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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卫星

如今，在大气、水、土壤三领域中，
独缺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土壤污染防
治法》目前已形成草案征求意见稿，经环
资委 25次全体会议，现正式对外征求意
见。在近日举办的第五届中国环境修复
发展战略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与
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付莎就如何理解
立法相关内容做了介绍。

付莎表示，征求意见稿主要就土
壤污染防治基本制度、预防保护、管控和
修复、经济措施、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等
重要内容做出规定。其中，“在管控和修
复中分为两章，根据不同管理方式和特点，
分设为农用地和建设用地。而经济措施
这一章也是立法中比较有特色的章节。”

不重复规定，主要做补充规定

“几乎所有的物质都会通过某种
途径进入土壤，理论上说，土壤污染防
治应该是废水、废气、废物诸多污染源
控制，但是鉴于现行《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
防治法》中已有明确规定，因此征求意
见稿对这方面主要做补充性和衔接性
的协议。”付莎认为，《土壤污染防治
法》不应该做重复规定，但是对一些衔
接性的规定应该制定相关标准，比如
环评中加入土壤污染防治内容等。

“目前，土壤有害物质没有专门法
律对此进行规定。因此我们在《土壤
污染防治法》当中专门规定这么一个
制度，也作为立法中重要的内容，希望
从 源 头 上 管 控 有 毒 有 害 物 质 进 入 土
壤。”付莎介绍，作为补充性的规定，征
求意见稿中规定了土壤有害物质及优
先控制名录。在优先控制名录中，规
定重点监管行业和企业，制定如年度
汇报、定期监测等措施；另一方面，通
过控制农业投入品、包装物，开展农业
技术指导，鼓励土壤改良措施，预防农
业生产造成的土壤污染。

付莎表示，征求意见稿体现了预
防为主、保护优先的原则，规定未污染
土壤优先保护，优先保护林地、园地、

生态用地等。

划分农用地、建设用地

“对于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不同，征
求意见稿划分了两章内容。这也是我
们在征求意见过程当中吸收的结构性
主要意见。也是根据‘土十条’中农业
用地和建设用地不同管理制度的政策
要求。”付莎表示。

对于农用地，征求意见稿按照污
染程度和相关技术标准的规范，对优
先保护、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的地块
分别采取不同措施。对于建设用地，
设计了土壤风险管控和修复对照名录
制度。“在名录中，需要风险管控的地
块，规定了政府应当采取的措施。针
对需要修复的土地，意见稿中规定了
实施程序和污染防治要求。”她表示，
建设用地修复在目前实践中已比较成
熟，但仍希望通过立法能够有法可依，
对修复流程加以规范。

专设经济措施，建立基金制度

修复资金的来源问题一直是制约

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付莎表示，本
次征求意见稿的一大亮点是专门设置
了经济措施章节，也是回应了业界的
期待。

“我们立足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
式解决土壤污染资金筹集问题，首先
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加强财政投入。另
外，我们建立了土壤污染防治基金，规
定了基金来源与使用。”付莎强调，这
两个制度是相对的，因此针对比如政
府组织的调查，包括制订标准、科研等
常规性工作，希望能够通过财政资金
的渠道解决。对于历史遗留的问题，
没有办法找到污染责任人的土壤污染
场 地 和 地 块 ，可 以 通 过 基 金 的 方 式
解决。

“基金的资金有专门的管理流程，
除法案当中对主要使用范围有专门规
定外，还将授权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
管理制度。”

付莎透露，为了鼓励社会力量以
市场运作的方式参与土壤污染防治，
法案将在财政税收、价格、金融等措施
上给予支持，同时鼓励有关企业办理
环 境 污 染 责 任 保 险 ，但 没 有 做 硬 性
要求。

回应业界期待，《土壤污染防治法》征求意见稿呈现一大亮点

建立基金制度打破土壤修复瓶颈

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而言，借
鉴国外的经验必不可少。本报记者在
此梳理部分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经验，
其间不乏值得科学借鉴的立法初衷、治
理路径、修复原则等。

美国

危机事件后颁布超级基金法

早在 1980 年，美国就颁布了《综合
环境反应、赔偿与责任法》（又名《超级基
金法》）。该法是受到“拉夫运河填埋场污
染”事件的直接推动而出台的。该法实施
后，被列入《国家优先名录》中 67%的污染
地块得到了治理修复，130万英亩的土地
恢复了生产功能，多数污染地块在修复后
达到了商业交易的目的。

此后，美国国会为缓解该法严厉的
责任制度所带来的影响，通过以下法案进
行4次修订完善：1986年的《超级基金修正
及再授权法》，1996年的《财产保存、贷方

责任及抵押保险保护法》，2000 年的《超
级基金回收平衡法》和 2002 年的《小规
模企业责任减免和综合地块振兴法》。

值得说明的是，包括国际评价以及
美国自身对《超级基金法》的弊端都有
说辞，但不能否认，该法对于快速有效
地解决美国污染地块的治理与修复问
题，的确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

日本

农村城市差别化立法

二战后，日本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
也伴随着资源能源的高投入、高消耗和污
染物的高排放，以及以重工业为主的粗放
型增长模式，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
尤其是土壤重金属污染十分严重，也曾引
发水俣病等严重的公害事件。

日本政府于 1970 年颁布了针对农
用地保护的《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
随后经多次修订沿用至今。而随着日
本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六价铬等
重金属污染为特点的城市型土壤污染
日益显现。为进一步满足社会对城市
型土壤污染的防治要求，日本于 2002 年

颁布了《土壤污染对策法》，弥补了城市
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方面的空白，成
为日本土壤污染防治的主要法律依据。

德国

预防为主，注重土壤功能修复

在工业化过程中，德国留下了许多污染
场地。德国很重视土壤保护的法律框架建
设，联邦与各州政府都有关于土壤保护与污
染场地治理的专门法律和相关法律。为解决
土壤保护以及历史遗留的污染问题，自
1999年以来，德国制定了土壤保护法、土
壤保护和工业废地处理条例等法律。

这些法律对土地使用者预防风险
的措施及强制性义务、施加于土地上的
各种材料的性质及其风险的预防与控
制、土壤监测以及土壤保护的具体要
求、风险的评估等作了规定。各州政府
则依据联邦法律制定了自己的法律。

在土壤修复方面，德国的理念是保护
土壤的特殊功能，而不是土壤本身，对不同
功能的土地，区别对待。根据这一理念，德
国现有 30万块土地需要治理，但真正需
要采用技术改造的只占 10%左右。

丹麦

执行“谁污染、谁付费”原则

北欧国家丹麦是积极倡导绿色环
保的先锋，民众普遍环保意识强，土壤
保护也是丹麦环保部门的一项重要工
作。1971 年，丹麦政府设立世界上第一
个环境部，从那时起，丹麦一直积极开
展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现已建立了完善
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为土壤保驾护
航，并努力运用先进的科技，治理并修
复已经受到污染的土壤。

上世纪八十年代，丹麦开始陆续制
定相关污染控制和管理方面的法律。
2000 年，丹麦出台《土壤污染法》，并于
2007 年修订后继续实施至今。

在土壤修复的资金来源方面，丹麦
严格执行“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污
染者必须承担治理污染的全部费用。
这一方面能够为治理污染带来资金来
源，另一方面也能对污染者产生威慑作
用。而对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污染土
地，土地所有者可向政府申请补贴，政
府承担绝大部分的费用。

江西省永丰县罗铺垦殖场食用菌种植基地 ，菇 农 正 忙 着 采 摘 大 球 盖
菇。据了解，大球盖菇是一种适于粗放性栽培的菌种，稻草、杂草、秸秆等
农业废弃物均可制备菇基，多用冬闲田栽培，不影响水稻种植，同时菇糠
又是绝好的有机肥，是改良土壤的极好配方，亩产可达 3000 斤~5000 斤以
上，产值超万元。

人民图片网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李苑

南京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土壤小分
队”课题组近日将自己的暑期实践成果
进一步整理，撰写成《道路周边土壤中
重金属含量及分布》论文。

学生们的研究主要考察了砷（As）、
镉（Cd）、钴（Co）、铬（Cr）、铅（Pb）、锰

（Mn）、锌（Zn）6 种重金属元素，发现距
离道路越近，这些元素的浓度也相应增
大，这说明道路对周边土壤重金属污染
有一定影响。

今年 2 月，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学
生翟道京、李晨阳决定组队做一次有意
义、有效果的社会实践，并寻找志同道
合的同学组建了团队。5 月下旬，队员
们确定把土壤污染问题作为选题方向。

队员们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各尽
所长。数理方向的负责数学建模、数据
分析，生化方向的负责样品处理、实验
分析，社会学方向的负责设计分析调查
问卷，汉语言文学方向的负责创作宣传
材料、运营微信公众号。

7 月初，队员们参照 GB15618-1995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完成了现场的两次
取土工作，并在高年级学长指导下，自
己动手完成了称取、酸溶和定容等实际
操作。8 月中旬，样本送到实验室进行
了光谱分析。获得数据以后，队员们进
一步分析处理，并整理成报告。

队 长 李 晨 阳 向 记 者 介 绍 说 ，
GB15618-1995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对
金属污染物的标准分为Ⅰ类、Ⅱ类、Ⅲ
类，分别是维持自然背景的土壤环境质
量限制值、保障农业生产的土壤限制
值、保障农林业生产和植物生长的土壤
限制值，对应着一级标准、二级标准、三
级标准。考虑到高速公路周边的土地
可能被用作农田或者林地，队员们就主
要参考了二级标准和三级标准。

队员们采集了一条高速公路周边
两段路线的样本，每一段都分别采集
了道路南北两侧的土样，样本共分为
4 组 ，每 个 重 金 属 元 素 有 25 个 数 据 。
分 析 主 要 考 虑 各 重 金 属 元 素 的 浓 度
与道路距离的关联性，以及重金属元

素之间的相关性。
数据分析显示，砷（As）、镉（Cd）、钴

（Co）、铬（Cr）、铅（Pb）、锰（Mn）、锌
（Zn）6 种重金属元素中，镉（Cd）元素浓
度超过国家二级标准，说明取样土地如
用于农作物种植具有一定污染危害的
可能性。

横向对比显示，同种元素 4 个采样
地点浓度分布呈现出距离道路最近处
浓度最高，浓度随距离增加下降又升
高，达到一个次级峰值后，继续下降的
趋势。而且同种元素的次级峰值与道
路的垂直距离基本一致，不同种元素的
次 级 峰 值 距 离 道 路 的 垂 直 距 离 存 在
区别。

队员们由此推论，6 种重金属元素
浓 度 分 布 与 距 离 高 速 公 路 的 远 近 有
关。由于砷（As）、铬（Cr）、铅（Pb）和锌

（Zn）的数据表现出较强相关性，队员们
进一步推论其主要源于汽车尾气与刹
车制动装置磨损，但目前这一假说尚未
得到有力的数据验证。

为了解社会公众对土壤污染的认

知程度，小组成员还开展了线上和线下
调查问卷，共获得 550 份问卷反馈，包括
240 份纸质版和 310 份电子问卷。问卷
结果显示，公众认为土壤污染和大气污
染是对自己生活影响最大的，水污染紧
随其后，一致认为土壤污染防治有必
要性。

具体而言，公众对土壤污染防治的
知识比较一知半解。对土壤污染物的
认识，有 74%的公众认为农业有机物是
主要污染来源，有 80%的公众认为是重
金属。就道路和土壤污染的关系，60%
的公众认为有一定关系，但关系并不
大。此外，国家近期出台的关于土壤污
染防治的文件知晓者不足 24%，说明相
关的大政方针公众传播力度不够。

参与本次社会实践指导的环境保
护 部 南 京 环 境 科 学 研 究 所 土 壤 污 染
防治研究中心副主任龙涛认为，由交
通 污 染 源 造 成 的 道 路 两 侧 土 壤 重 金
属 污 染 问 题 长 期 以 来 一 直 受 到 科 研
工 作 者 的 关 注 ，尤 其 是 铅 、镉 、铬 、锌
等重金属的污染积累规律、空间分布
规 律 ，以 及 对 土 壤 环 境 、农 作 物 质 量
和 人 体 健 康 的 不 良 影 响 。 学 生 们 运
用的采样、分析方法基本合理，得出的
结论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虽然受到
客观条件限制，样品采集的数量和数据
分析的深度还有所欠缺，但实践活动本
身对团队成员和被访问人员都具有较
高的教育和科普意义。

本报综合报道 科技部联合国土
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农业部、中科院
日前制定了《落实土壤污染防治科技
支撑工作方案》（简称《工作方案》），
旨在落实此前国务院印发的《土壤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

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工作方案》实施思路
是：以创新、协调、绿 色 、开 放 、共 享
五大理念为指导，以形成区域土壤
污 染 防 治 技 术 方 案 和 土 壤 修 复 产
业化路径为目标，以国家土壤污染
防治先行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
区 、国 家 农 业 科 技 园 区 等 为 载 体 ，
强化土壤污染防治科研顶层设计，
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协同实施各
类土壤污染防治科研活动，提升科
技 创 新 在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行 动 计 划
实施中的支撑引领作用。

《工作方案》主要目标，一是厘清
重点区域土壤污染机理与风险水平，
重点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及西
南地区土壤污染源汇机制、驱动机

制、风险水平及精准治理“靶位”，为
污染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二是攻克
污染立体监测与治理关键技术，强化
天地一体化立体监测技术与土壤监
测网络构建技术研究 ，研 发 与 示 范
一 批 污 染 土 壤 治 理 关 键 技 术 与 装
备 。 三 是 形 成 可 复 制 可 推 广 的 典
型 污 染 区 治 理 技 术 方 案 ，以 农 用
地 、建 筑 场 地 、矿 山 土 壤 等 综 合 治
理 为 目 标 ，促 进 治 理 技 术 、政 策 、
管理等协同创新，形成具有区域特
征 的 系 统 性 技 术 解 决 方 案 与 技 术
示 范 区 。 四 是 加 快 土 壤 治 理 修 复
技 术 转 移 转 化，重点推进以环保为
主导产业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一批
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

《工作方案》明确 6 个任务，分别
为：土壤污染形成机制研究、土壤污
染监测与风险评估技术研究、土壤污
染治理修复技术研究、污染土壤治理
系统性技术方案与示范、土壤污染防
治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推动土壤污染
治理科技成果转化。

《落实土壤污染防治科技支撑工作方案》出台

提升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作用

本报见习记者王文硕 通讯员崔
国栋烟台报道 山东省第一届土壤污
染防控与修复技术研讨会日前在烟
台市召开。

在会议上，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专
家们分别论述了农田重金属污染、抗
生素污染、果园土壤酸化、有机氯农
药污染等问题的成因、防治对策以及
纳米黑炭、间接热脱附等修复技术。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骆永明研究员介绍说，“十三五”期
间，土壤修复技术研究与发展应以农
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科技
需求为主线，突出基础前沿、共性关
键技术到应用示范的全链条创新设
计，创建土壤污染防控与修复的新理
论、新方法、新模式和新标准，形成适
合国情的土壤污染防治标准和技术
体系，建立土壤污染防治科技创新与
成果转化平台，为保障中国土壤环境
安全、农产品安全和人居环境安全提
供科技支撑。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
究员陈梦舫从国际污染场地环境管
理框架体系及修复技术的演变，特别
是从基于风险的场地管理模式、风险
管控措施及绿色可持续修复的角度，
介绍了城市棕地再开发中应注重的
关键性技术问题。

杰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王
丕学阐述了杰瑞环保在城市污染土
壤治理，含油废弃物治理和油罐清洗
三大业务领域拥有丰富的作业服务
经验，可通过异位热脱附、原位热脱
附、氧化还原、生物修复等有机污染
土壤治理技术，以及固化稳定化，土
壤淋洗等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技术
对污染土壤进行修复和综合治理。

“这次研讨会为山东省土壤污染
防治提供了及时、有针对性的服务，
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效的智力支撑，
对土壤修复新兴产业发展有一定的
推进作用。”烟台市环境科学学会副
会长谢为民说。

集思广益探寻治土良方

山东召开土壤污染防控修复技术研讨会

本报见习记者张铭贤 通讯员冯
涛 蒿文祥邯郸报道 河北省魏县日
前启动对邯郸冀南化工有限公司废
弃化肥厂场地土壤修复项目。这是

“土十条”实施以来，魏县开展的首个
土壤修复项目。

邯郸冀南化工有限公司化肥厂
位于魏县县城东部，占地面积 200 多
亩，原来主要生产碳酸氢铵、尿素等，
2014 年因各种原因破产。为防止这
一废弃场地在再利用中产生二次污
染，魏县县委、县政府要求县环保部
门严格按照国家“土十条”要求，逐一
开展好各项工作。

魏县环保局副局长路耀斌介绍：
“按照国家要求，对该场地的土壤修
复需开展监测，根据监测结果编制调
查报告、详细报告、修复报告，依据修
复报告确定的修复面积、修复项目进
行土壤修复几个阶段。目前正在开
展监测，主要根据该化肥厂原生产环
节、原料、产品堆放场地等，开展土

壤、地下水等方面监测。借以调查土
壤、地下水中是否含有铜、汞、铁、锌
等因子及浓度大小。为今后工作开
展提供技术支撑。”

“土十条”实施后，魏县以县政府
名义印发了《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关停、
搬迁及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过
程中环境安全的意见》，明确要求：关
停并转、破产或搬迁工业企业原场地
采取出让方式重新供地的，应当在土
地出让前完成场地环境调查和风险
评估工作。并下发到县国土、发改、
规划等部门。邯郸冀南化工有限公
司废弃化肥厂场地项目提上再利用
议程后，魏县将土壤修复工作作为首
要任务，要求原企业迅速开展工作。
邯郸冀南化工有限公司废弃化肥厂
场址土壤修复 项 目 的 启 动 ，将 起 到
以点带面的联动作用，推动魏县更
多 工 业 企 业 废 弃 场 地进行环境风
险评估、修复，打造魏县土良水清的
良好环境。

魏县启动首个土壤修复项目
防止废弃场地再利用中产生二次污染

绿土地

五色土

南京大学土壤小分队暑期调研成果表明

路边重金属污染不容忽视

本周出台的《“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要将受污染
耕地安全利用率从2015年的70.6%提高到
90%左右，将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提高到90%
以上。这一目标艰巨而又令人期待，也要
求正在制订中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拿出更
科学的制度设计和更有力的奖罚措施。

《规划》中的土壤环境保护任务和措
施与《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的基本一
致，但亦有新增内容。如形成土壤污染源
头预防、末端治理和生态环境修复成套技
术，支持土壤监测预警网络系统及关键技
术装备研发，支持生态环境突发事故监测
预警及应急处置技术、遥感监测技术、数据
分析与服务产品、高端环境监测仪器研发
等，或将在《土壤污染防治法》中有所体现，
从法律层面更有直接有力地鼓励土壤污染
防治修复先进技术、产品的研发，提升土壤
修复产业的科技含量和支撑能力。

负责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全国
人大环资委按照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
要求，听取并吸收了土壤修复产业界、学
界、工业界、法律界、社会组织等许多科
学的、有前瞻性和国际视野的、切合我国
国情的意见和建议。法的科学性、体系
性和可操作性有了显著提升。比如规定
各利益相关方的责任和义务以确保各项
防治措施能真正落实，规定建立基金和
制定相关管理办法以确保土壤污染防治
资金的投入和效益，规定监督检查和法
律责任以增强对污染者的威慑作用等。

相信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探讨和完
善，《土壤污染防治法》一定能成为《规
划》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顺利实
施的可靠保障，成为守护土壤环境安全
的国之重器。

作者系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联盟秘书长

用法律为土壤安全
保驾护航

◆高胜达

老马识“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