘土壤标准取值的影 环境质量标准和土壤修复标准 。 探索和建立适合 中 国

响
，
结果发现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 倍左右 ，

表明在我 国 情的土 壤环境管理制度 ； 建立 污染场地产权交易登

国制定一个统一的土壤筛选或修复 标准是一个很大 的 记制度
；
建立完善 土壤环境标准体系

；
制定 国家和地方

挑战 。
土壤环境质量指导标准 。

事实上
，

在地方层面上 制定 区域土壤筛选或修复 在土 壤污染 的控制和 治理方面
，

国家应通过 指导

标准相对来说更切实 可行
，

我 国也鼓励各地以 省市 为 工程示范 的 实施
，
开展污染 土壤修复治理

，
研究解 决资

单位 制定 区域性土 壤标准 。 目 前北京 、 上海 、 重庆 、 浙 金机制 。 土壤污染控制和 治理重点 地区包括重要农产

江
、
天津 、

湖南等省 市 已 经或正在制 订 区域性场 地 （ 土 品 产地和 高风险 的遗留 、 遗弃工业 场地
；
地方人民 政府

壤 ） 筛选值或 相关标准
， 但大多数 省市还未启 动相关工 是土壤污 染 防治 项 目实施 的责任 主体 ，

土壤污染 防治

作 。 以 北京市为例 ，
早在 年左右就已 启 动 系列 污 项 目投人应 以地 方为 主 ， 中 央财政资金重在引 导 ， 鼓励

染场地 导则 和标准的制定工作
，

从 年到 年 社会资本参与其中 。

间 巳正式颁布包括 《场地环境评价技术导 则 》 《场地土

壤环境 风险评价筛选值》 《重金属 污染土壤填埋场建设 环 保护部和 国土 资源部 全 国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公报

—

、

， 々二 仇 曹 者 ， 韩梅 ， 夏凤英 ， 等 采用健 康风险评价模型研兄场地土 壤有
与劍了技木规范 》仏染场地修复验收技木规范

》
在 内

机污染 物环境标准取值的 区 域差异及其影 响 因 素 农业 环境科 学学

的 种导 则
、
标准 和规范 ， 尤其

《
场地土壤环境风险 评 报

价筛选值 》是我 国第 一套场地土壤 筛选值 ， 该标准采用

国 际先进的基于风险 的技术方法制 订而成
，

对于推动 关键词
：
土壤 环境保护 污染 防治 法规 标准

和规范场地 环境评价及场地环境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

年 月 种 （ 卷 期
）



I S S N  0 3 6 8
-

6 3 9 6	
	

	
	

“

：

‘

羞 蠱

广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