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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千年。在新的世纪里，

环境保护工作如何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基础；如何妥善处理好

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地区繁

荣；如何通过辛勤的劳动，为人民群众和子孙后

代带来一个清洁的优美的绿色家园，这是全国环

保战线广大干部职工都在思考的一个重大而现实

的问题。回答并解决好这个问题，是跨世纪环保

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回顾历史，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自1973年第一

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以来，已经走过近三十年的

历程。可以说，从七十年代的“公害”治理，到

八十年代的强化环境管理，再到九十年代的向环

境污染全面宣战，每一步的环保战略、对策和措

施都是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的。一方面，

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导致了环境问题的发生与恶

化，另一方面，环境管理与污染防治又促进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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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正是在可持续发展战略、

的指导下，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使得环境质量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下开始控制

了急剧恶化的趋势，而且部分城市和地区环境质

量有所改善。

展望未来，新世纪的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着更

加繁重的任务。这不但是因为我国环境形势依然

严峻，一些地方的环境质量仍在恶化，离人民群

众和实现中等现代化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而

且由于我国面向新世纪所作出的两个重大决策：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加入世贸组织，给环保工

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无论是西部大开发中

的生态环境保护，还是世界贸易中环境壁垒的积

极应对，每项工作都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繁荣。

只有一如既往地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抓住

机遇，顺势而上，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各项经济社

会发展之中，才能有效地保护环境，才能再造祖

国的秀美山川，才能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历史的

重托。

《东城区环境保护志》全面地记述了自建国以

来东城区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记载了东城区保

护环境所采取的措施和收到的效果，既有成绩和

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可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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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惠及后人存史借鉴。她的出版必将对东城区

的环境保护工作大有裨益。

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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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环境保护已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

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是伴随着共和国的前进步伐一同

发展起来的，为了推动环境保护事业向更高阶段发展，在

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编写了《东城区环境保护

志》。《东城区环境保护志》的编撰工作是在东城区环境保

护局党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得到了各有关部门的大力

配合，前后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本志书的初稿，

又经过了多次反复修改。

《东城区环境保护志》是东城区第一本环境保护方面

的专业性、资料性书籍，全书共八篇二十二章。它真实

地、全面地、系统地记述了东城区环境保护事业自建国以

来的发展历程，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集文字说明、数

字、图表、照片于一体，多侧面、系统翔实地记述了东城

区环境保护所走过的路程，采取的措施，收到的效果以及

存在的问题，从中可以了解东城区几十年环境保护的概

貌。
一

本志书在撰写过程中，查阅、采用了东城区环保局大

量的档案材料，同时还参考、采用大量的有关书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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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杂志、论著及文献资料的有关内容，找老同志座谈，

核实情况，对有关数据多次核实，以存真求实，还请教有

关专家、学者，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书中采用了各

方面的有关照片，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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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篇

第一章环境保护的历史沿革与概况

第一节环境保护的由来
。

茫茫宇宙中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美丽的蓝色星球，她看

上去那么孤独，那么脆弱。这就是地球——孕育人类的摇

篮。我们是这个“地球宇宙飞船”上的乘客，地球是我们

的诺亚方舟。至于地球驶向哪里?彼岸何在?我们至今对

此一无所知。如今，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人类，具

有了飞向月球或更远天体的能力，同时，变得越来越“强

壮”的人类，也越来越使得地球母亲不堪重负。我们的地

球太小了，太脆弱了，可怖的危机感正在向20世纪的人

类袭来。

自从人类学会了使用工具，渐渐从动物中分离出来的

时候起，人们就不再满足于自然界提供给我们的现成的食

物，开始了简单的生产活动。起初人类的生产力是如此的

弱小，以至于可以认为地球是无限大的，地球上的资源是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对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废弃
1



的极少的污染物来说，自然界的自净能力也是无比巨大

的。

正如力学中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同时存在一样，人类

对自然界的作用也必然引起自然界的反作用。我们的祖先

在世世代代农耕实践中，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从而具

有了初步的生态平衡概念。例如，《梦溪笔谈》、《齐民要

求》等著作中，对蓄养地力，休渔禁捕等都有明确的规

定，这是解决发展农牧渔业生产与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矛盾

的经验总结。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大量化石

燃料的使用，带来煤烟型污染的严重问题。为此，英国国

王爱德华一世在公元1306年曾颁布诏书，禁止伦敦工匠

在国会开会期间用煤。我国清朝乾隆皇帝，在1750年前

后也曾下旨，令煤烟污染严重的琉璃厂迁出京城。⋯⋯20

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人们获得了丰

厚的回报，但也引发了一系列重大污染事件，先后出现了

令人震惊的八大公害事件。煤烟、毒气对大气的污染，

汞、镉等重金属对水的污染以及核放射污染等使人们的生

命财产遭到巨大的损失。再后来，全球变暖，土地荒漠

化，臭氧层破坏，酸雨，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森林

锐减，生物多样性遭破坏等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地困扰

着人类。

早在十五世纪，恩格斯就曾指出：“我们不要过于得

意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每次胜利，自然界

都报复了我们。”自然界的报复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

己的行为。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

境会议，“只有一个地球!”的呼喊引起各国精英们的共
2



识。环境保护逐步纳入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二十年后，

1992年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

有一百多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总理出席，被称为“地球峰

会”，人们第一次共同约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此，

在全世界，环境保护作为政府和公众的共同任务，越来越

受到重视。回首历史，不能不说，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

要，是人类的一大幸事! 一

第二节建国以来环保工作的历程

1949年10月l El，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人民政权所面临

的是帝国主义侵略掠夺造成的满目疮痍，人民备受长期战

争和饥荒蹂躏而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从水深火热中站起

来的人民群众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集中力量医治战争

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生产设施，环境设施很快得到了恢

复和建设。在恢复经济的同时，环境也得到了改善。此后

直到70年代初，我国的环境保护处于萌芽阶段，虽然有

关文件中也提出关于保护环境的要求，但重视和落实是不

够的。

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于70年代初第一次人类环

境会议之后。我国派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于会后

的第二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上审议通

过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

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

“32字方针”和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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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若干规定》。1974年10月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正

式成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也陆续

成立了环境保护机构和环境科研、监测机构。1973年11

月，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和卫生部联合批准颁布了我国第

一个环境标准——《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北京

市东城区革命委员会三废治理办公室于1973年8月成立，

和全国、全市一样开始着手以消烟除尘为重点的“三废”

调查与治理工作。1975年3月三废办改名为东城区革命委

员会环境保护办公室。这时，从全国来看，始于60年代

的“三废治理”的概念已经被环境保护的概念所代替。同

时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也开始起步。1978年2月全国人大

五届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

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1979年9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基本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由此可见，我国的环

境保护工作从起步时期就走上了法制建设正确轨道。

1983年12月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标

志着环保工作进入了发展阶段。会议明确提出“保护环境

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而且制定了“经济建设，城乡

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做到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的战略方针。

1989年4月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系统地

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积极推行“老三项”、“新五项”等

8项行之有效的环境管理制度，即：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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