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丨2016年第3期

·95·

浅谈我国土壤问题特征及国外土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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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壤污染问题逐渐显露。而且我国土壤环境问题及污染防治工作在相当长
时间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土壤污染问题逐渐暴露。加强土壤环境管理是我国土壤环境保护的一项基
础性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研究分析我国与国外土壤环境问题的差异，总结美国、荷兰、日
本三个国家土壤环境管理的经验及其借鉴意义，综合考虑我国发展国情、土壤环境问题特征及土壤环境
管理基础，确定我国土壤环境管理要依靠“行政推动和法律监管相结合”, 提出一个涵盖土壤环境法律
法规、标准、技术和装备能力建设（监测、监管、监理、风险管控）、人员队伍建设的适应我国土壤环
境问题特征的综合环境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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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 in China, the soil pollution problems and its prevention work were 
not been paid enough attentions in a long durations, soil pollution has gradually becoming a criti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 
Strengthening the soi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is a basic work of soi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China. In this paper, 
differences of soil pollution characteristi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were analyzed, and foreign experience on soi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was summarized from USA, the Netherlands and Japan. Considering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foundation of soi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China, we suggested 
that the soi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China should rely on the combin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supervision. On 
such a basis, a proposal on soil environment management of China was brought forth, including soil environmental laws and 
regulations, standards,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capacity (monitoring, supervision, supervision and risk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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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土壤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

物质基础，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土壤

环境保护事关广大人民群众“菜篮子”、“米袋子”和“水

缸子”的安全，事关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体健康，事关人

民群众子孙后代生存安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 [1，2]。2014

年 4 月，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

表明：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

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

问题突出 [3]。由于我国土壤环境问题及污染防治工作在相

当长时间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长久以来的潜在的土壤

污染问题逐渐暴露，加强我国土壤环境管理迫在眉睫 [4，5]。 
与水、大气、固体废弃物管理相比较，我国土壤环境保护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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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起步较晚，且尚未建立健全完善的土壤环境管理体

系。同时，我国土壤环境问题与国外同期存在较大差异 [6，7]。 
因此，需要在借鉴国外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建立适应我国土壤

环境形势的土壤环境综合管理体制。

1  国外土壤环境问题及管理对策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因为

化学废弃物的倾倒导致了严重的土壤环境问题 [8]。例如，

美国的拉夫运河因填埋有毒废物造成场地内土壤严重污

染，对周边居民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胡克公司在总投

入 4 亿多美元，历时 24 年之后，完成了拉夫运河地区的

污染治理修复工作。荷兰因为房地产开发过程中采用了含

二甲苯、甲苯等有毒化学品的废物作为土壤填充材料，造

成莱克尔克西区土壤污染严重，为清理和修复污染土壤共

花费了 1.88 亿荷兰盾。日本富山县早期的采矿活动造成

大量镉释放进入环境，引起当地人群出现痛痛病问题，并

造成许多农业土壤受到污染。三井矿业和冶炼公司、富山

县和日本政府负责对农用地受污染农民的农业损失进行补

充。1992 年，平均每年支付的健康补偿款为 7.43 亿日元，

农业损失补充款为每年 17.5 亿日元。此外，为减少河流

的进一步污染，每年需投入 6.2 亿日元 [1315]。

至今，土壤污染已遍及世界五大洲，并主要集中在

欧洲，其次是亚洲和美洲。土壤污染是一个世界性环境

问题，发达国家的土壤环境管理工作起步较早，形成了

较为完善的土壤环境管理（法律法规、技术、工程和管

理）体系，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污染土地识别、评价和处

理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土壤环境管理经验。美国的“超

级基金法”授权美国环保署对全国污染场地进行管理，

并责令责任者对污染特别严重的场地进行修复；如果找

不到责任者或责任者没有实施修复能力，“超级基金”将

拨款支付相关费用；对不愿支付修复费用或当时尚未找

到责任者的地块，可由“超级基金”先支付修复费用，

再由环保署向责任者追讨 [912]。采取了税收政策，刺激

私人资本对棕色地块治理和再开发的投资。美国还积极

采用补助金和基金手段来推动社会团体参与土壤修复。

荷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土

壤的环境管理，建立了土壤可持续管理利用工作机制，

即土壤环境全过程管理，包括土壤污染的预防、可持续

的土地利用管理及污染场地的修复；完善了土壤环境管

理的法律及相关标准，政府完成全国土壤污染调查并向

社会公众开放土壤污染场地数据管理系统和土壤修复决

策工具箱，为企业修复土壤提供技术支持。同时，荷兰

的土壤污染修复技术也日趋成熟，国土面积 4.5 万平方

公里的荷兰每年要花费 4 亿欧元修复 1500～2000 个场

地，预计到 2015 年基本能修复全部污染土壤。日本的

农田污染以镉为主，《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要求农

用地土壤镉含量超过 1ppm，土壤应停止种植进行治理 
修复。

2  我国土壤环境问题特征与形势

2.1  大气、水、固废、土壤环境问题并存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污染治理的重心主要集中在水

处理和大气处理方面，而对污染土壤的重视程度远远

不够。土壤污染问题在大气污染问题和水污染问题后显

现，是因为土壤作为地球上各种人为的和自然的污染物

的“汇”，世界上大部分的污染物最终滞留在土壤中，导

致我国的土壤环境问题呈现出“集中式”、“复合式”、“爆

发式”的特点 [16]。

目前，我国在土壤环境问题上面临的和国外最大的

区别之一在于：国外在完成水、大气和固废治理的基础

上，进一步关注土壤问题和解决土壤问题。而我国的现

实状况是：水、大气和固废治理还远未到位，土壤污染

源头控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此，土壤污染的防

治既要治理已经污染的“内源”，还要控制“水、大气和

固废”等“外源”对土壤环境的威胁。

2.2  土地资源有限，高强度开发利用矛盾突出

我国仍然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建设用地扩

张不可避免，有限土地资源和高强度开发利用矛盾日益突

出。于是出现了“优质土地盖厂房，污染的土地盖民房”

的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国外土壤环境的策略中其中

很重要的一条是“保护农业用地和未污染的土地”。因此，

我国土壤环境保护还是要走“清洁土壤区域重点保护”和

“高风险土壤污染区域综合治理”并重的道路。农田土壤

的保护应从过去的“数量保护”向“数量和质量保护并

重”转变，以确保粮食安全（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

2.3  国家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壤环境保护难度大

我国与其他国家在土壤环境保护指标体系制定过程

中基于的基础有很大的差异：国外大多数土地是私有的，

土地所有者对土壤环境质量的关注度较高，会主动“关

心”土壤环境质量。而我国大部分土地是“国有”的，

大部分土地实际持有者只有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者对

土壤环境质量和土壤污染防控的关注度不足，造成了土

壤环境污染问题，且由于法律的缺失造成管理的缺位，

使得国家要承担很大一部分土壤污染治理的责任。土壤

污染治理投资巨大，当前情况下，仅仅依靠政府投入无

法根本解决大量的历史遗留的土壤污染问题。考虑到我

国土壤环境面临的严峻形势，当前的国家财力无法在短

期内解决土壤环境污染问题。

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

污染严重，在重污染企业或工业密集区、工矿开采区及

周边地区、城市和城郊地区出现了土壤重污染区和高风

险区；土壤污染类型多样，呈现出新老污染物并存、无

机有机复合污染的局面 [1719]。同时，土壤环境监督管理

体系不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投入不足，全社会对土壤污

染防治的意识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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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外土壤环境管理体系

3.1  美国土壤环境环境管理体系

在美国，受污染的土壤被称为“棕地”，全美约有

45 万块棕地，大部分位于城市的老工业区。棕地管理由

联邦政府、州政府、社区及非政府组织共同完成。其中，

联邦政府以环保署为主导，负责对棕地进行评估、管理

及开发；国会则制定并通过有关土壤修复的政策法规文

件。州政府制定详细的棕地治理标准，起到监督作用。

地方政府和社区是棕地管理的主要实施力量。非政府组

织作为参与者，参与推进土壤污染的治理。具体见表 1。

美国先后颁布了《综合环境响应、补偿和责任法案》（简

称《超级基金法》）[20]、《超级基金增补和再授权法案》

以及《棕色地块法》（表 2），保护了无辜的土地所有者

或使用者的权利，为促进棕色地块的开发提供了法律保

障。美国环保署发布的《土壤筛选导则》由一系列促进

污染场地评估和修复的标准化指南组成，为场地管理提

供了分层次的管理框架，用来确定基于风险管理和场地

的土壤筛选水平 [21]。

表1  美国土壤管理机构及责任内容

主体或机构 责任内容

联邦政府环境
保护署出台棕
地经济振兴计
划，国会通过
相关法律法规

对棕地的评估论证提供资助 ：环保署以两
年为期限，每个区域资助 20 万美元，共
计资助了 360 多个棕地明确责任，同棕地
预期购买者达成协议，不追究购买者对已
经存在的污染的责任
工作培训 ：给每个棕地两年内资助 20 万美
元，用于指导被污染社区居民从事棕地修
复相关工作，培训未来相关就业岗位人才
给修复工作的贷款项目 ：为棕地修复工作
提供贷款资助，每个地块资助数额五年内
可高达 50 万美元

州政府发起志
愿清洁计划地
方政府和社区

制定清洁标准，并发挥监督作用
推动联邦政府关注棕色地块问题并对此提供
帮助的主要力量 ：重视建立公共对话机制

非政府组织
成立新公司，投资于棕色地块这些投资能
给它们带来积极的回报

表2  美国土壤污染管理涉及的政策和立法

条款 主要内容和目的

《固体废物 

处置法》

1976 年由美国国会制定的一部全面控

制固体废物对土地污染的法律，重在预

防危险物质危害人体健康和环境

《危险废物设施所

有者和运营人 

条例》

1980 年颁布，是一部实施细则，详细

规范了危险废物处理、贮存利用后续管

理等各个环节，控制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对土壤的危害

《综合环境响应、

补偿和责任法》

1980 年颁布，对包括土地、厂房、设施

等在内的不动产的污染者、所有者和使

用者以追溯既往的方式规定了法律上的

连带严格无限责任，又称“超级基金法”

《固体废弃物处置

法》修正案

1984年修正，增补了地下储罐管理专章，

规定了地下储存罐的报告制度，地下储存

罐的泄漏、监测、事故预防和补救措施

3.2  荷兰的土壤环境保护指标体系

荷兰的土壤环境管理涉及环保、国土、司法、农业、

水利等部门。其中，荷兰环保部门主要负责组织制定土

壤环境管理的法规制度和标准，《土壤保护法》作为荷兰

制定土壤管理方法和目标的依据，已经基本健全。制定

的土壤环境标准体系覆盖项目多，涉及 100 多种污染物，

并对不同 pH 值条件下土壤重金属含量的标准做出了详

细规定；针对性强，涵盖了工业用地、农业用地、居住

用地和商业用地；紧密联系实际，荷兰既有国家标准，

也有地方标准，在很多方面地方标准比国家标准更为严

格。在这一系列有效的土壤环境管理体系下，荷兰建立

了土壤可持续管理利用工作机制，完善了土壤环境管理

的法律及相关标准，政府完成全国土壤污染调查并向社

会公众开放土壤污染场地数据管理系统和土壤修复决策

工具箱，为企业修复土壤提供技术支持 [22，23]。

3.3  日本的土壤环境保护指标体系

日本为了保护耕地，制定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

《土壤污染对策法案》、《土壤污染对策法施行规则》 [24，25] 

对农业区域中的农用地加以特殊的管制。这些法律除了

规定具体的规制措施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

主要包括赋予行政机关进入检查等权利，各行政机关协

调合作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土壤污染规制和援助。日

本的土壤环境保护遵循以下模式：出现污染示例→立法→

（或制定标准、对策）→依法监测→公布监测及治理结果→

跟踪监测、趋势分析→制定防治对策。

4 国外土壤环境管理经验及其借鉴意义

4.1  美国土壤环境管理经验及借鉴意义

比较国内外的农地保护制度，可以发现其最大区别

在于农地管制手段的认可。美国对耕地的保护可以分为

直接的农地保护和限制城市发展的间接保护两方面。直

接的农地保护主要是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农地转为他用

和鼓励农地农用。美国对耕地的直接保护主要通过以

下方式 : 通过税款优惠与减免方案来刺激。奖励农地农

用，通过政府和民间组织购买农地发展权保证土地的农

业用途。通过法律、土地规划等措施保护农地。通过

制定农业区划把农业用地同工业用地和其他用地严格 
划分。

美国已划定了最好的农地，确定了农地的保护范围

（美国 99% 的农场已纳入保护区范围）。美国对污染场地

的管理修复流程的特点是土壤的修复结合了优先权管理，

这是美国土壤污染修复与管理体系的一部分，从而保证

了优先权列表中的污染项目得到足够的关注与及时治理。

政府和私人资金共同构成美国土壤修复的资金来源，这

一点也是中国在未来确定土壤修复与治理的资金保障时

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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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荷兰土壤环境管理经验及借鉴意义

荷兰因特殊的地理环境，其地下水位较高，土壤污

染和地下水污染紧密相连，政府高度重视土壤污染问题。

过去 50 年间，荷兰政府先后进行了土壤环境管理法规和

标准的制定，根据土地利用历史开展了土壤污染场地调

查，建立污染场地清单，建立数据库，进行土壤污染场

地风险评估，针对土壤污染场地风险的高低和土地利用

的需求循序渐进地开展污染土壤治理。对新建及改扩建

项目均要求进行严格的土壤环境管理，既要防止新增污

染土壤，又要治理污染土壤。在污染土壤治理中，政府、

业主、开发商、土壤污染咨询公司和土壤污染治理公司

责任明确，各司其职，督察监理到位，进行有效的土壤

污染场地治理。

通过荷兰的土壤环境管理历程可以了解到，土壤环

境的预防与治理工作进行得越早，所付出的社会经济成

本就越小。尤其是预防，成本一般仅为治理修复成本的

1%。应该明确“预防为主，兼顾治理”的保护模式。充

分利用全国土壤环境现状调查的成果，加快分析研究全

国土壤环境状况，结合已经或正在开展的土壤污染防治、

修复试点的经验教训，按照土壤环境管理的政策目标要

求，抓紧编制全国土壤污染修复治理规划。从荷兰的土

壤环境管理体系及职责设置来看，土壤环境保护涉及农

业、经 济、国土、住房建设、卫生和规划等部门。环保

部门的职责是土壤环境的防治规划、质量标准、技术规

范、风险评估以及监管等方面，实施过程中需要相关部

门的支持和配合。因此要通过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等进

一步明确各相关部门在土壤保护中应承担的责任。

4.3  日本土壤环境管理经验及借鉴意义

日本是一个人多地少、人均土地资源十分匮乏的国

家。为了保护耕地，日本通过农业振兴区域的整治法律和

农地法来对农业区域中的农地加以特殊的管制。这些法

律内容包括 : 指定农业振兴区域，设定以农业用地区域为

内容的农业振兴区域整治规则，关于农业用地区域内的土

地，应供农业用地利用规划中指定的用途，据此进行劝告

和调停；在农业用地区域中限制农业用地等的转用；实行

开发行为许可制，设定待定土地利用权制度等。日本土壤

环境管理给我们的启示是：强化农用地土壤的环境管理和

用途管制，制定配套的管理细则和操作流程。

4.4  国外土壤环境管理体系可借鉴的经验

总体而言，美国、荷兰和日本都已根据自身实际建

立了有效的土壤环境管理体系，其共同点是建立了健全

的土壤保护法律法规，注重污染预防，重视污染土壤的

修复改良和再利用，并在此过程中充分利用政府、地方

以及公众的资金和力量。

4.4.1  明确的土壤污染防治思路

正确有效的土壤污染防治思路，可以最大限度地规

避污染风险，为此，发达国家针对土壤污染防治构建了

明确而长期的管理思路，如美国的整治土壤环境质量管

理思路和荷兰的全过程管理思路。土壤环境的预防与治

理工作进行得越早，所付出的社会经济成本就越小。

4.4.2  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法律法规是政府管理的基本依据，健全的法律法规、

质量标准、技术规范是有效治理污染土壤的前提和保证。

美国的《超级基金法》、荷兰的《土壤保护法》以及日本

的《土壤污染对策法》都对污染土壤的潜在责任主体、资

金保障制度做出了相应规定，对土壤环境管理职责有明确

的规定，形成了以政府主导、多元机构参与的有效责任机

制。此外，各项法律对污染土壤的治理过程也有明确的规

定，各个程序相互衔接，顺理成章，从最开始的评估到最

后的修复完成均有一套成熟、完备的治理体系。

4.4.3  有力的监督管理体系

荷兰的土壤环境管理涉及环保、国土、司法、农业、

水利等部门。其中，荷兰环保部门主要负责组织制定土

壤环境管理的法规制度和标准，负责组织对土壤修复方

案和风险评估结果进行审查，对存在风险的场地提出建

议意见，相关部门根据评估意见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

如农业用地存在风险，环保部门只需提出建议意见，农

户对其农产品质量负责，农业主管部门对农产品质量进

行检测和监管。因此，我国的土壤监督管理体系应涉及

环保部、住建部、规划部、国土部等多个部门，多部门

联合的综合监督管理是必然性要求。

4.4.4  日益重要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在环境保护工作中日益重要，可以全方位、

多角度地实施环境监管，并降低环境监管的成本。例如，

美国“超级基金”项目，受污染场地影响的人们有机会

参与到场地的决策中，可帮助环保局收集该场地信息，

在“超级基金”运作过程的每个阶段，公众都有发言权。

土壤环境保护需要包括政府、社会团体、企业等全社会

的共同参与，应建立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土壤环境质量数

据库，定期向公众发布土壤环境质量信息，不断加强土

壤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与培训，逐步提高公众的土壤保

护意识，强调“谁污染谁治理”，为推进土壤环境保护管

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5  我国土壤环境管理体系框架研究

我国的土壤环境管理基础薄弱，但土壤环境保护形

势日益严峻。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土壤环境保护

工作必须抓住重点，循序渐进地推动我国土壤环境保护

工作进程。需要借鉴国外经验，结合国情，加快推进土

壤环境管理体系建设，我国的土壤环境管理体系框架构

建应包括土壤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土壤环境标准规

范体系以及土壤责任追溯体系。



浅谈我国土壤问题特征及国外土壤环境管理经验借鉴丨周艳，万金忠，林玉锁，等

·99·

（1）土壤环境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土壤环境问题日

益突出，根本原因在于“法律缺失，主体缺位”。中国目

前尚无一部行之有效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现正在酝酿之中。《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制定，应抓住当前土壤污染防治

的核心问题，明确责任，突出重点，建立系统、完善的

防治体系。要紧紧抓住农用地和污染场地两个重点，对

症下药，提出分级分类管理等一系列制度要求，对于不

同地区、不同污染程度的土壤，因地制宜，能治则治，

暂时不能治的抓好风险管控，确保土壤安全利用。针对

“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预防”、“土壤污染的风险管控”、“污

染土壤的修复”等重点内容，应做出详细规定。配套的

政策标准和技术体系也要积极研究制定。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出台之前，先期研究制定《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办

法》、《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等法规和规章。

（2）土壤环境标准规范体系。目前中国土壤环境监

管措施不完善，对土壤污染的历史和污染现状不明，土

壤污染物（特别是有机污染物）的种类不清，对污染物

的环境行为和危害的科学认识不够；土壤污染监测体系

不完善，缺乏污染场地信息管理系统；土壤环境管理中

缺少完整的风险评价和风险管理体系。针对此现状，应

修订《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以满足

不同区域及特定场地各类土壤污染识别的需要 [28，29]。完

善土壤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以满足全面开展土壤监

测工作的要求。

（3）土壤责任追溯体系。土壤污染防治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工程，涉及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面的责任和

义务，各个部门之间都要有科学分工，合力施策，明确

和落实各方责任，调动各方积极性，共同做好土壤污染

防治工作。建立 “谁污染谁负责”的责任追溯体系，土

地污染者对其污染行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且这种责

任的追溯期永久。由政府责令责任者对污染特别严重的

土地进行修复，如果找不到责任者或责任者没有实施修

复的能力，可由政府部门的相关基金拨付相关修复费用；

对不愿支付修复费用或当时尚未找到责任者的地块，可

由政府部门相关基金先支付修复费用，再由政府部门向

责任者追讨。不论潜在责任方是否实际参与或造成了场

地污染，也不论污染行为发生时是否合法，潜在责任方

都必须为土壤污染负责。

6  总结

综上所述，国外土壤环境管理的总体思路是“立法

先行，依法管控；完善标准，用途管制；调查评估，公

众参与；责任追溯，市场运作”。所以，国外基本不存在

所谓的规划指标，其土壤环境管理与保护都是基于相应

的法律规定，由相关责任方承担相应的义务。

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土壤环境问题特征的差异和紧迫

程度决定了我国不能也无法照搬国外土壤环境保护指标

体系。国外已经建立较完善的土壤环境管理体系，包括

法律法规、标准、技术和装备（监测、监管、监理、风

险管控）、人员队伍等，相关的规划和计划只要按法律法

规具体执行即可。综合考虑我国发展国情、土壤环境问

题特征及土壤环境管理基础，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土

壤环境管理还是要依靠“行政推动和法律监管相结合”，

形成一个涵盖土壤环境法律法规、标准、技术和装备能

力建设（监测、监管、监理、风险管控）、人员队伍建设

综合的土壤环境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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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持续发展。在排污许可证的全过程监管期间，环保部

门都可以对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确认其是否符合排

污许可证的要求：在监管过程中发现排污单位具有违法

排污行为，需将违法排污行为及相关处罚记录在排污许

可证中；如出现限期治理情况的，也许在排污许可证中

登载限期治理原由、期限、治理验收情况等。排污许可

证的管理信息应当及时公开，使得一般公众对排污单位，

以及排污单位之间都可以展开监督。

第四，在停产修复阶段，鉴于现有点源环境管理制

度中尚未对此阶段的环境管理做出要求，因此建议在排

污许可证中明确点源停产或消亡之后对于污染场地的修

复要求，以期真正实现“谁污染、谁治理”的环境管理

要求。主要针对将对生产场地产生持久性污染的排污单

位，要求其在投产后一定期限内（如半年）向环保部门

提交场地恢复计划并获得批准，以便在排污单位停产关

闭后，需遵守排污许可证的规定，采取场地恢复措施，

使得场地不再对周围环境造成危害。

3  结语

本文通过对排污许可证制度的重新定位和设计，进一

步强化了其在点源环境管理制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制

度内容和操作程序上对现有点源环境管理体系进行整合重

组，从而提高点源环境管理制度体系的管理效能和执行效

率。执行“一证式”管理模式的排污许可证制度，在管理

（上接94页） 周期上实现从项目筹建期、建设及试运营期正式运营期和

停产修复期的全周期管理，在管理内容上实现对现有点源

环境管理制度的全面涵盖，在管理程序上实现对现有点源

环境管理制度的整合精简，充分体现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本

质内涵，对于行政管理部门有效管控污染点源排污行为、

提升综合环境管理水平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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