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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生张倩

一支水银体温计破损后，内含的约
1 克汞如果全部挥发，可使 30 多平方米
房间里的人很快中毒。另外，汞还是唯
一能以大气作长距离传输的重金属污
染物，可藏在雾霾中贻害无穷。

2016 年 4 月 28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
决定：批准 2013 年 10 月 10 日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在日本熊本签署的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以下简称《水俣
公约》）。这为中国的汞治理指明了方
向，也对中国国内汞的使用和排放做出
了明确限制，相关治理已箭在弦上。

中国限汞需直面挑战

尽管中国目前已将汞列为重点管
控的重金属之一，但我国汞污染防治的
政 策 规 定 与《水 俣 公 约》仍 有 较 大 差
距。计划到 2020 年，中国含汞废物得
到全面控制，资源利用、能源消耗和污
染排放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高级
律 师 大 卫·勒 奈 特（David Lennett）表
示，非常欣慰看到中国正式批准《水俣
公约》。他还表示，作为全球较大的汞
生产国、消费国以及排放国，中国在限
汞方面的积极行动将有助于维系公众
健康，并对在全球范围内控制汞污染起
到重要作用。

签署《水俣公约》后，中国在限汞上
面临很大压力，面临的挑战也不胜枚
举。目前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全球
仅有的两个仍在进行工业化汞矿开采
的国家。数据显示，中国目前通过原生
汞矿生产的汞超过 1300 吨/年。即便汞
排放得到有效控制，中国多余出来的汞
如何处置也将是问题。

勒奈特认为，当前亟待解决的是汞
生产的问题。中国最主要的用汞途径
是以汞作为触媒，以煤为原料，生产聚
氯乙烯（PVC）。而其他国家大都以石

油为原料生产 PVC，无需使用汞触媒。
因中国 PVC 行业的快速发展，聚氯乙
烯生产消耗的汞从 2004 年的 600 多吨
猛增到近几年的 1000 余吨。

计量仪器制造业每年平均消耗 290
多吨汞，是中国第二大用汞行业。主要
用于体温计和血压计用汞。生产体温
计的用汞量近年来以每年 8%~9%的速
度增加。电池生产是中国的第三大用
汞行业，每年的需求量大约是 150吨。

对于医疗器械而言，主要障碍在于
中国的医疗器械生产商不愿意投资新
型电子设备的生产及其技术研发。生
产行业需要长足的发展，才能给中国市
场供应符合质量要求且价格可以接受
的无汞医疗设备。目前的行业发展状
况，使得医疗机构使用的电子设备不是
价高（进口产品），就是质量差，由此也
招致医疗机构对使用无汞设备的反对。

但与此同时，中国也为签署水俣公
约做出实际行动。虽然近年来血压计
的生产数量在上升，但在控制下总用汞
量却在下降。中国将进一步大幅减少
体温计和血压计的用汞量，这些都取决
于物美价廉的无汞替代品的推广，从而
更高效清洁地满足国内和国际市场需
求。在 PVC 产品生产方面，无汞的催
化剂已在研发过程中。

此外，国内电池需求量巨大，但还
是与聚氯乙烯行业有所不同。电池生
产中的用汞量已经开始大幅降低。并
且，随着最近许多跨国公司都主动宣布
实现纽扣电池全面无汞化，这一下降趋
势还将继续，同时国内的无汞化进程也
会加速推进。目前，中国已经生产了数
百万无汞的碱性纽扣电池，约占目前总
产量的 10%，进步较为显著。

目前，国内的汞污染防治还处于摸
索阶段。首先，基础研究薄弱，难以为
汞的污染控制和减排提供有力的科学支
持；其次，汞监测与评价体系不够健全，对
汞的生产、使用、排放等还没有系统的、动
态的统计数据，难以对汞污染现状进行
全面的科学评估。

含汞产品面临淘汰

目前一些欧美国家对汞的排放控
制已经生效，因此在履约过程中必将特
别关注中国的减排情况。一方面，可能
会设置国际贸易壁垒，对我国含汞产品

（如荧光灯、含汞医疗器械等）的生产和
出口进行限制；另一方面也可能对我国
汞的生产和使用施加压力，对某些行业
的工艺和发展造成影响。

勒奈特表示，在正式批准《水俣公
约》之 后 ，中 国 的 当 务 之 急 是 落 实 限
汞 。 首 先 需 要 积 极 推 动 聚 氯 乙 烯

（PVC）材料的无汞生产；在 2020 年前
逐步淘汰汞在体温计和血压计等各类
器械生产中的使用和淘汰含汞纽扣电
池等。同时，中 国 应 通 过 设 定 适 应 需
求 减 少 的 过 渡 期 目 标 来 减 少 对 汞 矿
的开采冶炼；当中国不再有对汞产品
的国内需求时，则彻底停止对汞的开
采。政府还应颁布适当的汞出口禁令，
除了中国大陆，还应重点监控香港，以阻
止将汞出口给某些盛行开采小金矿的
非洲国家。

“ 当 然 无 汞 技 术 的 推 广 也 至 关 重
要，”大卫·勒奈特说：“只有中国通过
无汞方法来制造PVC，在汞开采方面才能
釜底抽薪，在源头上得以终止。目前无汞
技术已进入试验和评估阶段，如果攻坚克
难，中国在汞治理方面将会取得成效。”

中国汞污染防治体系涉及很多方
面的内容。因此，汞治理仍依赖于国内
的具体举措和落实。当前，首先应该有
明确可行的防治目标；其次要有具体科
学的技术支持和理论指导，建立用汞行
业的闭路循环，并力推无汞绿色技术的广
泛应用；此外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体系等保障措施及监督机制；最后要提高
公众、政府和从业人员的意识，提高行动
能力，全面减少汞的使用和排放。

近年来，国际社会为限制汞排放与使
用做出了积极努力。中国正式批准《水俣
公约》，将有助于翻开全球限汞的新篇章。

中国汞治理箭在弦上
需对产业、技术与管理通盘考量

图为汞制世界地图，意指汞治理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

□ 相关链接

域外视点
Oversea View

新加坡是驰名世界的花园国家，
那里的空气、水源和绿化都达到了世
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

同时，新加坡也是以管理严格而
闻名全球的国家。然而，严管只是一
种手段，教育才是治本良策。新加坡环
保正是以教育为先的方式，培养了国民
的环境意识。环境教育从学生时代就开
始了，分年级分阶段，民众环境教育与
学生环境教育同步进行。

环境教育吸引民众

新加坡环保部为了使国家环境教
育得以落实，与社会基层组织密切合
作，鼓励各社区参与各种环境教育活
动。新加坡凡是公益活动，如开展清
洁与绿化周时，都是环保部出面让社
会各阶层的团体、组织、工商机构、学
校、青年组织和社区基层组织参与和
献计献策，通过社会群体的力量，使活
动办得丰富多彩，深得人心，使市民从
中受到教育和启发。

在新加坡独立（1965 年 8 月 9 日独
立）之初，新加坡的环境状况也是不尽
人意的，当时环境和绿化都很差，经济
也不发达。

为此，新加坡高度重视环境教育，

将环境教育视为民众终生教育，注重
从娃娃抓起，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
自 1990 年以来，新加坡每年都开展“清
洁绿化周”活动，推动环保团体、学校与
公司参与环境保护。通过潜移默化的宣
传教育，使环境保护成为新加坡人的共
同理念。

设立环保培训中心是环境教育一
个实质性的举措，这所正规的环境教
育 机 构 曾 为 环 保 部 人 员 提 供 教 育 课
程，包括：环境学、工程、管理、公共卫
生和环保技术发展等。同时也为一般
的公众和环保人员提供培训。

环境管理法制化

新加坡的优美环境还得益于完备
的环境立法和严厉的环境执法。新加
坡法制之严厉举世闻名，其环境法制
也不例外。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
环境法制并不是西方发达国家法制的
简单移植，而是巧妙结合了传统儒家
文化与新加坡华人传统文化。

对于一些破坏公共环境者，其法
律让他们穿上书有“垃圾虫”字样的黄
色夹克衫，去东海岸清扫大马路，使受
罚者深受其辱，这还不算，最令劳改者
难堪和难忘的是拍照和登报。没人愿

意让熟人和家人在报上“垃圾虫”的姓
名和照片中看到自己。而这种处罚在
好面子的华人中造成的威慑力是其他处
罚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完全法制化的
环境管理，成为新加坡环境保护最重
要的经验。新加坡是教育为先，严惩
为辅，这是新加坡国家清洁的根本保证。

环保设施完善

为了新加坡的百年大计，国家在
民众看不到的，又是与民众切身利益
相关的环境基础建设和能源使用方面
投入大量资金。

新加坡虽小，土地面积仅 718 平方
公里，但污水收集管网总长达 3200 多
公里，全国建设了 100 多座污水泵站和
6 个大型污水处理厂，日处理生活、工
业污水 110 多万吨，城市生活污水、工
业污水都做到全部集中收集处理、达
标排放，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后成为可
饮用的新生水，工业污水处理达标后
排入距离新加坡 5 公里以外的外海，新
加坡实 行“ 全 民 水 源 ”政 策 ，并 出 台

“四大水喉”计划，即收集天然降水、从
马来西亚进口水、新生水和淡化海水，
保证了符合标准的高质量生活用水和工
业用水，“新生水”的开发和利用是新加坡

缓解水资源紧缺的主要措施。
全国共建 4 家垃圾焚烧厂，日焚烧

处理工业废弃物及生活垃圾 6877 吨，
并将焚烧厂生产的热量发电。另外，
还在外岛实马高岛上建了一个世界上
最大的废渣填埋场，主要填埋来自新
加坡本岛焚化厂的灰烬，总投资折合
约人民币 30 亿元，可供整个国家工业
废渣和焚烧厂废渣 50 年的填埋，无论
是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还是投入运营，
实马高垃圾处理场都十分重视自然环
境和生态物种的保护。

环 境 及 水 资 源 部 下 辖 环 境 局 要
求，当垃圾填到一定高度时，在上面铺
沙种草，栽种植物。岛上阳光充沛、周
围海水清澈，拥有大片绿林空地，吸引
着不少动物栖息和生长。政府在岛上
设立亭子、告示牌等，吸引和鼓励人们
到岛上进行休闲活动。新加坡工业和
民用燃料如今都用天然气和电，有效
控制和减少了大气污染。

通过多年来的环境教育，新加坡
政府和民众环境保护意识普遍提高，
有效控制和减少污染，青山、碧水、蓝
天、绿地，整个城市清洁干净。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得益于国家重
视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建设。

建成花园国家绝非朝夕之功
新加坡保护环境自有一套

◆刘少才

如果你看过美国电影《极品飞
车》，一定会对其中多次出现的葛兰
峡 谷 大 坝（Glen Canyon Dam）印 象
深刻。整个大坝呈扇状直插入两百
多米深的红色峡谷之中，牢牢地拦住
了奔流不息的科罗拉多河，在它的身
后造出了一个绵延几百里的蔚蓝色
大湖。这不能不说是人类雄心勃勃
的壮举。

而今，这样一座大坝，也即将走
向终点。今年 4 月，美国联邦政府、
俄勒冈州和加州与太平洋电力公司
签订了协议，开启了拆除克拉马斯河
上 4 座水电站坝的序幕，而全美第二
高坝葛兰峡谷大坝就在其列。

美国拥有一段反坝运动与建坝
工程共生的历史。美国在时弱时强
的反坝呼声中建设了几万座水坝，水
电开发率达到 70%，成为世界上拥有
主坝数量最多的国家；而拆坝运动作
为现实中的一种主张也由来已久。

美 国 最 早 的 一 次 拆 坝 发 生 在
1912 年 ，迄 今 已 拆 除 了 千 余 座 坝 。
在 2000 年以前，美国拆除的水坝大
多是位于小河支流上的小坝、老坝，
服役期在 70 年~100 年，坝高一般为
10 米以下，拆坝的原因或由于建坝
时间长，超过使用寿命，已丧失功能
废弃不用，或是病险库，不维修就无
法正常运行，而维修费用远高于拆坝
费用（一般为拆坝费的 3 倍~5 倍，甚
至高达 10 倍）；其余多为坝的作用不
大，拆除后可恢复河流的天然状况。

可见，过去美国拆坝通常主要考
虑经济因素，乃不得已而为之。而此
次决心拆除葛兰峡谷大坝则显然具
有不同的意义，因为在此之前，美国
人拆的水坝中，几乎无一例是坐落在
大江大河上的大型工程。

据了解，美国近几年已基本上不

再建设新的大坝，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是环评标准越来越高，越来越难
通过。按照美国的《清洁水法》和《环
境保护法》，有时开展一项水利工程
建设，环境评估的时间会和施工期一
样长，甚至更长，因为必须首先确定
环评条件都能够通过。而对于已建
的大坝，也必须接受定期的许可证考
核，要想继续运营必须符合当前的环
境标准。有时对大坝进行升级翻新、
建造鱼类迁徙通道耗费的资金要比
拆除费用更多。

随着上世纪中叶环保运动的兴
起，人们开始意识到水坝不仅危害了
鱼类，也积蓄污染。反坝行动由此愈
演愈烈。美国大量水坝是 100 多年
前为给磨坊和小工厂提供动力而兴
建的，还有一部分是提供灌溉的水
库。这部分水库的大规模拆除已成
大势所趋，至今方兴未艾。而另外一
些用于水力发电的大中型水坝，除了
提供能源之外，人们越来越重视其在
抵御气候变化方面的价值。

美国人为拆除水坝而努力争取
的过程反映出美国价值观的变化。
美国河流协会河流保护分会的副主
席 John Seebach 说，以前我们只关注
通过增加水量和电力供应来促进经
济发展，而如今，随着环境意识的增
强，我们先后通过了诸如濒危物种法
案等环境法案，为逐渐减少的鲑鱼和
其他物种免于灭绝提供了庇护。为
了河流的健康，为了鱼类的自由繁
衍，美国人还在不断拆除大坝，恢复
河流的自然奔流。他们认为，这是开
始承认曾经被丢弃的价值。

随着水坝本身的经济价值不断
下降，是拆还是建、到底要拆除多少
大坝，终究还是要取决于我们的社会
更重视什么。

拆坝只为还清环境账？
徐琦

4 月 30 日，肯尼亚政府在内罗毕国家公园焚毁了 105 吨象牙和 1.35 吨犀牛
角。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单次销毁象牙数量最多的一次。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供图

□ 新闻分析

国际资讯
Hot Information

本报记者赵娜综合报道 联合国环
境 规 划 署 日 前 发 布 了 2015 年 年 度 报
告。《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巴黎
气候变化协议》、《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
架》和《亚的斯亚贝巴发展筹资行动议
程》的通过，让国际社会为可持续发展
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共同勾勒了可持续性发展的未来
道路。同时，通过《巴黎 气 候 变 化 协
议》，各 国 承 认 气 候 变 化 对 全 世 界 的
安 全 和 繁 荣 构 成 了 威 胁 ，必 须 共 同
应对。

2015 年 ，多 边 主 义 获 得 了 胜 利 。
这也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致力于环境
保护 40 余年迎来的里程碑——《排放
差 距 报 告》和《全 球 环 境 展 望》等 评
估 报 告 呈 现 的 尖 端 科 学 ，将 协 助 各
国理解并制定政策和管理对策。

重要的是，可持续发展目标将环境
可持续性、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融为一
体。环境可持续性不是发展和人类幸
福的障碍，而是动力。这一观点正是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作的重点。正如年

度报告中看到的一样，诸如生态系统和
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研究计划、生态系统
服务项目等行动将持续表明，认识到生
态系统能够带来切实的经济利益，对于
创造包容性绿色经济和帮助数百万人
脱离贫困极为重要。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致力于包容性
绿色经济的解决方案，这样才能实现目
标：例如增加可再生能源和能源高效使
用措施、通过减少毁林及森林退化所造
成的碳排放等计划来保护和扩大森林
覆盖、化学品安全管理、在社会各层落
实可持续消费与生产、帮助国家适应气
候变化的影响等。在与许多伙伴的合
作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这些领域发
挥了领导作用。

在资金方面，国际社会承诺为非洲
可再生能源计划投入 100 亿美元。此
外，私营部门也投入了资金。减碳投资
联盟在 2015 年底已投资 6000 亿美元用
于减碳项目。

通过几十项全球倡议和多边协定、
上百个伙伴关系，通过直接支持政府和
社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在 2015 年
取得的胜利成果基础上继续努力。

联合国环境署发布年度报告
环境可持续性是人类发展动力之一

《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对汞的使
用和排放做出了明确限制，确立了
减排时间表。

此外，还要求包括含汞体温计、
血压计和荧光灯在内的多个含汞产
品在 2020 年前退出市场或达到规
定的含汞标准；要求限时淘汰添加
汞的生产工艺如含汞氯碱工艺，大
幅度减少含汞生产工艺中汞的使用
量，如含汞 PVC 制造工艺；要求限制
汞的大气排放，包括限制燃煤发电厂、
燃煤工业锅炉、有色金属冶炼、废物焚
烧以及水泥制造等行业中的汞排放。

欧盟

今年 2 月欧盟启动批准《水俣
公约》的流程，欧盟委员会指出，欧
盟批准《水俣公约》将有助于加快公
约生效的进程。

日本

去年 6 月，日本参院全体会议
通过《水银环境污染防止法》及修正
版《大气污染防止法》，分别规定在
原则上禁止生产使用一定量水银

（汞）的荧光灯、电池等产品，以及管
制向大气排放水银。据报道，这意味
着《水俣公约》的日本国内法律建设已
完成。

为批准条约新制定的日本《水银
环境污染防止法》规定了水银的恰当
保管规则，把企业向国家定期报告定
为一项义务。此外，这一法律还禁
止挖掘水银和使用水银采金，禁止
生产水银含量超过一定标准的产
品。禁止期限由政令确定。

韩国

对韩国来说，符合相关法律的
受管制产品大多达到公约标准，且
不受管制的产品逐渐减少，因此公
约的生效给韩国带来的影响将微乎
其微。韩国环境部预计，韩国汞排
放标准的管理程度几乎与欧盟相
近，达到公约标准不成问题。

国际社会积极

响应《水俣公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