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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今年 7 月，由全国政协人口资源

环境委员会承担的有关腾格里沙漠

污染治理带有监督性质的调研活动

将展开。 届时，腾格里沙漠治污效果

如何，后续将如何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都将揭开面纱。

日前，接近此次调研的相关专家

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惩罚不是为

了让污染企业破产，而是要通过惩罚

防止企业再次污染环境。

责任人判刑体现法律威慑

资料显示，今年 5 月，最高人民

检察院挂牌督办 4 起腾格里沙漠污

染环境案。 同样是 5 月份，环保部发

文， 仍有企业通过暗管向沙漠排污，

决定对腾格里沙漠地区存在的环境

污染问题挂牌督办，并在其官网发布

《关于加强工业园区环境保护工作的

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欲叫停晾晒

池。 内蒙古环保厅也在 5 月发文：已

经批复的还原物生产企业将终止生

产，一律不再对新的还原物生产项目

进行审批，包括已经在审批的项目。

自腾格里沙漠污染问题发生以

来，中卫市对环境违法企业和失职渎

职的公职人员依法依纪严肃追责，共

立案调查企业 8家，取保候审 5人，行

政拘留 1 人， 问责追责公职人员 15

人，其中 9 人给予党政纪处分，6 人作

出检查并被通报批评。

2015 年 4 月 30 日， 宁夏中卫市

沙坡头区人民法院对宁夏明盛染化

有限公司污染环境案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单位宁夏明盛染化有限公司犯

污染环境罪， 被处罚金 500 万元，公

司法定代表人廉某某犯环境污染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

年，并处罚金 5万元。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曹明德表示，在刑事方面，刑法第 338

条做过修正。 与以前不同的是现在只

要污染环境就可以满足条件。 2013年

15 号文的两高司法解释明确可以构

成污染环境罪。 打击的主体是企业负

责人，或者是企业负责环境保护的直

接责任人。

曹明德说，刑法典中对此规定了

14种罪名。 97刑法典实施以来，因为

污染判刑的很少，运用刑事手段打击

犯罪促成环境保护做得不够。 此次的

判决虽然仅是缓刑，但用刑事审判惩

处对于其他有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寻

求利润的企业能起到威慑作用。 同时

要注意的是， 刑罚不是为了搞垮企

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的再

次发生， 是要通过教训起到威慑作

用， 让犯罪的企业负责人不再次犯

罪，也使其他有类似想法的企业望而

却步。 而罚款 500万元绝不是为了让

企业破产，而是为了不让涉案企业因

其污染行为而获利，要使其违法成本

大于获得利益，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存缺憾

在日前召开的“腾格里沙漠污染

治理” 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研讨会

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云东表示，地

方政府要正视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

要实事求是而不要隐瞒，而对于治污

我们可以先从容易的地方做，比如从

不产生新污染和推广新的技术及工

艺入手，先做到抑制增量。

吴云东同时表示， 技术进步和依

法治国才是治污的根本出路， 要积极

依靠先进技术，坚决淘汰落后生产，同

时让环保法执法真正能成为“打虎棒”。

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虽然此次对

于腾格里沙漠污染企业的刑事判决

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在整个法

律层面看环保，还是有一定的缺憾存

在。

曹德明对此表示，从环境公益诉

讼制度角度来看，在损害赔偿方面检

察院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可以说其力

度比较大同时还对法院有进行审判

监督的功能。 我们目前的法律并没有

允许非政府组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

诉讼，这是一大缺憾。 同时还缺乏对

于环境公益的激励机制。 这些非政府

组织缺乏资金、资源和人手很难独立

完成环境公益诉讼。 同时在现实中，

这些组织就是具备上述条件也很难

完成。 例如中国最大的环境公益组织

中华环保联合会曾经对内蒙的污染

提起公益诉讼，他们在北京起诉被驳

回。 在内蒙古起诉直接拒收起诉书，

快递起诉书被直接退回来。 希望从司

法层面能尽快解决这一问题，那样会

对环保起到更好的作用。

腾格里沙漠位于内蒙古阿拉善

高原东南部。 在蒙古语中，“腾格里”

是天的意思，以此来形容这片沙漠像

天一样高远、 辽阔。 而这片面积达

3.87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第 4 大沙漠

在 2014 年 9 月被多家媒体见诸报端

却不是因为它的壮阔和美丽。 媒体披

露腾格里沙漠遭到了触目惊心的污

染后， 社会各方给予了广泛关注。

2014 年 12月，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作出重要批示，国务院专门成立督

察组，敦促腾格里工业园区进行大规

模整改。

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 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不是个例，

在今年 1 月 1 日实施的被各界称为

“最严环保法”的背景下，之前可能排

在效益和发展之后的环保已经越来

越被重视。 同时要注意的是，处罚不

是目的，如何找到环保与经济发展相

匹配的路径， 才是相关主管部门、企

业以及社会各界目光应当聚焦之处。

“环保让位经济发展”

趋势抬头

日前，有媒体曝出，早在 1982 年

就被划为新疆自治区级保护区的卡

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

区（以下简称卡山保护区）为了给矿

产开发等经济活动让路，卡山保护区

在过去 10 年中一再被调整。 原本总

面积为 18908 平方公里的保护区 6

次“瘦身”后调减为 12825.35 平方公

里，削减了近 1/3。

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卡山保护区的缩减和腾格里沙漠

污染事件一样，都是环保让位于经济

发展。 事实上，类似状况正在多地上

演。有媒体曝出，2010 年 7 月，安徽省

林业厅就合福铁路穿越安徽扬子鳄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公示；同年年

底，西成高铁穿越了陕西天华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和陕西汉中朱

鹮

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 在山东东

营，与黄河三角洲国家级湿地自然保

护区一路之隔， 化工厂正渐次立起，

八车道的公路已经四通八达。 如是种

种，不过冰山一角。

一份由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

究所和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人员于

2010 年发布的报告称， 据初步统计，

仅就全国已建的 303 个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而言，因建设项目而调整保护

区范围或功能区划的保护区达 40 余

个， 约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数的

15％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

授常纪文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由当地政府选出来的评审专家不可

避免会出现为当地政府说话的情况，

在决策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是必要

的，“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环

保为经济让路的情况有所抬头，值得

警惕。 ”

环保专家之问

今年 1 月 1 日实施的《环保法修

正案》，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其

中按日计罚、限产停产和查封扣押等

严厉处罚，使原本不重的处罚变得严

厉，也使得之前“无牙”的相关主管部

门有了“尖牙利齿”。 在此背景下，如

何使经济效益和环保平衡发展，摆在

了每个企业面前。

在日前召开的“腾格里沙漠污染

治理” 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研讨会

上，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副主任钱冠林

表示， 中央对于环保高度重视， 尽管

“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暂告一段落，

但腾格里沙漠污染治理却还任重而

道远。 由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

会承担的有关腾格里沙漠污染治理

带有监督性质的调研活动也将于近

日展开。

钱冠林在会上同时向与会专家

提出一系列问题：“我们这次下去，对

已经造成的污染怎么治理？ 怎么算是

治理到位？ ”

钱冠林说，沙漠地区是我国自然

生态的组成部分，对这种保护区和功

能区， 怎么实现发展和保护的平衡？

到底应该发展什么？ 要控制发展什

么？ 同时这些地区也应该享受发展成

果。 在产业政策上，宏观规划上，能不

能给一个出路？

钱冠林还透露，在整治的过程中

有很多困难，有些问题是地方政府解

决不了的，需要国家宏观政策上给予

支持。 比如已经建的企业给一些政策

也可以生产。 园区当时是承诺，治污

由园区负责但实施起来园区做不下

去，包括在处理后可能出现就业等方

面的问题，以及之后的监督体系如何

运行， 现在监督直属省里面管理，是

否合适？

猫鼠游戏如何终结？

对于钱冠林提出的问题，与会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云东建议，在治理

污染方面， 可以引进一下新的机制，

比如给私人企业一些资助，也许会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在香港 19

年，见到很多先进的治污技术，例如

用植物过滤污水，可以起到很好的效

果。 ”

环保部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夏光则建议， 改变国家的激励导向。

目前的现状是评价和考核做得比较

好，但是提拔做得比较弱。 建议对于

在环保方面做得不到位的官员要追

责，而对于环保和发展平衡发展做得

好的官员要提拔。

清华大学环境影响评价室副主

任杨卫国表示，建议在调研时带着专

家一同前往，因为所有的治理都要依

照环保标准，例如对于之前污染的土

地有场地修复的规范，对土壤，地下

水可以取样根据数据就能看出来。

杨卫国同时表示，发展和环保的

关系像是一对吵闹的夫妻，其永远是

并行的。 建议地方政府在上一些项目

之前做一个环境承载力的研究，这样

就能测出某个地区大概能承载多少

发展规模。

全国政协人资环委驻会副主任

凌振国表示，对于腾格里沙漠的监督

性调研正在筹备中，该调研将于下个

月开始。

环保部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夏光建议，对于污染企业不要全部取

缔， 因为建设企业都会投入很多成

本，而直接取缔企业的损失巨大，这

个损失没人会去承担。 同时涉及历

史遗留的问题， 要走园区化的治理

之路， 比单个处理的经济效益会好

很多。 可以在园区内建设集中的污

水处理厂家，这样可以降低成本。 还

可以搞一定的循环经济， 一个企业

排的废水另外的企业可以用， 是解

决存量的一种方法。 而在监督方面，

以前在环保监督上企业是老鼠，环

保部门是猫。 扭转这种局面就要让

政府摆脱与利益相关的窘境， 同时

加强公众、 媒体的监督以及企业的

自我监督。

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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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腾格里沙漠污染：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如何匹配？

本报记者 郝帅

视角

本报记者 郝帅

震惊全国的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过去已近 1 年， 到现在

为止对于污染地的治理还在进行。 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为什

么会形成？其污染元凶“还原物”从何而来？类似污染事件是否

还存在？ 带着这些问题，《中国企业报》记者在近期举行的“腾

格里沙漠污染治理” 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研讨会上采访了与

会的清华大学环境影响评价室副主任杨卫国。

破坏易修复难，污染亦细分

《中国企业报》：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的成因是什么，其主

要污染物“还原物”是何种物质？

杨卫国：包头、鄂尔多斯、乌海、东阿拉善，乃至阿拉善国

境对面的蒙古戈壁省，都是煤炭储量丰富的地区。随着近年经

济形势发生变化，煤炭需求不振，价格下滑，单纯的煤炭输出

也面临着运输困境， 将产业布局从采掘升级为附加值更高的

煤化工等项目是必然出现的现象， 煤炭资源在产地消化能够

将附加值留在本地，而且节省运输成本,符合地方政府和企业

所追求的利益。 在产业链细化过程中，对水资源、土地资源的

消耗加剧了，污染也跟着细化了。

内蒙古和宁夏分别在腾格里沙漠腹地建起了内蒙古腾格

里工业园和宁夏中卫工业园区，引入了大量的化工企业。园区

初步形成了硫化系列、 萘系列和苯系列三个染料精细化工产

业链。 硫化、萘和苯在该地区大致都是以煤炭为原料生产的。

其主要污染物是化学名为 3-氨基-甲氧基乙酰苯胺的染料中

间体还原物。

这些“还原物”是在大量硫酸介质下，用硝酸将对氨基苯

甲醚进行硝化， 然后用大量水稀释洗涤， 这一步每一吨耗用

98%硫酸 5 吨以上， 最后都变成 30%浓度的含高浓度有机物

废酸；最后一步采用国家已经明令淘汰的铁粉还原工艺，产生

大量高毒有机物的固废。

这些受污染的地区本身环境比较脆弱，一旦破坏，修复很

难。 值得反思的就是没有管理好，进入的门槛太低，在招商引

资上能来就不错了， 相关管理部门基本上没有讨价还价的资

本。但是现在在地方土地资源越来越紧缺的时候，应该有所变

化，要设立高的环保门槛。

还原物的产生工艺上，都应达到相应的标准与要求。

利益促使转移，还原物扩散

《中国企业报》： 类似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元凶的“还原

物”是否在监督严格后有转移并污染他处的情况发生？如果有

的话为什么会这样？

杨卫国：“还原物”污染的确出现了新动向。 2014 年 9 月

腾格里沙漠污染曝光后，还原物供应紧张，市场机遇造成铤而

走险；由于污染工艺生产还原物流程短，只要方便排污，生产

很容易组织。目前浙江、江西、江苏、安徽、河南、河北乃至吉林

都有组织生产的情况；有了腾格里的“前车之鉴”，新进入者生

产方式更加隐蔽，隐蔽违法能力更强，更加难以监管。

“还原物” 污染在利益下的转移和扩散还出现了以下特

点，选择偏远、不发达地区，尤其是在环境监管执法较为薄弱

的地区。化整为零，不少企业把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分散在不

同区域的小企业中完成，而真正的组织者则基本躲在幕后。打

时间差，不少污染企业不具完备的环保处理能力，一有检查就

停产限产，风声一过就开足马力生产；化工区、化工厂的污染

高峰往往是节假日和夜间等监管松弛的时间段。改头换面，一

些企业把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都交给贸易公司或固定的第三

方去管理，通过把自己从市场中隐藏起来从而逃避监管。偷梁

换柱，一些企业环评批的工艺是环保新工艺，实际投用的却是

污染老工艺。暗管、渗坑和转移，我国的一些化工区、化工厂在

设立之初就敷设了排污暗管、排污渗坑，有些企业更为“高瞻

远瞩”：暗管埋得深、敷得远，实际工作中很难查处。

困境由来已久，升级是出路

《中国企业报》：治污困难是环保部门经常遇到的问题，从

公开报道经常能看到检查来了都环保， 检查走了还污染的现

象，这种现象的原因和我国治污的现状是什么？解决途径又在

哪里？

杨卫国：治污难是我国现存的问题，地方政府保护污染企

业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一些污染大户也是盈利大户、 税收大

户，利益早就把企业和地方政府，甚至周围百姓（主要是环保

意识较为淡薄的村民）绑架了，形成了污染的区域孤岛，甚至

是“根据地”。 企业环境违法成本过低，政府环境责任过低。 中

国化学工业产能过剩由来已久， 许多行业都处于低水平的竞

争，这种长期的低水平的竞争无疑限制了技术的进步，延缓了

对污染的治理，究其原因化工产业的环境门槛过低。

还要看到绿色、先进工艺因为投入大，周期长反而成不了

市场主流，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比如“还原物”生产

中的废酸可以通过浓缩处理， 铁粉还原可以由绿色的加氢还

原代替，但成本则会增加很多。同时环境历史包袱太重也是原

因之一，不少已建成的企业当年都是有了地方政府“这里环境

容量大”的保证而投资，环境设计理念和标准落后，在新形势

下骑虎难下。

治污难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环境违法成本和政府环境责

任过低。守法的成本从某种意义来说过高。其实不如让标准科

学，让企业通过努力能达到，引导企业做到达标。 现在是一些

标准定得过高，企业怎么蹦都够不着；另一方面，违法成本很

低，甚至零成本。 环境标准不是越严格越好，而是要切合经济

的水平，让红线外面的企业付出大的代价。

腾格里污染元凶扩散

技术升级成治污关键

本报记者 郝帅

让污染企业破产是终极目的吗？

航拍中卫工业园污染场地，大型机械正在偷偷挖掘、搅拌污泥近期召开的“腾格里沙漠污染治理”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