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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高强度开发带来的环境风险问题是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 [1]，建设

“安全长江”已成为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目标和重要

内容之一 [2]。长江经济带高风险企业众多，且分布相对

集中，饮用水水源同各类危、重污染以及高风险生产储

存集中区布局交错，长江干流和一些主要支流及沿岸的

环境风险高。未来一定时期内，我国突发环境事件仍将

处于高发态势，长江经济带尤为突出，对人群健康和生

态安全将造成严峻挑战。由于结构性、布局性风险短时

间内难以根本转变，企业环境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部分地区监管、防控和应急能力滞后，环境风险的预防

和应对水平尚不能满足环境风险形势和日益提高的公众

环境诉求的需要 [3]。

近年来，一些学者针对长江经济带、长江流域突发

环境事件风险开展了研究。例如，付青等（2016）研究

认为危化品运输、陆上排污口、产业往上游转移等是长

江经济带饮用水水源保护压力的主要来源，并从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建设、流域联防联控、岸线管控、应急能力

建设以及取水口布局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4]；杨小林

等（2015）对长江流域 2000—2011 年的环境风险进行了

综合评价，认为长江流域环境风险自 2000 年以后有所控

制，但目前呈不断恶化的态势，江苏、上海、湖南等区

域是长江流域的高风险区，应从降低风险源危险性和受

体脆弱性的角度综合入手，实现区域环境风险的控制和

管理 [5]；贾倩等（2017）通过构建模型评估了长江流域

突发水环境事件风险，结果表明，由于危化品码头数量

多、危化品转运和存储量大以及水源地、自然保护区等

受体脆弱性强等，重庆江津区、巴南区，四川成都、宜

宾，安徽铜陵、芜湖，江苏南京、镇江、南通，以及浙

江杭州、嘉兴等地突发水环境风险水平较高 [6]；杨小林

等（2017）运用因素分析法对 2000—2015 年长江流域环

境污染事故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00 年以来长江流

域环境污染事故频数呈不断下降趋势，风险控制技术的

进步对事故发生频数增加具有显著遏制作用，产业结构

调整和环境污染治理对风险的抑制作用有限，未来流域

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污染末端治理任务艰巨，但潜力巨

大 [7]。综上，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为认识和防控长江经

济带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多以个别

领域的具体分析或全流域的综合评估为主，尚缺少基于

防控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分析的有针对性的系统化的对策

研究。

因此，本文在系统分析长江经济带突发环境事件风

险形势的基础上，针对环境风险防控的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从环境风险源头防控、环境应急协调联动以及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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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风险管控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为有效

防控长江经济带环境风险、建设“安全长江”提供参考。

1  长江经济带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形势

1.1  结构性、布局性风险突出

（1）高风险行业企业数量多。长江经济带石化、化

工、医药、有色金属采选冶等高环境风险行业企业众多。

据统计，全国 40% 的造纸、43% 的合成氨、81% 的磷铵、

72% 的印染布、40% 的烧碱产能聚集在该区域 [8]。根据

环境保护部开展的全国重点行业（石油加工和炼焦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三大行业）企

业环境风险及化学品检查结果，长江经济带 9 省 2 市仅

石化、化工、医药等行业的企业就超过 12 000 家，占检

查企业总数的 28%，在检查的 13 个流域中占首位 [6]。

（2）布局性环境风险突出。受生产和运输“亲水”

特性的影响，长江干流和一些主要支流沿岸高风险企业

聚集。目前，长江沿线共布局化工园区 62 个，正在建设

或规划的化工园区有 20 多个，生产和运输的危化品种

类多达 250 余种。沿江分布的涉危险化学品企业以江苏

最多，浙江次之。涉危化品码头、船舶数量多、分布广，

仅重庆至安徽段危险化学品码头就接近 300 个。饮用水

水源同各类危、重污染以及高风险生产储存集中区交错

配置，水运航道穿过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现象较多。由此

导致的叠加性、累积性和潜在性的环境污染风险高。

1.2  突发环境事件频发

2006—2015 年，长江经济带 9 省 2 市共发生突发环

境事件 3139 起，约占全国总数的 60%，其中，上海、江

苏、浙江三个省份的突发环境事件数量占整个长江经济

带事件总数的 80% 以上 [9]。具体见图 1。

1.3  次生事件防控压力大

根据 2006—2015 年环保部调度处理的事件统计，长

江经济带由生产安全、企业排污、交通事故、自然灾害

导致的突发环境事件分别占全国相应原因突发环境事件

的 44%、59%、47%、55%，各种原因的事件占比都处于

较高水平。生产安全事故和交通运输事故是突发环境事

件的主要诱因，生产安全原因引起的事件占 40%，其次

是交通事故原因，占 22%。企业排污、自然灾害及其他

原因分别占 16%、8% 和 15%，另外，危险废物非法转

移和倾倒也成为长江经济带突发环境事件诱因之一。具

体见图 2。

长江经济带高污染和高风险企业数量多、分布密集，

企业存在工艺设备老化、环境风险防控主体责任落实不

到位、环境风险防范意识淡薄等问题，导致生产安全事

故、企业违法排污事件频发。水路运输、陆路运输数量

大、频次高，交通事故诱发的突发环境事件较多。在四

川、云南、贵州等省份，自然灾害发生频次高，这些地

区高风险企业数量多、涉及危险物质的生产加工活动频

繁，一旦发生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将诱发突发环境

图1  2006—2015年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突发环境事件数量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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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安全生产事故、交通运输

事故和自然灾害诱发的次生突发环境事件仍将保持高位。

2  长江经济带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现状

2.1  源头预防不断加强

近年来，国家层面通过法律法规、规划政策以及指

导性文件等形式对从源头防控环境风险提出了越来越高、

越来越细的要求，为长江经济带环境风险防控提供了依

据和指导。针对长江经济带、长江流域，也专门制定了

一些专项规划、方案，例如，2014 年国务院制定了《推

进长江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方案》[10]。

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在环境风险管理制度建设、环境风险

隐患排查评估以及监控预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大

部分省份都建立了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机制，

例如，江苏省开展了环境安全标准化达标工程建设，对

重点环境风险源实施动态管理，组织开展了主要集中式

地表水饮用水源地、化工园区以及行政区域突发环境事

件风险评估，重点对沿江、居民集中区等敏感区域的高

风险企业规划实施搬迁改造。

2.2  预案管理逐步完善

一是完善预案管理制度，在国家环境应急管理工作

不断完善的同时，江苏、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省

份相继印发相关文件，对预案编制、备案、评估、演练

提出了明确要求。二是持续推进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备案，例如，江苏省截至 2014 年底备案企业达到

4500 家。三是健全政府专项预案，大部分省份都编制了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一些省份及所辖市县针对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四是加强

应急演练。大部分省份均定期通过实战演练、桌面推演

等多种形式开展了政府预案的应急演练。

2.3  应急联动机制建设持续推进

一是建立跨区域联动机制，部分省份间针对跨界污

染建立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联动机

制。例如，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三省一市共同签订了长三角地区

跨界环境污染事件应急联动工作方

案。二是建立跨部门联动机制。长

江经济带 9 省 2 市环境保护部门均

与其他一个或多个部门建立了联动

机制，共同防范和处置突发环境事

件。三是建立纵向联动机制。例

如，江西省、江苏省推进了省级与

地级市、地级市与县（区）以及

环保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应急联动

体系。

2.4  应急能力稳步提高

一是应急机构逐步建立，如江苏、贵州、云南、湖南

等省份不断推进省、市、县三级环境应急机构建设。二是

推进应急队伍建设，如江苏省建立了 3 支社会化省级环境

应急救援队伍，江苏、贵州、湖南等省份组建了省级应急

专家库，并不断增补应急专家队伍。三是加强配备应急物

资和装备，如江苏省建成了无锡、南京、淮安三个省级

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基地，贵州省目前在全省已建成 9 个

应急物资储备库，湖南省完成全省 14 个市州、87 个县

的环境应急装备配备，安徽省初步建立了全省环境应急

物资信息库。上海等省市积极推进应急能力标准化建设。

3  长江经济带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问题与对策

尽管各地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和应急能力建设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但与严峻的环境风险防控形势相比，仍不能

满足实际需要，存在源头防控体系不健全、能力不足、联

动协调欠缺等突出问题，亟待建立以高风险企业、化工园

区、岸线码头等为重点的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加强高效、

联动的应急协调联动机制建设，对饮用水水源、次生突发

环境事件以及有毒有害物质等重点领域加强环境风险防控。

3.1  严格环境风险源头防控，调整优化结构布局

源头防控是应对环境风险的最有效的措施和途径，

应将其摆在首要的突出位置。尽管近年来各地在企业环

境风险排查、评估以及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等方面开展

了大量工作，但与复杂且严峻的风险防控形势相比，仍

不能满足现实需要，主要体现在：一是许多企业和水源

地等敏感目标未开展环境风险评估，重点源、重点区域

环境隐患不清，管控措施缺乏针对性；二是企业快速

“入园”导致工业园区或聚集区风险集聚，监控预警、应

急导流和暂存以及防护工程等的建设未能及时、有效配

套；三是历史遗留、保护区变更以及监管不严等多种原

因，导致沿江企业、码头布局不合理，侵占保护区、重

要生态功能区问题突出，风险源与受体交织 [11]。

图2  长江经济带突发环境事件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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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针对上述源头防控存在的风险问题，提出以

下对策建议：

加强企业和区域环境风险评估。以沿江石化、化工、

医药、纺织印染、危化品和石油类仓储、涉重金属和危险

废物等企业为重点，实现企业环境风险评估全覆盖，对环

境隐患实施综合整治，推动沿江、沿湖、沿河等重大环境

风险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开展干流、主要支流及

湖库等累积性环境风险评估，划定高风险区域，实施从严

的环境风险防控措施。开展化工园区、饮用水水源、跨界

水体、重要生态功能区以及行政区域环境风险评估试点。

强化工业园区环境风险管控。工业园区或集聚区要

加快淘汰不符合产业政策的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

实施生态化、循环化改造，加快布局分散的企业向园区

集中，按要求设置防护距离和生态隔离带，建设相应的

防护工程。自上游而下，分别选择不同产业类型、不同布

局特征，开展化工园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试点示范。

优化沿江企业和码头布局。严格禁止在自然保护区、

四大家鱼产卵场等一级管控岸线新建工业类和污染类项

目，现有存在环境隐患的企业实施限期治理。以石化化

工行业企业为重点，统筹现有企业、园区、基地建设，

控制新项目建设。严格危化品港口建设项目审批管理，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及缓冲区内禁止新建码头工程，逐步

拆除已有的各类生产设施以及危化品、石油类泊位。

3.2  加强环境应急协调联动，切实做好应急准备

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各地环境应急能力有所增加，

预案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部分地区通过协议等形式

加强了应急联动，物资和队伍建设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

进展，在妥善处理处置突发环境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部分地区环境风险高且突发环境事件高发的态

势短时间内难以根本扭转的背景下，目前的环境应急管

理在应急预案、协调联动机制以及队伍和物资等方面面

临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部分企业以及水源地、

化工园区的环境应急预案缺乏规范性、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各级政府环境应急预案形式化现象突出，缺乏实效

性，难以为应急准备、应急处置提供科学、有效的支撑；

二是跨部门、跨区域应急联动机制过于原则，约束性差，

缺乏实质的、具体的联动措施；三是监控预警能力建设

滞后，重点河段、湖泊以及全流域尚未形成包括基础数

据库、应用平台等在内的统一的网络体系；四是应急队

伍建设和物资装备储备缺乏统筹，一些高风险地区缺少专

门的环境应急机构，队伍专业化不足，企业和政府应急物

资装备多为自发性储备，社会化应急救援机制尚未形成。

因此，针对上述应急协调联动存在的风险问题，提

出以下对策建议：

加强环境应急预案编制与备案管理。以沿江涉危涉

重企业为重点，加快推进基于环境风险评估的应急预案

修编，探索电子化备案。以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为重点，

推动跨省界突发水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率先开展长

江干流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和沿江沿岸化工园区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以地级及以上政府为重点，

开展基于区域环境风险评估的政府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修编。分行业、分领域开展预案评估，筛选一批环境

应急预案标杆，并推广示范。

加强跨部门、跨区域监管与应急协调联动机制建设。

加强危化品和危险废物运输环境安全管理，探索建立危

化品运输车辆、船舶“环保卡”制度和运输信息平台。加

强环保、公安、消防部门等综合性、专业性应急救援队伍

长效联动。借鉴长三角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

省一市”经验，推进跨行政区域上下游环境应急联动机制

建设，建立共同防范、互通信息、联合监测、协同处置的

应急指挥体系。针对风险高、敏感性强、污染纠纷多的

区域，开展跨区域环境应急联动体系建设试点示范。

建立流域突发环境事件监控预警与应急平台。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加强排放有毒有害

污染物企业建设环境风险预警体系，加强信息公开。以长

江干流和雅砻江、岷江、嘉陵江、湘江、汉江、赣江等主

要支流及鄱阳湖、洞庭湖、三峡水库、丹江口水库等主要

湖库为重点，建设流域突发环境事件监控预警体系。9 省

2 市建立环境风险源、敏感目标、应急资源与应急预案数

据库，建立省际间统一的危险品运输信息系统。建设长江

经济带环境风险与应急大数据综合应用与工作平台。

强化环境应急队伍建设和物资储备。以石化、化工、

有色金属采选冶等行业为重点，加强企业和园区环境应

急装备物资储备，提高储备管理规范性。积极推动区县

级、地市级环保部门环境应急能力标准化建设。试点示范

先行，探索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环境应急保障力量共

建模式，开展环境应急队伍标准化、社会化建设。建设长

江水环境应急救援基地和国家级环境应急实训基地。

3.3  强化重点领域风险管控，遏制重大环境风险

由于自然地理特点、重视程度不够以及监管不严等

主客观原因，长江干流、部分支流以及其他一些重点地

区，在饮用水安全保障、交通事故次生环境风险防控、

有毒有害物质监管以及水库群建设等领域面临的风险问

题突出，主要体现在：

一是沿江、沿河工业企业、园区密集，取水口和排

污口交错，从企业到水源地之间的监控预警以及应对措

施不健全，一旦发生泄漏事故或非法排污，将直接威胁

下游取水口的水质安全 [4]；二是长江作为“黄金航道”，

其干流、主要支流以及陆上危化品运输量大而复杂，且

增长迅速，航道、路线穿越水源地、保护区等敏感目标

现象突出，船舶、车辆的全过程跟踪监控体系尚未建立

起来，交通事故次生环境污染风险高；三是危废等涉有

毒有害物质的产生、转移、处置等环节的底数尚未完全

摸清，缺乏特征性有毒有害物质、优先控制污染物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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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重点不明；四是上游水库通常只开展个体建设的生

态环境影响评价，群组建设对全流域的生态系统的影响

机制尚不清晰，持续跟踪性研究不足。

因此，针对上述重点领域存在的风险问题，提出以

下对策建议：

确保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安全。优化沿江取水口

和排污口布局，在适宜取水区上游设置缓冲区。强化对

水源周边可能影响水源安全的制药、化工、造纸、采选、

制革、印染、电镀、农药等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执法

监管。以地级及以上饮用水水源为重点，在水源周边高

风险区域建设风险企业与关联水源三级风险防控工程。

以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为重点，推动无备用水源

城市规划、建设备用水源，编制应急供水预案。

严防交通运输次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加强水上危

化品运输安全环保监管和船舶溢油风险防范，实施船舶

环境风险全程跟踪监管，严防严处危化品非法运输。加

快推广应用低排放、高能效、标准化的节能环保型船舶，

建立健全船舶环保标准，完善船舶污染物的接收处置能

力。提高准入门槛，严格落实内河油品和危化品运输禁

运相关要求 [12]。加强危化品道路运输风险管控，加快推

进危化品运输车辆加装 GPS 实时传输及危险快速报警系

统，优化调整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自然保护区等危化

品运输路线。

实施有毒有害物质全过程监管。全面调查长江经济

带危险废物产生、转移、贮存、综合利用和处置情况，

摸清危险废物底数和风险点位。严格控制危险废物、危

险化学品非法转运。加快重点区域危险废物无害化利用

和处置工程的提标改造和设施建设，推进尾矿库、渣场

等历史遗留危险废物处理处置。重化工产业集聚区应开

展优先控制污染物的筛选评估工作。严格新建、改建、

扩建有毒有害化学品项目的审批。

严防长江上游水库群重大生态环境风险。加强长江

流域生态安全基础研究，提出基于生态安全的适宜开发

规模、强度与布局整体方案建议。全面排查、限期治理

已建水库地质水文安全隐患，强化新建水库因自然灾害

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从源头降低由于选址不

当导致巨大环境与生态影响的风险。持续观测评估典型

河湖水位变化对水生生物多样性、重要物种栖息地以及

泥沙量的影响，加强特有生境长期定位监测，严防重大

生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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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CAO Guozhi, YU Fang, WANG Jinnan, ZHU Wenying, WANG Dong, ZHOU Xiafei

(Chinese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 Beijing 100012, China)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long-term and high-intensity development activities,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facing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risk problems with frequent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and complex causes. Although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environmental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and emergency response capability building, compared with the severe environmental risk situation,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unsound source prevention system, insufficient capacity and lack of coordin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risk and build ‘Safe Yangtze Riv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isk situation, and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blems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is study put forward 3 kinds of countermeasure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risk sourc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coordination, as well as risk management in key areas.
Keywords: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