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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现有生产使用记录的化学物质 4 万多种，其中 3 千余种已

列入当前《危险化学品名录》，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

等性质。具有急性或者慢性毒性、生物蓄积性、不易降解性、致癌

致畸致突变性等危害的化学品，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危害严重，

数十种已被相关化学品国际公约列为严格限制和需要逐步淘汰的物

质。同时，尚有大量化学物质的危害特性还未明确和掌握。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量持续增加，化

学品生产、加工、储存、运输、使用、回收和废物处置等多个环节

的环境风险日益加大。化学品生产事故、交通运输事故、违法排污

等原因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频繁发生，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内分泌

干扰物等引起的环境损害与人体健康问题日益显现,化学品环境风

险防控形势日趋严峻。 

我国化学品环境风险管理较为薄弱，法规制度、监督监管、基

础能力尚不能适应形势发展要求，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能力和防控

水平亟待提升。加强化学品环境管理、防控环境风险已经成为“十

二五”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时期探索环境保护新

道路、解决影响科学发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的迫切需要。 

为保障我国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环境安全，落实国务院《关于

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 号）和《国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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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十二五”规划》（国发〔2011〕42 号）确定的严格化学品环境

管理、防控环境风险的任务要求，编制《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

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阐明了“十二五”时期

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的原则、重点和主要目标，通过实施优化布局、

健全管理、控制排放、提升能力等主要任务，着力推进化学品全过

程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遏制突发环境事件高发态势，控制并逐

步减少危险化学品向环境的排放，探索符合科学规律、适应我国国

情的化学品环境管理和环境风险防控长远战略与管理机制，逐步实

现化学品环境风险管理的主动防控、系统管理和综合防治，不断提

高化学品环境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保障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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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与形势 

（一）工作进展 

“十一五”期间，我国初步建立了新化学物质和有毒化学品环

境管理登记制度，开展了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的化学品环境风险检

查，实施了多部门联合淘汰有毒有害化学品等工作。 

推进环境管理制度建设。2009 年 7 月环境保护部发布《关于加

强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登记工作的通知》，加强了有毒化学品

登记后的跟踪管理。2010 年 1 月，环境保护部修订了《新化学物质

环境管理办法》，进一步强化了新化学物质环境准入管理。2011 年 3

月,国务院修订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明确了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负责组织危险化学品的环境危害性鉴定和环境风险程度评

估，确定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负责危险化学品环境管

理登记和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依照职责分工调查相关危险化

学品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的应

急环境监测。通过制度建设，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新化学物质管理

措施，有效遏制了化学品非法贩运，防范了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具有

高风险的化学物质进入市场。 

开展化学品环境风险检查。2010 年，环境保护部开展了沿江沿

河环境污染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检查化工石化企业近 18000 家。同

年，对全国石油加工与炼焦业、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

制造业等三大重点行业四万余家企业开展了环境风险及化学品检查

工作，对环境风险源分布、化学物质类型、风险防范基本情况、环

境保护敏感目标等进行了分析和研究。2011 年下半年,环境保护部组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7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