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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就有关环境保护问题讲点意见
:

一
、

搞好环境保护是长期的战略任务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

随着生产的发展
、

人 口的膨胀和对物质消耗的剧增
,

环境

的变化越来越迅速
,

环境的污染与破坏
,

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
,

是对人类的严 重 挑 战
。

对

此
,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

社会生产的发展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

人们的物质消耗是无止境的
。

因此
,

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决

不是一劳永逸的
。

老的问题解决了
,

新的问题又会出现
。

对环境的保护和治理
,

决不是抓一阵子就

完 了的事情
,

也决不是权宜之计
,

而是要长期坚持下去
,

世世代代要抓的战略任务
。

当今
,

世界上环境的污染是相当严重的
,

对经济带来的损失和对人体的影响都是 十 分 巨 大

钓
。

据美国
、

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国家统计
,

环 境 污 染 造 成 的 经 济损失
,

约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一 5%
。

我国尚无这样的统计数字
,

估计不会低于这个百分数
。

对资源的破坏其后果更加严重
。

环

境污染对人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

有些是直接的
,

有些是间接的 , 有些是近期的
,

有些是远期的 ,

有些是突发性的
,

有些是潜伏的带有遗传性的
。

它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人
,

还要影响到我们的

子孙后代
。

我们必须不断增强对环境保护和治理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

把现代化建设和治理好环境

紧密地结合起来
,

切实抓紧抓好
,

真正把我们国家建设成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强

国
。

二
、

搞好环境保护要依靠科学技术

造成环境的严重污染
,

原因是很多的
,

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
,

人们不认识不 尊 重 自然规

律
,

不重视不依靠科学技术的结果
。

这表现在各个方面
。

例如
:

第一
、

没有很好认识自然生态系统的互相联 系
,

互相制约的关系
。

环境的自净能力是有一定

限度的
,

超越这一限度
,

就会造成环境污染
。

对自然资源的滥采滥用
,

人口的急剧增加
、

城市的

恶性膨胀
、

土地的过分利用等等
,

都会造成 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
。

我国的大西北
,

历史上曾是森

林茂密的地带
,

由于历代战争的破坏和过量的采伐
,

形成了今日裸露的黄土高原
。

我国森林覆盖

率只有 12
.

7%左右
,

乱砍乱伐使覆盖率越来越低
,

水土流失也越发严重起来
,

估计约有 120 万平

方公里
,

占国土面积的 13 %
,

情况相当严重
。

这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后果
。



第二
、

不普千运用能盆守恒定体和物质不灭定律
。

能量是互相转化的
,

物质也是 互 相 转 化

钓
。 “

废
” 和 “

宝
” 是相对的

。

实行综合利用
、

综合开发
,

是解决环境问题有效的途径之一
。

实践

经验表明
,

建立资源开发—
原材料与能源利用—

中间产 品及最终产品生产—
“
三废

”
再加

工与综合利用的人工生态型经济联合体 (或称综合体或工业链 )
,

是达到上述目的的科学方法
,

可 以化害为利
,

经济效益显著
。

我们应当学会运用这种方法
。

第三
、

对环境不认宾进行预浦研究和论证评价
,

盲 目地进行开发建设
,

特别是一些大型工程

的官 目建设
,

引起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
。

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
。

不少工厂建成 以后
,

带来不

少弊病
,

虽然事后采取了大量治理措施
,

有的有所改善
,

有的是难以挽回了
。

策四
、

不 , 视采用新技术
。

不少新企业热衷于外延扩大生产
,

重复建设落后的生产装置 , 老

企业改造也不重视采用新工艺
,

不热心于开发无污染燃料
,

无害工艺
,

净化设备等新技术
,

也不愿

意把投资用在防治污染方面
。

第五
、

缺乏严格的科学管理
,

缺乏全民的环境保护的科学技术教育
。

我们虽然 已经制定了环

境保护法
,

但并没有全面地严格地执行
。

有不少人缺乏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
,

致使很多严重的污

染问题没有引起重视
,

妥善解决
。

以上列举的几个方面
,

都说明环境的污染是由于人们不认识不尊重自然规律
,

不重视不依靠

科学技术引起的
。

反之
,

尊重 自然规律
,

依靠科学技术
,

很好地治理了环境污染的例子也是不少

的
。

沈阳市曾是我国环境污染较严重的城市之一
,

几年来依靠科学技术
,

进行
“
三废

” 治理
,

基

本上控制住了污染物的增加
,

特别是在实现集中供热和联片采暖地区
,

大气污染现象有了明显好

转
。

铁西工人村 1 9 8 2年 1 月 同 19 8 1年 1月相比
,

大气中5 0
:

的含量下降了 1 / 3 。

又 如
,

包钢炼钢

中如何处理氟的污染
,

一直是十分棘手的问题
。

近几年组织科学研究攻关
,

经过 69 个流程的试验
,

筛选出浮选— 絮凝脱泥综合选矿流程技术
,

不仅提高了铁精矿中含铁品位和收率
,

而且使铁精

矿中含氟量由 2 %降到 O
。

3%
。

也就是说 80 %多的氟在选矿中除掉了
。

再如
,

湖北鸭儿湖
,

由 于

农药厂废水污染
,

造成水草不生
,

鱼藻绝迹
,

引起当地农民的惊动
,

经采用藻菌 等生 物 净化废

水
,

清污水分流等措施
,

已污染的鸭儿湖基本上得到了治理
。

还有北京的 官 厅 水 库
,

一度污染

很严重
,

组织了地学
、

生物学
、

化学等多学科科技工作者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采取有关措

施
,

控制住 了水库的污染间题
。

在国外
,

依靠科学技术治理好环境污染的例子也很多
,

曾被称为雾都的伦敦
,

现已多见阳光

了
,

泰晤士河也不再是臭水沟了
。

国土狭窄的 日本
,

工业是很密集的
,

但由于采取了先进的除尘

脱硫脱硝等技术
,

空气污染问题有很大的改善
。

总之
,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
,

一靠政策
,

一靠科学
,

坚持不懈的努力
,

问题是可以逐步解决

的
。

三
、

科技工作要为环境状况的根本好转切实作出贡献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
,

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
,

这不仅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
,

而且是整个现代化建设 的基本方针
。

我们的各项工作必须贯彻中央的这一战略方针
。

上面我已经谈了环境保护工作要依靠科学技术的何题
。

下面我想提几点科技工作如何为环境

保护工作作贡献的意见
:

第一
、

趁立统一的生态现和经济现
。

开展环境保护工作
,

目的是为了保持人类优良的生存环

境和保护人类所需的资源
。

从这意义讲
,

人类— 资源— 环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
环境也是一



种资源
。

人类可以而且应该运用 自然规律和现代化科学技术
,

合理利用资源
,

改造 自然环境
,

不

断建立新的生态平衡和物质文明
。

我们对环境保护
,

要持积极的态度
,

建立起统一的生态观和经

济观
。

近年来
,

这种新的观念的产生与发展
,

已使环境科学技术从只注意工业污染的控制
,

被动地

保护自然资源和自然生态
,

发展到重视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建立新的自然生态相结合的能

动 阶段
,

把生态观与经济观统一起来
,

同时考虑经济建设中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

环境间题是十分复杂的间题
,

决不是哪一个学科或哪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
。

这就要求 自然科

学
、

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彼此交叉渗透
,

要求各相关的专业人员密切合作
,

要求各有关部门联合

作战
,

紧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的支持和监督
,

更深刻地认识环境间题
,

找到解决问题 的正确途径

和办法
。

第二
、

要有正确的技术政策作指导
,

要坚持实行 以防为主
、

防治结合
、

综合治理的方针
。

防

治环境污染
,

是环境保护部门义不容辞的任务
。

但首先还应当是产生污染源部门的责任
。

环境间

题
,

又同每一个部门
、

每一个行业以至于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

因此
,

对环境问题必须采取综合洽

理的方针
,

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

各行各业都必须从我 国当前技术经济状况和环境问题

的实际出发
,

制定出切实可行 的环境保护技术政策和其它相关的政策
。

这些政策
,

既应指出解决

我 国环境问题的基本途径和环境保护技术的发展方向
,

又要促进经挤建设的健康发展
。

比如现有工业的环境保护技术政策
,

主要 内容应包括
:

改造落后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设备
,

提

高生产的科学管理水平
,

研究推广资源能源的综合利用和闭路循环生产的流程
,

把有关环境保护

的技术经济指标
,

列入企业必须完成的生产计划指标
,

等等
。

比如城镇环境保护技术政策的要点
,

应该包括
:

通过企业 的技术改造和城镇生产结构的调整
,

提高资源能源的综合利用率和就地消化能力
,

降低污染物的产出量
、

运输量和环境污 染 负 荷 水
-

平
。

通过适当调整工业污染源的分布
,

加强城镇的公用基础设施
,

以及普遍绿化
,

控制工业发展

方向等
,

以改善城镇环境质量
。

又比如对重大工程项 目的环境保护技术政策
,

主要内容要包括
:

进行社会经济开发
,

资源私

环境承载能力的综合平衡
,

提交开发方案的经济
、

环境损益分析报告
,

必须采用低消耗
、

少污染

的工艺装备
,

等等
。

以开采大型露天矿为例
,

其开发方案
,

必须包括能够对土地资源
、

地表径流

和天然植被等的破坏
,

降到最低 限度的技术措施和复垦计划
。

第三
、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在制定环境保护技术政策
,

经专家论证后将报请国务院审批
,

希望各部门各地方也要制定相应的环境保护科技政策
。

环境保护的科技工作必须抓重点
。

当前的

环境保护间题
,

需要解决的科技课题很多
,

而我们的人力
、

财力
、

物力又有限
,

不可能百废俱兴
,

只能抓重点
,

把主要力量集中在解决严重污染问题上
。

从地域上讲
,

把重点放在解决人口密集的

大城市
、

中心城市以及 自然保护区的污染问题上
;
从行业来讲

, 重点放在污染严重的能源开发
、

冶金
、

化学
、

医药
、

纺织等方面
;
从污染物来讲

,

重点解决大气中的煤粉尘
、

5 0 : 、

C O
、

有害的

碳氢化合物等
。

应大力减少工业用水量和污水的排放量
,

污水处理要回收副产品
,

合理利用水资

源 以及解决好农药及重金属等 的污染
。

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
,

又是冶金
、

化学等工业部门的主要原料
, 因此必须重点解决因烧煤

所引起的污染向题
,

合理
、

有效
、

经济地利用煤炭资源
。

其出路在于加强煤的转化和综合利用
。

赵紫阳同志有这样一段重要指示
,

他说
: “ 最近

,

陈云同志告诉我
,

要注意保护环境问题
,

这个

钱总是要花的
,

晚花不如早花
。

我看
,

今后我们在煤的综合利用和转化上下力气
,

就可充分合理

地利用开发资源
,

也为保护环境
、

治理污染采取了根本的措施
” 。

我们应当认真研究贯彻
。



善于学习 勇于实践

走出一条防治环境污染的新路子

林 汉 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委员会 )

李腾同志在报告中严肃指出
: “ 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

,

不抓紧环境保护工作
,

到本世纪末
,

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状况
,

也许象今天的人口问题一样
,

成为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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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

加强新兴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

近年来
,

核能的和平利用
,

新功能材料的开发
,

生物技

术
、

计算机技术
、

激光技术
、

遥感
、

遥测
、

遥控
、

机器人等新兴技术
,

在工农业生产和在环境防

治工作中的利用 已崭露头角
,

前景远大
。

国外在热烈议论所谓
“
第四次工业革命” ,

生产向节能

型
、

集约型
、

知识密集型
、

最佳化无害化发展
。

许多科研人员在进行极限技术的探索
,

即对于尺

寸
、

密度
、

压力
、

温度
、

纯度
、

频率等各种因素向极限境界进行最大限度的挑战
。

我国现有的几

十个企业中
,

许多企业技术落后
,

污染严重
,

其原因是因大量浪费资源材料和能源造成 的
。

如果我

们的资源
、

材料
、

能源的利用率能达到国际上较先进的水平
,

估计我们的污染程度可 以减少一半
。

改造现有企业
,

我们应当跟上世界科学技术前进的步伐
,

加强新兴技术 的开发和应用
,

正如赵总

理所说
,

这是一个
“
挑战

” ,

也是一个
“
机会

” 。

如采用微处理器
,

微型计算机等新技术
,

可以

较大地提高产品的质量
,

降低物质消耗
,

提高经济效益
,

从而也大大减轻了对环境的污染
。

我们要积极发展环境预测技术
,

这是搞好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和手段
。

要采用新兴技术
,

实

现环境污染自动连续监测和网络化
,

建立污染控制系统
,

对大量数据进行计算机处理等
,

以便逐

步建立起我国的环境污染预测预报
。

当前
,

我们急需要作的是
,

把有限的环境保护科技力量如何组织起来
,

统一规 划
,

分 工协

作
,

集中力量
,

切实解决经济建设 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
。

我们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能为环

境保护科技提供多一些资金
。

希望各地方也能为本地区环境保护科技费用予以必要 的 支 持
。

在
“ 七五 ” 和 2 0 0 0年的科技长远规划中

,

环境保护列为国家重点
。

希望各部门
、

各省 (市区 ) 制定

本部
、

本地区的科技长远规划时应把环境保护列入重点
,

为实现环境状况的根本好转作出贡献
。 `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
、

国务院的领导下
,

在我们各有关部门

的共同努力下
,

依靠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
,

一定会开创环境保护工作的新局面
,

促

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 l

第五
、

摸索科技体制改革
。

环境保护的科学技术体制
,

同全国科学技术体制一样
,

还不能适

应科技和经济建设的要求
,

必须进行改革
。

赵紫阳同志在听取国家科委汇报时指出
, “

科技体制

必须改革
。

不改革
,

没有出路
。

首先要立足于改
,

但全面的改也难
,

要分步骤进行
。

要从当前能

够改 的地方作起
” 。 “ 改革要围绕两个重点进行

,

一个是克服科研与生产的脱离
, 一个是有利于

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
” 。

我们要认真逐步落实赵紫阳同志的指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