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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影响人民群众

健康的问题凸显，成为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小康社会建设和社会

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保护环境、保障健康成为人民群众最紧迫的

需求。为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统筹安排、突出

重点、有序推进环境与健康工作，根据《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

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的精神与要求，特编制本规划。 

环境与健康工作发展现状与面临的问题 

（一）“十一五”期间环境与健康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一是与卫生部合作，共同牵头联合十六个部委局制定并颁布了

指导国家环境与健康工作科学开展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国家环

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成立了国家环境与健康工作领导

小组并建立了协调工作机制；二是组织开展了淮河流域等重点地区

的环境与健康问题调查，为掌握我国环境污染与人群健康状况储备

了大量基础信息；三是加强了环境与健康科学研究工作，为揭示环

境污染与人体健康的关系、筛选和评估我国环境污染控制的重点因

子、区域和行业提供了科学依据；四是探索开展环境与健康风险管

理，发布了我国首个《国家污染物环境健康风险名录》（化学第一分

册），完成了化学第二分册并部署了生物分册和物理分册的编制工

作，为应对突发环境健康事件提供技术支持；五是加强环境与健康

宣传教育，搭建“国家环境与健康论坛”、“中国环境与健康宣传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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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高层宣传平台，通过各种宣传渠道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引导公众

监督。 

（二）环境与健康问题频发，形势严峻 

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迅猛发展，我国已经步入了工业化中期

阶段，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

集中出现，环境污染导致健康损害问题近年来频繁发生。据统计，“十

一五”期间发生的 232 起较大（III 级以上）环境事件中，56 起为

环境污染导致健康损害事件；37 起环境事件发展为群体性事件，涉

及环境与健康问题的就有 19 起。陕西省凤翔县、河南省济源市和湖

南省武冈市等 31 起重特大重金属污染事件，对群众健康和社会稳定

都造成了严重威胁，在国内外产生了恶劣影响。 

当前我国环境与健康问题呈现如下特点：一是复合型污染严重，

污染范围广，暴露人口多；二是人群暴露时间长，污染物暴露水平

高，历史累积污染对健康影响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三是城乡差异显

著，大气污染是我国城市地区、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是农村地区面临

的主要环境与健康问题；四是由于基础卫生设施不足导致的传统环

境与健康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同时，由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带来的环境污染与健康风险逐步增强。从发展趋势看，上述四个方

面的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未来环境污染的健康风险逐步增强，环

境与健康工作形势严峻。 

（三）当前环境与健康工作难以满足形势发展的需求 

一是底数不清成为解决环境与健康问题的瓶颈。我国自 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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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以来，未再开展全国性或区域大规模环境与健康调查工作，

基础性、连续性的调查和监测也未能纳入常规工作。由于基础调查

不足和基础数据缺乏，对我国环境污染导致人群健康损害的地区分

布、健康损害程度和趋势演变等情况底数不清，不但给识别主要环

境危险因子、提出有效应对措施带来困难，而且也难以开展环境污

染健康风险评价，及时调整相关政策并提出针对性治理措施。 

二是对环境与健康缺乏有效管理手段与方法。首先，现有环境

法律法规中有关环境与健康工作的内容过于原则化，缺乏真正符合

环境与健康工作需要的法律制度和标准体系，相关的基准研究基本

上是空白。其次，环境与健康的管理手段不足，现行的许多环境管

理制度及管理目标大多缺乏与健康问题的衔接，一些与环境与健康

问题密切相关的重要环境管理制度尚未建立起来。 

三是环境与健康工作基础能力亟待加强。从机构设置看，目前

只在国家层面设立了专门机构，配置了有限人员，地方层面既无专

门机构也无专门人员，严重影响了环境与健康工作的开展。从人才

方面看，目前环境与健康领域缺乏优秀的领军人才和强大的支撑队

伍。从科研方面看，长期的系统化基础研究不足，缺少规范的环境

与健康调查技术方法，一些重要的领域如环境污染导致人体健康损

害的致病机理、暴露途径、暴露生物标识物的确定，有害污染物的

健康危害评价指标和分析测试技术，以及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价等方

面研究明显不足，研究成果对管理决策的支持不够，不能为有效应

对环境健康事件、开展环境与健康风险管理提供技术支撑。从提供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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