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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5年6月 

  城市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的中心。2004年中国共有建制城市661个，城市

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6%，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1.7%。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进入快速

增长期，城市化率从1993年的28%提高到了2004年的41.7%，11年提高了13.7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国

内生产总值的65.5%、第二产业增加值的64%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86%都来自城市。中国城市化水平

的高速发展给城市环境带来了巨大的资源与环境压力，中国政府一贯将城市环境管理作为环境保护

工作的重点。 

  中国城市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状况 

  1、城市大气污染防治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政府通过改善能源结构，提高清洁能源使用率，推广集中供热，强化

工业结构调整、污染企业搬迁和污染治理工作，加强机动车尾气控制和扬尘污染控制等大气污染防

治措施，在城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城市空气环境质量没有出现严

重恶化，主要城市空气质量基本保持稳定，部分城市空气质量有所改善。1999年至2004年5年间，

全国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城市比例从33.1%提高到38.6%，空气质量劣于三级的城市比例从

40.5%下降到20.3%。 

  2、城市水污染防治状况 

  中国城市政府深入开展重点流域、水域和饮用水源污染防治和保护工作，加强城市工业结构调

整、污染企业搬迁和企业污水排放治理，加强市区河道环境综合整治，进一步改善水源保护区水质

状况，确保饮用水源的环境质量和安全。47个环保重点城市的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总体良好，饮

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基本稳定，53%的城市全年水质100%达标，70.2%的城市全年水质达标率大于

80%（水质优良），1999年至2004年5年间，47个环保重点城市的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从83.6%提高

到91.53%；水域功能区达标率从89.49%提高到93.95%。47个环保重点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不断提

高，从1999年的24.7%提高到2004年53.6%，5年提高了28.9个百分点。 

  3、城市噪声、固体废弃物和辐射污染防治状况 

  中国城市声环境质量总体良好。20002004年度的监测数据表明，城市声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84.4%的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较好，61.9%的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较好。但仍有一部分城市的声

环境处于中度和较重的污染。 

  城市生活垃圾等固体废弃物产生量逐年上升，但能达到无害化处理的量偏低，固体废弃物造成

的直接和间接污染问题普遍存在。2004年全国生活垃圾清运量超过1.5亿吨，比1993年增加70%以

上;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比1993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2004年度全国辐射环境监测网环境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结果表明，10多个省、市辖区内环

境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在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时的本底水平值范围内。绝大部分基站周围建筑物室

内及环境敏感点的电磁辐射水平均符合国家标准。 

  中国城市环境管理主要措施 

  （1）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以签订责任书的形式，

具体规定市长、县长在任期内的环境目标和任务。 

  （2）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与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1989年开始在全国重点城市实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简称

“城考”）。到目前为止，全国参与“城考”的城市已达500个，占全国城市总数的76%。由国家环

保总局直接考核的有113个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自2002年起，国家环保总局每年发布《中国城

市环境管理和综合整治年度报告》。 

  （3）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活动 

  1997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全国开展了创建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活动。截至目前，国家环保

总局共命名了47个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和3个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区。全国正在申请创模的城市

和城区超过一百个。 

  （4）城市空气质量报告制度 

  1997年首先在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大连、厦门在内的13个重点城市发布城市空气质量周

报。2000年开始在中央电视台和各大报纸发布全国40个重点城市的空气质量日报。目前，113个国

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全部实施了空气质量报告制度，并有部分城市开展了空气环境质量预报工作。 

  中国城市环境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 

  1、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加剧城市的环境压力 

  中国城市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并且长期以来延续的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排

放”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升级，

都给原本趋紧的城市资源、环境供给带来更大的压力，一些城市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环境容量，保

护和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的任务十分艰巨。 

  2、城市环境现状和改善的进度尚不能满足公众的要求 

  目前，影响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首要污染物是颗粒物，根据2004年500个“城考”城市的统计

结果，有290个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居住区标准），有119个城

市超过三级标准；有50个城市的水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低于50%，一部分城市的饮用水水源水质

尚达不到标准；垃圾围城、机动车污染、噪声扰民、扬尘污染、油烟污染等环境问题，已成为城市

居民环境投诉最多的问题，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3、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尚难支撑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相当薄弱。根据2004年“城考”的500个城市的统计结果，全国城

市生活污水处理率平均仅为32.33%,有193个城市的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为零；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平均为57.76%,有160个城市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零。全国危险废物集中处理率



（特指医疗垃圾集中处理率）平均为60.44%，有155个城市的危险废物集中处理率为零。 

  4、出现一系列新的环境问题 

  一是城市环境污染边缘化问题日益显现。城市周边地区的水体（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土

壤、大气污染问题突出，影响了城市区域和城乡的协调发展。二是机动车污染问题严峻。中国已经

成为世界汽车第四大生产国和第三大消费国，2004年汽车保有量达到2742万辆。三是城市生态失衡

问题加重，出现“城市热岛”、“城市荒漠”等问题。城市自然生态系统退化，进一步降低了城市

自然生态系统的环境承载力，加剧了资源环境供给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 

  中国城市环境保护的主要对策 

  1、以城市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为依据，制定城市发展规划 

  一是从区域整体出发，统筹考虑城镇与乡村的协调发展；二是调整城市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三是统筹安排和合理布局区域基础设施，实现基础设施的区域共享和有效

利用；四是把合理划分城市功能、合理布局工业和城市交通作为首要的规划目标。 

  2、提高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水平，积极推进市场化运行机制 

  加大环境投入，提高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水平。在继续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要

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积极推进投资多元化、产权股份化、运

营市场化和服务专业化。 

  3、实施城乡一体化的城市环境生态保护战略 

  统筹城乡污染防治工作，防止将城区内污染转嫁到城市周边地区，走城市建设与生态建设相统

一、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容量相协调的城市化道路。 

  4、继续深化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将“城考”作为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本手段，全面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增加污染

排放强度和资源生态效率、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增加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环境问

题和群众的满意度的内容，增加强化环保统一监督管理、提高环境保护的能力建设的内容等。 

  5、继续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鼓励、支持全国各地，特别是中西部地区、33211重点流域

区域以及国家环保重点城市政府把“创模”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积极

组织创建活动；已获得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称号的城市要持续改进，继续创建资源能源最有效利用、

废物排放量最少、生态环境良性循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生态市。 

  2004年中国城市环境管理和综合整治年度报告情况 

  2004年全国正式上报“城考”结果的城市达到500个，占全国城市总数的76%。国家新增考核的

环保重点城市66个，公布“城考”结果的城市从原来的47个增加到113个。国家首次公布各省、自

治区对所辖市的“城考”排名结果。 

  分析2004年全国500个城市的“城考”结果，国家环保重点城市和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城考”

得分大多在省内排序靠前；中小城市（包括县级市）得分相对偏低，排序靠后，主要是中小城市、

县级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2004年，113个国家环保重点城市空气污染指数最小的10个城市依次是：北海、海口、湛江、

克拉玛依、珠海、日照、桂林、福州、泉州、长春；城市空气污染指数最大的10个城市依次是：临



汾、阳泉、大同、金昌、宜宾、株洲、重庆、焦作、长治、攀枝花。 

  2004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共命名了11个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和1个国家环保模范城区。对22个国

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进行复查。张家港、昆山、常熟、青岛、威海、中山和厦门等7个城市成为首

批通过复查的国家环保模范城市，汕头市被责令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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