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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环境保护税法、环境影响评价
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制修订，修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
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持续开展《环境保护法》实施
年活动。环境保护部对环境质量恶化趋
势明显的 8 个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公开
约谈。环境执法力度明显加大，各级环
境保护部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12.4 万余
份 ，罚 款 66.3 亿 元，比 2015 年分别增长
28%和 56%；全国实施按日连续处罚、查封
扣押、限产停产、移送行政拘留、移送涉嫌
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共 22730件，同比增长
93%。加快建立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统，
建成由352 个监控中心、10257 个国家重
点监控企业组成的污染源监控体系。修
订《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开展打击涉危
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环
境保护部直接调度处置突发环境事件 60
起，有力维护环境安全和群众合法权益。
严格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圆满完成第四、
五次朝核试验辐射环境应急任务。

2016 年，我国加大了生态保护
和农村环境治理力度。国务院批准
新建 18 个、调整 5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对 446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
类活动开展遥感监测，对 5 个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进行公开约谈。开展生
物多样性观测试点，建立以鸟类、两
栖动物、哺乳动物、蝴蝶为指示生物
类群的观测样区 400 余个。启动首
批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工程试点。
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资金
规模达 570 亿元，补助范围涉及 725
个重点生态县域和全部国家级禁止
开发区域。推动海洋生态修复，实施
18 个“蓝色海湾”项目和 10 处“生态
岛礁”工程。中央财政安排资金 60
亿元，推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全国现有森林面积 2.08亿公顷，

森林覆盖率21.63%；草原面积近4亿公
顷，约占国土面积的41.7%。截至2016
年底，全国共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
的自然保护区 2750个，保护区总面积
14733万公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46
个，面积约 9695 万公顷。

2015 年，2591 个县域中，生态环
境质量为“优”“良”“一般”“较差”和

“差”的县域分别有 548 个、1057 个、
702个、267个和17个。“优”和“良”的县
域占国土面积的44.9%，主要分布在秦
岭淮河以南、东北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
地区；“一般”的县域占22.2%，主要分布
在华北平原、东北平原中西部、内蒙
古中部、青藏高原中部和新疆北部等
地区；“较差”和“差”的县域占32.9%，
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西部、甘肃西北部、
青藏高原北部和新疆大部。

去年优良天有多少？
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78.8%

环境保护部发布《2016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1/4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标，2/3断面水质为Ⅰ、Ⅱ、Ⅲ类

2016 年，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
深 入 实 施《大 气 污 染 防 治 行 动 计
划》。发布实施《京津冀地区大气污
染防治强化措施（2016—2017 年）》。
推动能源结构优化调整，实施以电代
煤、以气代煤，加快淘汰每小时 10 蒸
吨及以下的燃煤锅炉。全国燃煤机
组累计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4.4 亿千
瓦，占煤电总装机容量的 47%。制定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削减行动计
划，围绕石油化工等 11 个重点行业
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进一步明
确水泥错峰生产措施。全国淘汰黄
标车和老旧车 404.58 万辆，超额完成
全年任务。发布轻型汽车第六阶段
排放标准、船舶发动机第一、二阶段
排放标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全
国全面供应国五标准清洁油品。推
进船舶排放控制区建设。加强重污
染天气监测预警评估体系建设，统一
京津冀区域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
准，及时组织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会
商，强化应急响应措施，加强督查督
导，实施重污染天气区域应急联动。

2016 年，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中，有 84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达标，占全部城市数的 24.9%；254 个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 75.1%。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
数比例为 78.8%，比 2015 年上升 2.1
个 百 分 点 ；平 均 超 标 天 数 比 例 为
21.2%。8 个城市的优良天数比例为
100%，169 个城市的优良天数比例在
80%～100%之间，137 个城市的优良
天数比例在 50%～80%之间，24 个城
市的城市优良天数比例低于 50%。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发生重度
污染 2464天次、严重污染 784天次，以
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占重度及以
上污染天数的80.3%，以PM10为首要污
染物的占20.4%。其中，有32个城市重
度及以上污染天数超过 30天，分布在
新疆（部分城市受沙尘影响）、河北、山
西、山东、河南、北京和陕西。

2016 年，74 个新标准第一阶段
监测实施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4.2%，比 2015 年上升 3.0 个百分点；
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 25.8%。26 个
城市的优良天数比例在 80%～100%
之间，42 个城市的优良天数比例在
50%～80%之间，6 个城市的优良天
数比例低于 50%。以 PM2.5 为首要污
染物的天数占污染总天数的 57.5%，
以 O3为首要污染物的占 30.8%。

治水呈现哪些成效？
Ⅰ类水质断面比例上升0.4个百分点，Ⅱ类上升4.1个百分点

2016 年，全面落实《水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与各省（区、市）政府签
订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建立相关
工作协作机制。落实长江经济带大
保护工作，出台《长江经济带沿江取
水口、排污口和应急水源布局规划》，
编 制《长 江 经 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
划》。开展沿江饮用水水源地环保执法
专项行动，完成11省（市）126个地级及
以上城市全部 319个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划定。考核重点流域水污染
防治“十二五”规划实施情况，规划考核
断面达标率为 75.4%。评估 3300多个
城镇集中式水源、抽样调查 3800多个
农村水源环境状况。实施农村饮水安
全巩固提升工程。城乡饮用水水质监
测基本覆盖全国所有地市县和 80%的
乡镇。制定加强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
方案，实施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推
进黑臭水体整治，全国地级及以上城
市开工 1285 个黑臭水体整治项目，
占黑臭水体总数的 62.4%。

2016 年，全国地表水 1940 个评
价、考核、排名断面（点位）中，Ⅰ类、Ⅱ
类、Ⅲ类、Ⅳ类、Ⅴ类和劣Ⅴ类分别占
2.4% 、37.5% 、27.9% 、16.8% 、6.9% 和

8.6%。与 2015年相比，Ⅰ类水质断面
比例上升0.4个百分点，Ⅱ类上升4.1个
百分点，Ⅲ类下降2.7个百分点，Ⅳ类下
降 1.7 个百分点，Ⅴ类上升 1.1 个百分
点，劣Ⅴ类下降 1.1个百分点。

2016 年，国土资源部门对全国
31 个省（区、市）225 个地市级行政区
的 6124 个监测点（其中国家级监测点
1000个）开展了地下水水质监测。评
价结果显示：水质为优良级、良好级、较
好级、较差级和极差级的监测点分别占
10.1%、25.4%、4.4%、45.4%和 14.7%。
主要超标指标为锰、铁、总硬度、溶解性
总固体、“三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
和氨氮）、硫酸盐、氟化物等，个别监测
点存在砷、铅、汞、六价铬、镉等重（类）
金属超标现象。

2016 年，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897 个在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
监测断面（点位）中，有 811个全年均
达标，占90.4%。其中地表水水源监测
断面（点位）563个，有 527个全年均达
标，占93.6%，主要超标指标为总磷、硫
酸盐和锰；地下水水源监测断面（点位）
334个，有284个全年均达标，占85.0%，
主要超标指标为锰、铁和氨氮。

生态保护取得怎样进展？
全国共建立自然保护区2750个，总面积14733万公顷

健全预防体系
2016 年，我国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积极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加快淘
汰 落 后 产 能 ，化 解 钢 铁 过 剩 产 能 超 过
6500 万吨、煤炭产能超过 2.9 亿吨。出
台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非化石能
源消费比重进一步上升，煤炭消费比重
继 续 下 降 。 新 增 部 分 地 方 纳 入 国 家
重 点 生 态 功 能 区 ，严 格 实 施 产 业 准 入
负 面 清 单 制 度 。 深 入 推 进 京 津 冀 、长
三 角 和 珠 三 角 地 区 战 略 环 评 。 环 境
保 护 部 对 84 个 重 大 项 目 环 评 文 件 进
行 批 复 ，涉 及 总 投 资 9108 亿 元 ，对 11
个 不 符 合 环 境 准 入 要 求 的 项 目 不 予
审 批 ，涉 及 总 投 资 970 亿 元 。 31 个 省

（区 、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和 420 个
地市级的环保部门与环境保护部实现环
评审批信息每周联网报送。全国环保系
统 358 家环评机构全部完成脱钩。发布
59 项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现行有效的环
境保护标准达 1732 项。

深化生态环保领域改革
2016 年，开展 16 个省（区）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工作，共受理群众举报 3.3 万
件，约谈 6307 人，问责 6454 人，有力落实
地方党委和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环境保护
责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
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
见》，河北、重庆率先实施垂直管理制度
改革试点。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审议通过《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
线的若干意见》，31 个省（区、市）均已启
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
案》，启动火电、造纸行业排污许可证申
请与核发。全面完成 1436 个国控环境
空气质量监测站事权上收任务，建成由
2767 个监测断面组成的国家地表水监
测网，初步建成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
印发《培育发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
污水垃圾处理市场主体方案》《“十三五”
环境影响评价改革实施方案》，出台《生
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导指南总
纲》等技术规范，在吉林等 7 省（市）开展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试点
工作实施方案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后由 7 省（市）印发实
施。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
导意见》。

强化执法监管

2016年338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级别比例

2016年338城市6项污染指标不同浓度区间城市比例

2016年74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级别比例

2016年全国地表水水质类别比例

本报记者雷英杰北京报
道 在 六 五 环 境 日 到 来 前
夕，中国环境报社在京发布
了今年环境日宣传海报，面
向社会公众开展环境宣传。

本次发布的宣传海报一
套共 27 张，紧紧围绕今年世
界环境日主题“人与自然，相
联相生”和我国环境日主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结 合 环 保 工 作 重 点 及 公 众
关 注 的 环 境 热 点 问 题 进
行 设 计 和 策 划 ，传 播 生 态
文 明 理 念 ，宣 传 环 保 政 策
举 措 ，提 升 公 众 环 境 意
识 。 六五环境日宣传海报
是 中 国 环 境 报 的 重 要宣传
品牌，也是向公众宣传环保
的重要载体，具有广泛的影
响力。

在宣传海报首发式上，
还 同 时 举 办 了 2017 中 国 绿
色发展论坛。环保 企 业 代
表 介 绍 了 VOCs、黑 臭 水 体
等 环 境 问 题 的 治 理 技 术 及
理 念 ，和 与 会 企 业 进 行 了
交 流 。 此 外 ，论 坛 为 科 迈
化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天 津
市 安 宝 利 亨 环 保 工 程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科 理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等 企 业 颁 发 了

“ 中 国 环 境 社 会 责 任 企 业 ”
“2017 年 度 绿 色 发 展 典 范
企 业 ”和“ 绿 色 发 展 联 盟 成
员单位”牌匾。

环境保护部有关司局领
导以及 80 家企业代表参加
了首发式和论坛。

传播生态文明理念

提升公众环境意识

六五环境日
宣传海报正式发布

创新引领绿色发展

清华苏州环境
创新研究院揭牌

本报记者童克难报道
清华苏州环境 创 新 研 究 院
揭 牌 仪 式 近 日 在 江 苏 省
苏 州 高 新 区举行。中国科
学 院 院 士 、清 华 大 学 校 长
邱 勇 ，江 苏 省 委 常 委 、苏 州
市 委 书 记 周 乃 翔 等 共 同 为
研究院揭牌。

据悉，清华苏州环境创
新研究院是注册 在 苏 州 高
新 区 、主 要 从 事 环 境 类 科
技 创 新 活 动 的 清 华 大 学 派
出 研 究 机 构 ，其 总 体 目 标
是 打 造 服 务 于 清 华 大 学

“ 建 设 国 际 一 流 环 境 学
科 ”、服 务 于 苏 州 市“ 创 新
驱 动 ”“ 生 态 改 善 ”发 展 战
略 ，以 机 制 体 制 创 新 为 驱
动 、以 重 大 科 技 研 发 为 基
础 、以 成 果 产 业 化 落 地 为
导 向 的 ，具 有 国 际 影 响 力
的 综 合 性 研 发 和 科 技 服 务
机构。此次环境创新院的设
立，是在清华大学建设国际
一流环境学科和苏州市推进
创新驱动、绿色转型的背景
下，双方全面落实战略合作、
共同构建协同发展载体的又
一重要内容。

揭 牌 仪 式 当 天 ，清 华
大 学 与 苏 州 市 就 深 化 校 地
合 作 、共 同 推 进 清 华 苏 州
环 境 创 新 研 究 院 建 设 进 行
了 交 流 。 双 方 表 示 ，将 继
续 支 持 环 境 创 新 院 的 规 划
建 设 ，在 立 足 苏 州 的 基 础
上 辐 射 长 三 角 乃 至 全 国 ，
在 更 高 层 次 上 参 与 国 际 竞
争 合 作 ，积 极 探 索 校 地 协
同 发 展 的 新 模 式 ，早 日 建
成 高 层 次 、综 合 性 、国 际 化
的 产 学 研 用 深 度 融 合 的
实体。

揭牌仪式后，清华苏州
环境创新研究院管理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召开，聘任了环
境创新院首席科学家和技术
委员会委员。

2016年74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相对较好的10个城市

海口、舟山

惠州、厦门

福州、深圳

丽水、珠海

昆明、台州

2016年74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相对较差的10个城市

衡水、石家庄

保定、邢台

邯郸、唐山

郑州、西安

济南、太原

本版图表除署名外均来自《2016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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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杜宣逸6月5日北京报道 环境保护部
今日发布了《2016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指出，
2016 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为
重点，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公报显示，2016 年，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中，有 84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全部城市数
的 24.9%；254 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 75.1%。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8.8%，
比 2015 年上升 2.1 个百分点；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
21.2%。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第一阶段实施监测的
74 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4.2%，比 2015 年上
升 3.0 个百分点；平均超标天数比例为 25.8%；细颗
粒物（PM2.5）平均浓度比 2015 年下降 9.1%。474 个城
市（区、县）开展了降水监测，降水 pH 年均值低于 5.6

的酸雨城市比例为 19.8%，酸雨频率平均为 12.7%，
酸雨类型总体仍为硫酸型，酸雨污染主要分布在长
江以南—云贵高原以东地区。

全国地表水 1940 个评价、考核、排名断面中，Ⅰ
类、Ⅱ类、Ⅲ类、Ⅳ类、Ⅴ类和劣Ⅴ类水质断面分别占
2.4%、37.5%、27.9%、16.8%、6.9%和 8.6%。以地下水
含水系统为单元，潜水为主的浅层地下水和承压水
为主的中深层地下水为对象的 6124 个地下水水质
监测点中，水质为优良级、良好级、较好级、较差级和
极差级的监测点分别占 10.1%、25.4%、4.4%、45.4%和
14.7%。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897 个在用集中式生
活饮用水水源监测断面（点位）中，有 811 个全年均
达标，占 90.4%。春季和夏季，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
标准的海域面积均占中国管辖海域面积的 95%。近
岸海域 417 个点位中，一类、二类、三类、四类和劣四
类分别占 32.4%、41.0%、10.3%、3.1%和 13.2%。

2591 个县域中，生态环境质量为“优”“良”“一

般”“较差”和“差”的县域分别有 548 个、1057 个、702
个、267 个和 17 个。“优”和“良”的县域占国土面积的
44.9%，主要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东北大小兴安岭
和长白山地区。

全 国 现 有 森 林 面 积 2.08 亿 公 顷 ，森 林 覆 盖 率
21.63% ；草 原 面 积 近 4 亿 公 顷 ，约 占 国 土 面 积 的
41.7%。全国共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
区 2750 个 ，其 中 陆 地 面 积 约 占 全 国 陆 地 面 积 的
14.88%；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446 个，约占全国陆地面
积的 9.97%。

322 个进行昼间区域声环境监测的地级及以上
城市，区域声环境等效声级平均值为 54.0 分贝；320
个进行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的地级及以上城
市，道路交通等效声级平均值为 66.8 分贝；309 个开
展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昼间监测
点 次 达 标 率 为 92.2% ，夜 间 监 测 点 次 达 标 率 为
74.0%。

全国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
环境电磁辐射水平低于国家规定的相应限值。

全年共出现 46 次区域性暴雨过程，为 1961 年以
来第四多，全国有四分之三的县市出现暴雨，暴雨日
数为 1961 年以来最多；强降水导致 26 个省（区、市）
近百城市发生内涝；与 2000 年以来均值相比，农作
物受灾面积、受灾人口、死亡人口、倒塌房屋分别少
14%、27%、49%、57%，直接经济损失偏多 150%。全
国没有出现大范围、持续时间长的严重干旱，旱情较
常年偏轻；与 2000 年以来均值相比，作物受旱面积、
受灾面积、人饮困难数量分别少 31%、51%和 80%。

《2016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由环境保护部会同
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
部、农业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统计
局、国家林业局、中国地震局、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
局和国家海洋局等主管部门共同编制完成，是反映
中国 2016 年环境状况的公开年度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