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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阐明环境风险和环境风险管理的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 ,叙述了中国面临的主要环境风险 ,提出了中国环境风险管理

制度建设的建议。并着重指出 ,国家应当对重点风险源进行直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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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风险及其管理

1. 1 　环境风险的概念及内涵

　　环境风险是指在一定区域或环境单元内 ,由人

为活动或自然等原因引起的“意外”事故对人类、社

会与生态等造成的影响及损失等。它具有以下几点

内涵及特征[1 ] 。

　　(1) 风险源 ,即导致风险发生的客体以及相关

的因果条件。风险源既可以是人为的 ,也可以是自

然的 ;可以是物质的 ,也可以是能量的。它的产生是

随机的 ,具有相应概率 ,可以通过数学、物理、化学方

法来确定。

　　(2) 风险行为。风险源一旦发生 ,它所排放的

有毒有害物、释放的能量流将立即进入环境 ,并可能

由此导致一系列的人群中毒、火灾、爆炸等严重污染

环境与破坏生态的行为 ,即风险行为。

　　(3) 风险对象 ,即评价终点或受害对象 (受体) ,

风险对象可以是人类 ,也可以是实物的、生态的。对

单个受害体所产生的风险 ,可以称为个体风险 ,对一

组个体的风险可以称群体风险或总体风险。

　　(4) 风险场 ,即风险产生的区域及范围。它包

括风险源与风险对象 ,是风险源物质上和能量上运

动的场 ,具有相应的时空条件。

　　(5) 风险链。风险源一旦在风险场中发生 ,其

周围的风险对象都有可能因此而受到影响。随着时

间的推移 ,这种影响不仅局限于某一个风险对象 ,它

会逐渐扩展到与该风险对象相关联的其他对象 ,并

可能沿这些受影响的对象继续传递。有时 ,某风险

作用到某一对象上 ,该对象可能会由于物理、化学反

应而产生新的风险影响 ,或者随生产流程的进展而

进展 ,整个风险呈“链”式传递。

　　(6) 风险度 ,即风险源作用于风险对象物质上

或能量上的贡献大小 ,也可定义为损害程度或损害

量。风险度的大小取决于风险源的强度与风险场的

时空条件 ,它可以通过风险标准 (不同级别的接收水

平)来判断 ,对于不同的风险对象 ,其标准体系不同。

　　(7) 风险损失 ,即风险产生的经济损失 ,可以用

货币来度量。

1. 2 环境风险管理

　　按照有关风险管理的概念 ,把环境风险管理看

作是风险管理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应用。它既可以看

作是一种特殊的管理功能 ,也可以归为风险管理学

科的分支学科。具体来说 ,环境风险管理就是指由

环境管理机构、企事业单位和环境科研机构运用各

种先进的管理工具 ,通过对环境风险的分析、评估 ,

考虑到环境的种种不确定性 ,提出供决策的方案 ,力

求以较少的环境成本获得较多的安全保障。

2 中国面临的主要环境风险

2. 1 饮用水源地

　　由于江河湖泊水质恶化、供水不足、地下水污染

和超采严重等原因使得饮用水源安全的形势十分紧

迫。尤其是越来越多的调水工程 ,例如规模浩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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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工程 ,一旦水源地造成破坏 ,如果不做好

充分的风险管理 ,影响范围是巨大的。

　　针对饮用水源地风险管理 ,应当开展饮用水源

状况调查和评价、建立饮用水源地监测网络、制定预

警与应急规划、建立应急机制、并颁布配套的法律规

章和标准。

2. 2 大城市 (城市群)空气污染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加剧了城市大气污染的现象。

我国大部分城市的能源结构以燃煤为主 ,城市地区工

业密集、汽车数量剧增等原因造成城市地区污染严

重。尤其是以大城市为中心加上周边中小城市已形

成的“城市群”,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

区。这些地区已经不单是原先孤立的一个个城市 ,而

是形成了复杂的城市连绵带 ,它们有自身的污染物分

布、转化规律 ,而且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 ,不仅对大气

质量产生影响 ,而且不同程度地影响区域气候。

　　针对大城市 (城市群) 的空气污染问题 ,我国已

经开展了一些城市群大气环境的分析 ,目前珠三角

地区正在进行城市群灰霾的预警机制的研究。

2. 3 城市污水处理厂

　　随着全国范围内污水处理厂的建设数量和建设

规模的迅速发展 ,其背后也酝酿着风险隐患。一旦

污水处理厂出现事故或者故障 ,尤其是规模较大的

污水处理厂 ,后果非常严重。例如 ,剧毒工业污水排

入污水处理厂对污水处理厂的细菌造成破坏 ,在短

期内导致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的严重缩减 ,造成污

染的紧急状况。此外 ,目前污水处理厂运行产生的

污染物 (例如污泥)的处置也存在着污染隐患。

　　污水处理厂正在加快建设过程中 ,但是污水处理

厂的运营所存在的风险隐患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针对这些风险制定相关的政策 ,

并采取一定的预警应急措施 ,防范事故的发生。

2. 4 城市或区域大范围地下水超采

　　地下水超采的危害主要包括地面沉降、海水回灌

导致地下水质下降、影响区域供水安全等。据 2005

年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布的《中国地下水资源与环境

调查成果报告》,我国目前发现有地面沉降灾害的城

市已经超过 50 个 ,并形成了长江三角洲、华北平原和

汾渭盆地等三大严重地面沉降灾害地区 ,地面沉降面

积约 9. 4 万 km2 。海水倒灌现象在山东、河北、辽宁、

江苏、天津和上海等省市均有发生。

　　地下水超采带来的危害和潜在风险已经引起了

普遍的重视。2003 年 ,水利部颁布了《地下水超采

区评价导则》,指导地下水超采区的划定、分类与分

级 ,以及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调查与评价。

2. 5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s)是一组具有毒性、持久

性、易于在生物体内聚集和长距离迁移和沉积、对源头

附近或远处的环境和人体产生损害的有机化合物[2 ] 。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风险防范研究已经在国家

层次展开 ,在国家基础研究计划 (973) 中 ,部分项目

涉及到大气、土壤和食品中 POPs 的污染问题。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也将 POPs 的环境行为与生

态效应列为研究计划之一 ,并且近年来资助了一大

批与 PO Ps 环境行为、生态和健康影响 ,以及控制技

术原理有关的面上基金课题[3 ] 。

　　我国现有政策法规体系对 POPs 管理的内容整

体上还很不完善 ,缺乏针对性和对污染事故的责任

和处罚等明确措施 ;此外 PO Ps 的污染现状及产生

状况不清、数据严重缺乏。因此 ,应当开展系统的

PO Ps 环境污染现状、污染负荷及产生状况的监测调

查 ,尽快掌握 POPs 污染现状和排放源清单[4 ] 。

2. 6 土壤污染

　　据初步调查 ,因污水灌溉、农药和化肥不合理使

用 ,工业废渣和城市生活垃圾随意堆放等因素 ,中国

约有 1 000 万 hm2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5 ] 。

　　对于土壤污染的评价和修复问题 ,除了在技术

上进一步开发和推广外 ,更重要的是从体制上来保

证对受污染土壤的管理 ,将它纳入日常环境管理 ,包

括开展土壤污染调查和土壤污染监测、进行土壤污

染风险评估、制定土壤污染法律、法规等。

2. 7 气候变化

　　温室效应使全球气候朝着变暖的趋势前进 ,并

将导致一系列人类生存环境风险 ,包括海平面上升、

生态系统破坏、物种减少、气候异常、灾害频繁等 ,对

人类生存和生活带来了风险和隐患。

　　我国目前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气

候变化对海平面的影响、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

和气候变化对干旱化的影响等。尽管全世界在未来

气候变化情势上作了大量研究 ,但对未来气候变化

依然不能达到预报或预测的水平 ,只能用气候情景

或趋势来对未来气候的可能变化进行描述[ 6 ] 。鉴于

未来气候变化的不确定 ,评估某种气候情景的概率、

人类和自然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阈值、提高系统对气

候情景的适应能力变得至关重要。

2. 8 生态系统退化

　　生态系统退化不仅带来了本身的生态问题 ,还

诱发了其他严重的环境问题 ,如黄河断流、长江洪水

泛滥、荒漠化扩大、沙尘暴频次加大、水土流失、病虫

害暴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干旱化严重等[7 ] 。我国

生态系统退化的现实异常严峻 ,如果控制不住 ,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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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甚至国家安全。由生

态系统退化诱发的各种生态灾难 ,已使国家蒙受了

重大损失。在这样的现状下 ,开展生态系统风险评

价和管理已成为非常紧迫的问题。

　　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我国学者在介绍和引入

国外生态风险评价研究成果的同时 ,对水环境生态风

险评价和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等领域的基础理论和技

术方法进行了探讨 ,但总体来说 ,在基础理论研究和

实践应用方面都存在许多不足甚至空白[8 ] 。从管理

角度来说 ,我国现行环境管理体制中对污染物的生态

风险控制还缺少具体、可操作的规定。因此 ,无论从

研究还是从管理角度来说 ,都应当加快开展针对生态

系统退化所带来的风险 ,进行生态风险评价和管理。

3 我国环境风险管理制度建设的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 ,产业和产品的多样化

和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 ,生态环境的破坏 ,环境承载

能力的降低 ,污染防治设施存量的增加 ,中国的环境

风险迅速增加 ;另外 ,由于我国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

期和人口压力剧增的时期 ,对外界变化的承受力敏感

且较脆弱 ,容易受到风险事件的冲击。在这样的一个

大环境下 ,风险评估和管理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出来。

　　在我国 ,从政策和管理角度来说 ,风险管理是近

几年才开始的事情。目前 ,针对各种突发性公共事

件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包含国家总体应急预案、专

项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地方应急预案和企事业

应急预案五个层次的应急预案体系。

　　但是 ,仅有应急预案还不是完整的风险管理。一

个完整的风险管理体系应当包括三个基本环节 ,即风

险的预防、应急和处置。预防为主是风险管理的一个

重要原则 ,环境风险的事前防范要好于事后的警告和

补救 ;应急预案是为了在紧急状态发生时 ,能够有充

分准备的、井然有序地去应付危机 ,达到减少公众的

生命和财产损失的目的 ;紧急事件的事后处置 ,包括

对被污染的环境的整治和恢复、对受害群众的救助、

对责任承担人的处理以及对事故的教训总结等。

3. 1 分类管理

　　我国法规和文献中所称的环境污染事故实际上

包括了污染事故和污染事件。从造成的原因来看 ,

污染事故由于其不可预见和不可控性是环境风险管

理的对象 ,而环境污染事件则由于其可预见性和可

控性 ,不属于风险管理的对象 ,而应当属于环境日常

管理的对象 ,应当通过诸如加强对排污者的有效监

督和管理以及环境要素管理部门的对环境要素的有

效规划和管理等长期手段来杜绝发生。

　　首先应当从立法角度对环境污染事故和污染事

件做出明确的区分和定义 ,为污染事故和污染事件

的不同的预防和处理手段 ,以及不同的责任划分提

供法律基础。以水污染为例 ,目前统计的水污染紧

急状况中 ,多数情况是可避免污染事件所造成的可

预料后果 ,而并非不可预料和不可控的污染事故所

造成的。可避免的污染事件而没有避免 ,与意外污

染事故的责任划分与程度界定应当是不同的 ,因此

法律上对两者的界定和区分 ,为紧急污染状况的定

性和处理提供了法律基础。

　　对于污染事故的防范 ,它属于环境风险管理的

范畴。对于不同的环境风险 ,其特征不同 ,管理方式

也应当不同 ,因此需要有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来对环

境风险作出分类 ,为环境风险的分类管理提供法律

基础。此外 ,还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对环境风险进行

研究和评估 ,并对目前的环境风险管理提出建议。

　　污染事件的预防是目前我国环境管理的深化。

例如 ,对于周期性水量减少造成的突发性水质下降 ,

应当预先通过水资源调度等方式来避免紧急污染状

况的发生 ,这从目前来看并不属于我国环境部门管

理的范围 ,但是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一种方式 ,它实

质上可以归类于环境管理的范畴。对于污染事件的

预防 ,应当从国家和地方层次 (包括省、市、县和风险

源 (如企业等) )全面开展。

3. 2 研 究

　　我国的环境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研究起步较

晚 ,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以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引进

和介绍为主。因此 ,应当对环境风险、风险评估和管

理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主要包括环境风险识别和分

类 ,环境风险管理的理论和管理模式的研究。

　　首先 ,环境风险的识别和分类是环境风险评估

和风险管理中最基础性的一步 ;第二 ,研究环境风险

管理的理论 ,包括环境风险管理方法、管理标准和评

估技术 ;第三 ,应当对环境风险管理的模式进行进一

步研究。环境风险的地域性决定风险管理以属地管

理为主要管理模式。应该按照行政级别分为不同的

层次 :由国家制定国家环境风险管理计划 ,负责跨省

环境风险管理 ;省级地方政府制定地方环境风险管

理计划 ,管理跨市、县的环境风险 ;各部门应当根据

各自的管理职能对相关环境风险进行管理 ;从风险

源 (例如排污企业) 层次来看 ,它通常是污染事故的

直接责任方 ,在风险源层次上建立环境风险管理的

模式 ,将对环境风险管理起着关键的作用。

3. 3 立 法

　　环境风险管理是一个社会行为 ,全社会是风险

管理的承担者和受益者 ,任何局部或个体的管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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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都难以发挥正常的效益。因此 ,环境风险管理也

需要全社会的协调 ,需要尽快出台相应的法律对社

会行为进行规范。这些法律应当从环境风险管理的

体制、机制和资金投入等方面做出规定。

　　具体来说 ,首先要规定各级政府的责任以及风

险源的责任 ;其次要对环境风险的机制提供法律依

据 ,包括紧急污染状况的预警和污染事故的应急预

案 ;再次要规定资金的投入来源及其投资责任 ,包括

政府、风险源和市场等。

3. 4 　重点风险源的直接管理

　　中央应当直接管理全国性的重点风险源。第

一 ,在研究的基础上 ,建立全国性重点环境风险源的

清单 ,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源和水污染源 ;第二 ,对于

重点风险源 ,在国家和地方两个层次上建设预警系

统 ,制定应急预案 ;第三 ,中央对于重点风险源的直

接管理权应当纳入已有的法规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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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危险废物管理、处置现状和对策

胡敏杰1 ,2 吴忠标1 #

(1. 浙江大学环境工程系 ,浙江 杭州 310027 ;2. 宁波市北仑区环境保护局 ,浙江 宁波 315800)

　　摘要 对宁波市危险废物现状进行了调查 ,分析了危险废物的来源、产量、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宁波

市危险废物管理处置对策 ,具体包括 :加强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工作 ;健全宁波市危险废物管理法律体系和监督管理机构 ;建立合理的

危险废物收费制度 ;源头控制危险废物污染和建设危险废物集中处置场等。

　　关键词 危险废物 管理 处置 对策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strategies for the treatment of hazardous waste in Ningbo 　H u M inj ie1 ,2 , W u Zhongbiao1 . (1.

Department of Envi ronmental Engineering , Zhej iang Universit y , H angz hou Zhej iang 310027 ;2. B ei l un Envi ron2
mental Protection B ureau , N ingbo Zhej iang 315800)

Abstract :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hazardous wastes in Ningbo , a series of strategies for the

management and disposal of hazardous wastes were introduced. The strategies include enhancing of the declaration and licen2
sing ; controlling the formation of wastes from various sources ; developing the incineration facilities ; realizing safety and cen2
tering disposal ; and establishing of market - oriented operation mechanism for hazardous wastes.

Keywords :　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 Disposal St rategy

　　危险废物的特征决定了其具有各种毒性、腐蚀

性、化学反应性、传染性、爆炸性和易燃性等危险特

性 ,已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 ,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和控

制已成为环境管理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宁波作为我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和重要港口城

市 ,在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的过

程中 ,逐步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并且随着水环

境和空气环境质量有所改善的同时 ,危险废物问题

已成为公众关注的新热点。本文分析了宁波市危险

废物的发生、处置现状 ,探讨了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

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和处置对策。

1 　宁波市危险废物处置现状

1. 1 　来源及现状

　　2004 年 ,宁波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对宁波 2003

年的危险废物现状进行了调查 ,调查中共涉及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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