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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防 止 环 评 机 构 和 环 境 监 测
机构弄虚作假，修订草案在第一百三
十 六 条 规 定 了“ 环 评 、监 测 相 关 机 构
的 责 任 ”。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机 构 、环 境
监 测 机 构 以 及 从 事 水 环 境 监 测 设 备
和 水 污 染 防 治 设 施 维 护 、运 营 的 机
构，在有关环境服务活动中弄虚作假
或者具有重大过失，造成水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的，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予以处罚外，还应当与造成水环
境 污 染 和 生 态 破 坏 的 其 他 责 任 者 承
担连带责任。

王灿发表示，这也是以前《水污染
防治法》中没有的。假如环境监测机构
在监测或者环评中弄虚作假的话，将会
与排污企业一起承担连带责任。这将
有助于防止第三方中介服务机构弄虚
作假。

修订草案有哪些亮点？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谈《水污染防治法》修订

◆本报记者赵娜

编者按
《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日前发布。这一修订草案跟

现行的《水污染防治法》有何区别？这次修订又有哪些亮点？记者采访了中
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王灿发。

亮点 总体框架有变化

修订草案以水环境质量改善为目
标，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做出相关规定，
总的框架就比原来有了很大的变化。
比如，增加了很多新内容的独立篇章。

2008 年的《水污染防治法》只有 8
章，现在的修订草案增加到了 9 章。
原法只有 92 条，修订草案增加到 143
条。除了“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属于

完全新增加的一章外，还对其他一些
章节的名称和内容也进行了调整。比
如，把原法第五章“饮用水水源和其他
特殊水体保护”改成了“重要功能水体
保护”，更加简洁，也更加适合水体保
护的需要；把原法“水污染事故处置”
改为“水环境风险监控预警与水污染
事故应急处置”，扩大了内容范围。

放低公益诉讼门槛

第七章“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篇
章里，特别强调第 110 条公益诉讼部
分与原来不一样。增加了人民检察院
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以前规定是辖区
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
织，连续从事环保公益 5 年才能提出
公益诉讼。修订草案规定，除了人民
检察院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外，依
法符合条件的环保社会组织都可以提

起公益诉讼。
王灿发表示：“这个改变的原因

是，从新《环境保护法》实行一年多来
的情况来看，提起公益诉讼的并不多，
公益诉讼也没有呈井喷式爆发，没有诉
权滥用的情况。为进一步发挥公益诉
讼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让更多环保
组织有资格提起公益诉讼，所以这次修
订放低了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门槛。”

明确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在第四条“政府责任”中，增加了
地方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对行政区域
内水污染防治工作负责。首次把规范
党政负责人的条款纳入环境法律修订
草案，强调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实际上我国很多法律仅仅对政
府追究责任，但是在一些地方，项目上
不上，要不要采取措施，投入多少资
金，这些往往由地方党委来决定，最后
却让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承担责任，
从而导致了有决策权的不负责的现

象。这次法律修订确定了地方各级党
政主要负责人对行政区 域 内 水 污 染
防 治 工 作 负 责 ，地 方 各 级 干 部 在 履
行 本 职 岗 位 职 责 的 同 时 ，还 要对分
管领域的水污染防治工作负责。”王灿
发说。

对于这一点，新《环境保护法》中
并没有规定把地方党委负责人纳入责
任范围。这一规定是这次修订草案比
较大的创新。王灿发表示，在过去法
律中也基本没有这样规定过。

在修订草案第四十七条中规定了
“建立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制度”，
也是这次修订草案中新增加的。草案
要求，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
水污染物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危
害和影响程度，公布有毒有害水污染
物名录，实行风险管理。

“因为现在有毒有害的污水或废

水是禁止排放的，或者采取一定治理
措施、达到 标 准 才 能 排 放 。 到 底 哪
些属于有毒有害的水污染物？往往
执 法 时 大 家 都 搞 不 清 楚 。 因 此 ，制
定 有 毒 有 害 水 污 染 物 名录后，就比
较容易执行。排污者、执法者都很清
楚，也有利于以后的守法和执法。”王
灿发说。

这次修订草案对跨界流域监管做
出专门规定。原法仅仅规定跨行政区
域的水污染纠纷，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
协商解决，或者由其共同的上级人民政
府协调解决。修订草案要求建立重点
流域、区域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
防治、风险预警防控协调机制，实行统
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执
法、统一的防治措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把上下游

地区水污染损害责任写进了修订草案
中第一百三十九条的“水污染损害民事
责任”中。

王灿发指出，原来的环境民事责任
没有解决上下游人民政府之间的责任
承担问题。这次新增的条款可以有效
解决上下游跨界纠纷。若上游没有达
到水环境质量目标，水流到下游，要给
下游赔偿或者补偿。这一条在新《环境
保护法》中并没有规定。

这次修订 草 案 规 定 了 比 较 重 的
处 罚 ，比 如 纳 入 按 日 计 罚 措 施 。 虽
然 按日计罚在新《环境保护法》里面已
有，但在以前的《水污染防治法》中是没
有的。

其次，对于超标排放者可以处以
1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王
灿发说：“以前超标排放污染物，是按排
污费两倍以上 5 倍以下进行罚款。但
是这样的处罚就很容易出现江苏省某
化 工 厂 超 标 排 污 仅 被 罚 几 百 元 的 情
况。而有时，对污水处理厂等排放量很
大的企业，发现一次排放超标，有可能
罚款额非常之大。这次修订就规定了
只要超标排放，就处罚大于 10 万元小
于 100 万元的罚款。若仍不改正的，则

会采取限制生产或停业关闭措施。这
样的规定改变了以前‘要不然罚得很
少，要不然罚得很多’的这一畸轻畸重
的情况。”

再次，对设置违法排污口的处罚也
比原来重了很多。违法设置排污口从
原来罚款 2 万元~10 万元，变成处罚 20
万元~100 万元；逾期不拆除排污口的，
原来处罚 10 万元~50 万元，修订草案提
高到罚款 50 万元~150 万元。强制拆除
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这比以原来罚
得重很多。

王灿发表示，以上这些都是加重处
罚力度的表现。现在很多条款都是可
以罚款 10 万元~100 万元，在很多方面
也规定了可以按日计罚。

排污许可证适用范围比之前也扩
大了很多。原法规定，直接或者间接向
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以及其
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方可排
放的废水、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取
得排污许可证；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的运营单位，也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

修订草案除了规定直接和间接向
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医疗污水以及城镇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需要取
得排污许可证外，还规定名录中所列有
毒有害水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
他生产经营者、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
区），也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

污水处理厂不但是水污染防治最重要
的治理工程，也是水环境管理的重要对象
和抓手。纵观过去 20多年针对污水处理
厂的水环境管理政策演变，走过的是一条
由出水不断提标，到出水污染物浓度达标
排放与区域污染总量控制相结合的道路。

进入“十三五”，我国水环境管理已
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从法律法规、体制
机制和组织保障推动污染物减排，逐步转
到以水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上来。

针对污水处理厂的环境管理政策也
顺应潮流，正处于积极探索实践中，形成
了以提高污水处理厂出水排放达标与区
域水环境质量达标相结合的考核体系。

以经济发达的太湖流域为例。污水
处理厂采用深度净化工艺实现出水超净
排放，重点是控制入湖河流排入湖泊的
污染物总量，进行源头削减。太湖入湖
河流高氮磷负荷是引发太湖富营养化和
蓝藻水华暴发的主要因素，以城镇污水处
理厂尾水为代表的低污染水氮磷等污染物
排进入湖河流，影响区域水环境质量。但
是，从工程措施角度，单纯在污水处理厂内
部进一步进行深度脱氮除磷，边际成本会
大大增加，具有巨大的不经济性。因此，只
有走因地制宜、尾水深度净化道路，才能实
现区域水环境质量不断提升。

污水处理厂尾水深度净化技术一般
包括物理法、化学法和生物法，也包括生
态方法，对尾水中氮磷、有机物和重金属

等污染物进行深度净化。
采用生态深度净化工艺，必须解决

三大问题：一是如何有效削减污水处理
厂尾水中总氮和低浓度磷；二是冬天低
温条件下人工湿地的稳定运行；三是水
生植物的资源化，防止二次污染，实现人
工湿地的长效运行。

为攻克上述难关，国家水污染控制
重大专项专门设立了《低污染水生态净
化技术集成研究与工程示范》课题。作为
一项前瞻性科技工程，经过多年深入研究
与探索，形成了以下一系列技术储备：

（一）光电人工湿地实现物化-生态
耦合脱氮除磷技术。形成光电人工湿地
强化净化低污染水的技术体系，着重解
决 冬 季 运 行 效 率 低 问 题 ，有 效 削 减
COD、氮磷污染负荷。

（二）添加反硝化菌剂的生物强化的
湿地处理技术。筛选低温反硝化细菌，
着重解决脱氮能力低问题。

（三）添加改性生物质炭的物化-生
态耦合除磷技术。形成低温高效脱氮和
物化-生态耦合除磷的低污染水生态净
化技术体系。重点解决污水处理厂尾水
溶解性磷水生植物吸收利用效率低问
题，尾水经生态净化后出水总氮和总磷
浓度分别小于 8 mg/L 和 0.3 mg/L。

（四）漂浮植物表面流-垂直潜流-
沉水植物表面流的功能湿地生态净化模
块化组装技术。包括反硝化功能湿地水
生植物组建技术、功能湿地种源库技术
和物化-生态耦合除磷的低污染水生态净

化技术。主要针对尾水中含有的悬浮
物，经处理，实现尾水氮磷梯度削减。

（五）水生态净化长效运行的管理
技术。包括水生植物生产生物质炭技
术和生产有机酸技术，水生植物回用
于人工湿地，保障人工湿地持续的脱
氮除磷能力，着重解决人工湿地水生
植物利用难、长期运行效率下降等问
题，同时实现人工湿地碳素的循环。
人工湿地中水生植物可以直接出售，
生产的生物质炭和有机酸也可以出
售，实现资源化。

从上述技术的应用实践看，已取
得良好的效果。

常州武进太湖湾污水处理厂、漕
桥污水处理厂和宜兴官林污水处理厂
尾水人工湿地生态净化工程，应用光
电人工湿地处理系统，有效去除尾水中
的氮磷、COD等污染物，出水氨氮和总
磷达到地面水环境质量的Ⅳ类标准。应
用低温高效脱氮和物化-生态耦合除磷
的低污染水生态净化技术，提高了冬季
人工湿地对低污染水脱氮的效率。

宜兴周铁污水处理厂尾水进行表
面流人工湿地处理，结合生态沟渠处
理技术，在殷村港南岸沿岸带实施人
工湿地处理和生态修复工程，进行人
工湿地和生态墙建设，提高了人工湿
地出水水质。

常州江边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
地生态净化工程，采用模块化技术分
析不同生态单元的净化能力和对水质

特征的响应，应用生态净化的模块化技
术和组合运行方法，满足了不同水质的
变化特征对净化的需求，有效削减低污
染物，形成低污染水深度生态处理技术
与设备的模块化技术体系，出水氨氮和
总磷达到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

综上，通过对污水处理厂尾水深度
生态净化技术开展融合创新研究，突破
了低污染水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氮
磷浓度差距难于削减的瓶颈，走出了一
条符合国情的技术路线，理论和实践已
证明能够支撑水环境质量管理的变革。

作者杨柳燕系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
授，陈亚林系清华大学清洁生产与生态
工业研究中心副总工

创新尾水净化技术 防止水体富营养化

◆杨柳燕 陈亚林

水世界水解码

本报讯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发改委了解到，新 疆 第 一 大 盐 水
湖——艾比湖日前获中央预算内投
资 1.2 亿元，用于艾比湖流域水环境
综合治理。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
于下达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2016 年
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下达
新疆 2016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本次计划安排艾比湖流域水环境综
合治理工程项目总投资 3.5 亿元，下
达中央预算内投资 1.2 亿元，用于支
持艾比湖流域新建 3 座污水处理厂

及配套附属设施、管网和河道水环境
治理工程等 7个项目建设。

艾比湖是北疆的重要生态屏障，
其生物多样性具有全球性意义。从
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因区域水资源
消耗过大等原因，艾比湖不断萎缩。

据了解，艾比湖流域水环境综合
治理工程建成后，将逐步削减化学需
氧量、氨氮等污染物排放量，改善艾
比湖一级支流博尔塔拉河和精河河
道水环境，提升艾比湖流域水环境综
合承载力。

梁海全 杨涛利

艾比湖治理获国家支持
提升流域水环境综合承载力

本报通讯员张铭贤 郑愈超承德
报道“十三五”期间，河北省承德市
将紧紧围绕京津冀北部水源涵养功
能区建设，采取强化工业节水、发展
农业节水、加强城镇节水等措施，全
面提高用水效率，力争到 2020 年全
市用水总量控制在 11.2 亿立方米以
内，向京津唐供水量每年保持在 25
亿立方米。

地处京津上风上水的河北承德
市，是京津地区的重要水源地，年平
均水资源总量为 37.6 亿立方米，每年
汇入潘家口水库 13.97 亿立方米，汇
入大黑汀水库 2.52 亿立方米，供给天
津和唐山；每年汇入密云水库 4.73 亿
立方米。

为了进一步增强向下游地区的
供水能力，承德市将实施系列节水
措施。

在强化工业节水方面，力争到
2020 年，电力、钢铁等高耗水行业用
水达到先进定额标准，全市工业用水
总量控制在 2.7 亿立方米；全市万元
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比 2013 年分别下降 35%、
30%以上。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控制在 12立方米以下。

此外，承德还发展农业节水，加
强城镇节水。还将再生水、雨水等非
常规水源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把节
水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地方政府
政绩考核。

承德严格用水总量控制
力争 2020 年控制在 11.2亿立方米

随着三峡工程腾库防洪退至 145 米汛限水位，位于库区腹地的重庆市云
阳县高阳镇大量滩涂显现，昔日的良田沃土露出水面，形成独特的“水元阳地
貌”。高阳镇地处三峡腹地长江著名支流澎溪河畔，是当年渝、鄂两地最大的
移民乡镇。 中新社供图

福建招募水环境监督志愿者
形成多主体参与的长效机制

本报讯 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会
发起水环境监督志愿者招募，发动民
间、社会力量参与水环境治理与监
督，进一步将黑臭水体的治理延伸到
基层。近日，由福建省环保志愿者协
会主办的水环境监督志愿者培训班
在福州召开。

会上，介 绍 了 百 姓 河 长 项 目 以
及水环境监督志愿者的工作守则，
还 给 到 场 的 监 督 志 愿 者 就 如 何 进
行 水 环 境 质 量 评 价 以 及 如 何 使 用
简 易 测 水 工 具 做 了 详 细 的 解 答 。
此 外 ，还 对 公 众 如 何 使 用“ 城 市 水

环境公众参与”平台进行了培训。
水环境监督志愿者在培训结束后，
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对百姓河长
项 目 和 考 核 细 则 提 出 了 自 己 的 观
点看法。

对于当前水环境问题，做好地方
水体监督是首要任务。为此，福建省
环保志愿者协会发起水环境监督志
愿者招募培训活动，引导公众参与水
环境监督，形成公众与政府、企业多
个主体共同参与治水、相互协调、相
互配合的长效机制。

李良 曾雪芹吴喜达

亮点

亮点

建立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亮点

亮点 加强跨界流域监管

亮点 加大处罚力度

亮点 排污许可证范围扩大

亮点 环评、检测机构与排污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