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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路线 完善流域水污染防治技术体系
“重点流域典型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技术评估和管理制度研究”课题成绩斐然

创新工业园区水环境系统管理机制，开展工业园区全过程水污染防
治管理体系应用示范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局 2018 年 1 月 30 日正

式印发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水环境管理指南（试

行）》。在此之前，《苏州工业园区水环境管理指南（试

行）》也在 1 月初面世。这两个《指南》都是依托国家水

污染治理重大专项研究成果组织制定的，也是“重点流

域典型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技术评估和管理制度研

究”课题实际成功应用的成果之一。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

整，新老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工业园区在强力助推区

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逐渐成为水污染防治的重点

和难点以及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点，急需开展针对高

效集约的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技术与管理体系建设。

针对这些问题，“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

项”（以下简称“水专项”）围绕“流域水污染防治监控预

警技术与综合示范”主题和“流域水污染防治技术评估

（ 验 证 ）

制 度 和 技 术 推

广 体 系 研 究 与 示范”项

目，设立了“重点流域典型工业

园区水污染防治技术评估和管理制度

研究”课题。

课题通过对海河、太湖流域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

现状调研，开展典型工业园区企业废水预处理、末端污

水处理、水循环利用等技术评估与现场实证，研究制定

工业园区企业废水预处理排放标准、工业园区事故调

节池建设工程技术规范、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技术路

线、生态和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水资源循环和生态化改

造技术指南等一系列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技术标准、

规范，并编制典型工业园区环境准入准则和环境管理

机制文件。

“十二五”水专项设立的“流域水污染防治技术评估
（验证）制度和技术推广体系研究与示范”项目是“十一五”
“水污染控制与治理技术评估体系研究”项目的延续。具
体来说，“十二五”水专项项目中的“铅、汞、砷、铬等重金属
典型行业污染综合防治技术评估研究与示范”“面源污染
防治技术评估研究与示范”“重点流域典型工业园区水污
染防治技术评估和管理制度研究”“辽河等流域水污染减
排技术验证评估（ETV）与应用示范”“水污染防治技术验
证评估体系与信息服务体系应用研究课题”等5个课题是
对水污染防治技术评估与验证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而“国
家和流域环境技术评估及推广体系研究与示范”“海河流
域重点行业水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推广研究与省级示
范”则主要针对水污染防治技术的示范推广。

课题组织了以“产-学-研-用”相结合和“中央-地
方”科技力量相结合为特点的研发团队，由中日友好环境
保护中心（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中心）作为课题牵头单位，
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天
津大学、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作为课
题参加单位。

“十二五”期间，课题基于国家级、省级综合型和重点
行业主导型园区的水污染防治需求，针对工业园区水污
染防治技术管理体系缺失的问题，通过对海河、太湖两大
重点流域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技术现状的调研，系统梳
理工业园区现有水环境管理政策，开展工业园区水污染
防治技术评估研究，研究工业园区特征污染物接管标准，
构建工业园区环境服务运营单位、园区内企业、管理部门
与环境监管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监督和促进的管理机制，
为重点流域典型工业园区水污染治理和水环境管理两大
技术体系建设以及流域水质改善提供支撑。

辛志伟表示，海河、太湖流域是我国的重点流域，其
国家级工业园区占全国主要流域总和的约 1/3。本课题
研究区域整体上涵盖海河、太湖两大流域。具体而言，调
研范围和技术评估范围将包括海河、太湖两大流域的所
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60%以上省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50%以上的县级以上化工行业主导型工业集中区，同
时还将在两大流域内选择典型工业园区进行现场实证。

2014年，课题组完成完成了水污染防治技术现状及
管理政策调研，系统梳理工业园区企业清洁生产、预处理、
非正常工况应急处理技术，园区废水收集、监控、转输、集
中处理稳定达标技术，园区废水循环利用技术，园区废水

梯级利用、再生回用与重要资源回收技术，以及园区现有
水环境管理政策，形成调研报告。

2015年，课题组建立工业园区企业清洁生产、预处
理、非正常工况应急处理技术评估方法，开展技术评估与
现场验证；建立园区废水收集、监控、转输、集中处理技术
评估方法，开展技术评估与现场验证；建立生态与循环经
济园区废水梯级利用、再生回用和重要资源回收技术评
估方法，开展技术评估与现场验证；研究工业园区企业水
环境准入准则、利益相关方协同机制、典型污染物减排
机制。

2016年，课题组基于园区废水收集、监控、转输、集中
处理稳定达标技术评估结果，优化并形成工业园区水污
染防治技术路线，完善形成工业园区企业废水预处理排
放标准、工业园区事故调节池建设工程技术规范；完善形
成工业园区水资源循环与生态化改造技术指南；构建工
业园区环境服务运营单位、园区内企业、管理部门与环境
监管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监督和促进的管理机制；并编制
典型工业园区环境准入准则和环境监管制度文件。

2017年，课题组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苏州工
业园区等重点流域示范工业园区开展建立“企业清洁生
产-企业废水预处理-收集监控转输-末端处理-水资源
高效循环利用”全过程控制的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技术
体系和环境行政管理体系研究，《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水
环境管理指南（试行）》和《苏州工业园区水环境管理指南

（试行）》正式印发。
课题在海河、太湖水污染问题最为突出的两大重点

流域开展，并在工业园区集中、类型多样、问题典型、代表
性强的天津市和江苏省选择典型工业园区开展技术评估
验证与示范应用，充分结合海河、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规
划及地方环保规划和重点任务，研发工业园区特征污染
物接管标准、园区水污染防治技术路线、入园企业水环境
准入准则、循环和生态型工业园区生态化改造技术指南、
工业园区多方协同管理机制、编制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
及环境监管文件等，形成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技术与管
理成套体系与综合解决方案，从企业入园筛选、企业清洁
生产、园区末端治理到园区水环境管理，为我国流域典型
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提供一系列全方位技术支撑，直接
服务于工业园区污水处理稳定达标和水资源高效利用，
为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进而对
于改善流域水环境质量起到重要作用。

四大子课题突破核心关
键技术，完善国家环境技术管理

体系中工业园区技术管理体系

辛志伟介绍说，由于工业园区废水行业性、结
构性特征明显，难降解有毒有害污染物含量高，水
质水量变化大，具有复合型、压缩性特征，同时还
涉及企业清洁生产-企业预处理-收集监控转输-
末端处理等多个环节，如何全过程控制难降解有毒
有害污染物以及避免企业冲击负荷，构建技术经济
可行、废水稳定达标的一套企业与企业协同、企业
与集中处理耦合的集约化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技
术路线也即园区级水污染防治技术优化组合，是一
个多约束、多因素、多目标的复杂系统如何实现最
优化的问题，这是课题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之一，
同时也是主要技术难点。

另一方面，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利益相关方包
括园区内企业、园区管理部门、环境运营商、当地
环境监管部门，与工业园区典型污染物减排机制和
监管制度建设相耦合。如何厘清责权关系，消除条
块分割，构建多方相互制约、监督和促进的管理机
制，支撑工业园区水环境管理体系创新，属于创新
社会管理科学范畴。“这也是本课题的技术难度之
一。”辛志伟表示。

根据不同任务对象，课题细化了 4 个子课题，
分别为典型工业园区企业废水预处理技术评估与
标准研究、典型工业园区末端污水处理技术评估研
究、生态和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水循环利用技术评估
研究、工业园区水环境管理政策和创新机制研究。

基于国家级、省级综合型和重点行业主导型园
区水污染防治需求，课题针对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
技术管理体系缺失的问题，以海河、太湖流域工业
园区为研究对象，系统调研工业园区企业废水产排
与预处理设施运行状况、园区废水收集与集中处
理、废水梯级利用与水资源循环利用技术与管理现
状。在调研的基础上，以工业园区污水处理稳定达
标与水资源循环利用提升为目标，以影响稳定达标
的难降解有毒有害污染物控制为重点，开展涵盖企
业废水预处理、收集转输监控、末端处理、水循环
利用等全方位的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技术评估，并
选择典型国家级综合型工业园区、行业主导型工业
园区（尤其是化工园区）以及生态和循环经济工业
园区进行现场实证，通过园区层面的环境技术优化
组合综合评价，构建形成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技术
路线与技术体系，并研究编制园区预处理排放标
准、园区水资源循环利用技术指南、入园企业水环
境准入标准等环境监管制度，创新工业园区水污染
监管机制与管理制度，从而形成工业园区水污染防
治与管理技术体系。

课题组攻克了工业园区层面水污染防治技术
路线系统评估技术、生态和循环经济园区水资源循
环和生态化改造系统评估技术、工业园区水环境创
新管理技术等，创新了建立工业园区综合水污染防
治技术路线选择和优化方法、工业园区多方协同创
新管理机制。

在对海河、太湖流域工业园区系统调研的基础
上，课题组对企业废水预处理、收集转输监控、末
端处理、资源化回收利用等进行技术评估和现场实
证，提出企业废水预处理接管标准、园区水污染防
治路线、园区生态化改造技术指南，结合工业园区
创新管理研究，系统集成工业园区水污染综合防治
技术与管理成套技术体系与方案，完善国家环境技
术管理体系中工业园区技术管理体系。

根据课题研究成果，天津市制定并发布了天
津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并于 2 月 1 日正式实施。
同时，由天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通过的《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也吸纳了课题
部分研究成果。

课题还实现了单个企业和行业层面（微观层
面）水污染防治技术评估体系的集成与创新，为流
域层面和全国范围（宏观层面）水污染防治工作奠
定基础，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

此外，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技术评估将会推动
工业园区环保装备产业的发展，提升化学需氧量、
氨氮等污染物及难降解、有毒有害污染物的处理技
术及装备水平。工业园区水环境管理政策和机制
研究成果将为健全和优化环保产业发展环境，完善
中介服务体系，推动环保装备建设与运营社会化、
市场化和专业化进程发挥积极作用。

文雯

▲ 课题组与天津市环保局座谈。

行业水污染防治技术管理体系向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技术管理体
系的探索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废水治理和城市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三河三湖”等十大重点流域区域的水污染治理力
度明显加强，水环境污染继续恶化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但由于流域水情复杂，水环境压力日渐增加，水环境污染
趋势未得到根本扭转。

此外，工业园区的水污染防治问题也逐年凸显出
来。根据《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年）》中
数据显示，2010年，重点流域COD排放量1380.2万吨；其
中，工业废水COD排放量为184.57万吨/年、氨氮排放量
为 13.98万吨/年；生活污水 COD 排放量为 477.21万吨/
年、氨氮排放量为75.51万吨/年。

课题负责人、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副主任辛志伟
指出，在十大流域中，太湖、海河流域的工业源排放COD、
氨氮在（工业与生活污水）排放总量中的比例位于前列。
如太湖流域工业排放COD已经达到本流域（工业与生活
污水）排放总量的 40%，位于第一；海河流域也超过 30%，
位于第三。

“工业废水排放具有不稳定性、复杂性、高危害性等
特点，且多数 COD成分难降解，对水环境危害程度远大
于生活与农业源排放污染物。”辛志伟表示，在当前水环境
污染加重的趋势得到初步遏止的情形下，更需要强化管
理与污染监管投入，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及危害。“由于目前
工业基本在园区集中，因此对工业园区的水污染控制就
成为工业污染防治的重点。”

辛志伟表示，“十一五”项目“水污染控制与治理技术
评估体系研究”各课题均按照任务合同书要求完成各项
任务规定，达到了项目“十一五”阶段目标，初步建立了水
环境技术管理体系框架，构建了水污染防治技术评估指
标体系和评估方法，评估和筛选出我国电子及半导体元
器件、油漆油墨等轻工行业水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建
立了15个不同子行业特征污染物评估指标筛选与评估方
法，编制了部分重点行业水污染物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
南建议稿；初步构建了验证评估制度体系框架。

“但在工业园区层面仍然存在着环境技术管理体系
缺失、环境行政管理体系不完善的问题。”辛志伟指出。

辛志伟强调，当前，服务型政府转型要求创新社会管
理，有效维护和强化工业园区水污染防治体系的运行和
管理，急需进行工业园区监管的机制与制度创新，探索环
境运营商、园区内各企业、园区管理部门与当地环境监管
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监督和促进的工业园区水环境管理
机制，以及工业园区环境准入准则等相关环境监管机制。

“十二五”期间，我国亟需建立工业园区企业层面清
洁生产、废水预处理及非正常工况应急处理等技术评估
方法，工业园区废水收集、监控、转输、集中处理技术评估
方法，循环和生态型园区的废水梯级利用、再生回用和重
要资源回收技术评估方法，工业园区企业准入准则、利益
相关方协同监管、典型污染物减排等环境管理机制与监
管制度等。

▲ 课题组到河北省石家庄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调研。

▲ 课题组与英国污水处理技术专家进行交流。

▲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项目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