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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 防 治 法 》

(以
一

厂简称大气污染防治法 ) 已于 1 9 8 7有均

月 5 卜4第六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 会

第二
一

1二次会议通过
,

自 1 9 88 年 6月旧 起施

行
.

这是继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 保 护 法

(试行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 》
、

《 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

之后的又一个重要环境保护法律
。

这个法律

的颁布
,

是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 生 态 环

境
,

保障人体健康
,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 的一件大事
.

一
、

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立法背景

近些年
,

我国在防治大气污染方面的工

作有较大的进展
,

但大气污染仍很严重
.

据

对全国 60 个城市的调查
,

大气总悬浮微粒 日

平均浓度超过二级标准 (每立方米 3 00 微克 )
2

.

2倍
.

32 个北方城市 日平均浓度高达 8 60 微

克
,

还有一些城市甚至超过 1 0 0 。微克
.

28 个

南方城市 日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45 。微克
,

1 。。肠的城市超标
.

据对全国 72 个城市调查
,

二氧化硫年日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91 微克
.

37 个北方城市

为 93 微克
.

对 54 个城市进行酸雨监测
,

发现

有 45 个城市出现酸雨
.

当前
,

我国大气污染程度已相当于世界

发达国家 50 一 60 年代污染最严重的时期
。

特

别是冬季采暖期更为突出
,

一些城市大气中

总悬浮微粒和二氧化硫浓度 已达到伦敦烟雾

事件的起始值
,

如遇到不利于扩散的气象条

件
,

很可能会发生重大污染事件
.

大气污染

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危害
,

与大气环境密切

相关的疾病发病率及死亡率在不断升高
.

据

估算
,

大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
,

高达

近百亿元
。

1 9 7 9年 以来
,

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在大气

污染防治方面制定了一些政策和 法 规
、

规

章
.

如 19 8 2年的 《 大气环境质 量 标 准 》 ,

1 98 3年的 《 汽车污染物排放标准 和 测 量 方

法 》 、 《 锅炉烟尘排放 标 准 》 ,
1 9 8 4 年 的

《 关于防治煤烟型污染技术政策的规定 》
,

1 9 8 6年的 《 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 》 .

各地

还发布了一些地方性法规或规章
.

但是
,

大气污染防治
,

内容比较复杂
,

涉及的面很广
,

巫需一项专门法律来进行综

合调整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国第一部大气污

染防治法应运而生
.

二
、

大气污染防治法的
主要内容和特点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内容和特点
,

主

要有以下儿点
.

(一 ) 以控制煤烟型污染为中心内容
。

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构成是我国长期的政

策
.

目前
,

我国年产煤 8亿吨左右
,

其中作为



燃料燃烧的约占 8 4肠
.

全国年排放烟尘量约

念 8。。万吨
,

其中燃煤排尘 占年排放烟尘量的

80 呱
,

全国年排放二氧化硫约 1 4 6。万吨
,

其

中燃煤排放占90 肠
.

今后
,

随着我 国国民经

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

我国煤炭

的开采量和消耗量将有大幅度的增长
.

无烟

煤
、

块煤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小
,

原煤中所

含的灰份
、

硫份等也将增加
.

因此
,

控制煤

烟型污染是我国防治大气污染的关键
.

大气

污染防治法以专章对烟尘污染的的防治作了

规定
,

采取了以下几项法律措施
:

1
.

控制和改造锅炉产品质量
。

据 1 98 3年

统计
,

全国有工业锅炉 25 万台
,

每年耗煤 2

亿多吨
,

热效率只有 50 肠左右
;

另外
,

还有

10 多万台茶炉和上千万个居 民炉灶
,

每年耗

煤 1亿多吨
,

热效率只有 30 肠和 10 肠
,

而且都

是低空排放
.

以上两项每年耗煤 3亿多吨
,

约

占全国燃料耗煤总量的 50 肠
,

是重要的污染

因素
.

我国从 19 72 年开展消烟除尘以来
,

全

国投资 10 多亿元
,

改造了 10 万 台 锅 炉
,

但

与此同时
,

新投入使用的锅炉 中又有 10 万台

巫待改造
.

这种治不胜治
、

改不胜改的局面

必须扭转
.

所以
,

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
:

国

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规定的锅炉

烟尘排放标准
,

在锅炉产品质量标准中规定

相应的要求
;
达不到规定要求的锅炉

,

不得

制造
、

销售或者进 口
;

新建造的工业窑炉
、

新安装的锅炉
,

烟尘排放不得超过规定的排

放标准
.

2
.

发展集中供热
。

发展城市集中供热是

节约能源
、

综合防治煤烟型大气污染的重要

途径之一
。

在老城市改造和新城市建设总体

规划中
,

要求把生产用热和生活用热结合起

来
,

采用多种热源途径
,

编制供热规划
,

以

集中供热的方式替代分散的供热 方 式
。

所

以
,

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
,

城市建设应当统

筹规则
,

统一解决热源
,

发展集中供热
.

3
.

改进城市燃料结构
,

发展城市煤气
,

推广成型煤的生产和使用
。

大气污染防治法

规定
: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采取措施
,

改进城市燃料结构
,
发展城

市煤气
,

推广成型煤的生产和使用
.

发展城

市煤气的原则是
:

先大城市和重点环境保护

城市
,

后中
、

小城市
.

有气源条件的中
、

小

城市 (包括工矿区 )
,

也可优先气化
.

合理

利用多种气源
.

对于有天然气
、

焦炉余气
、

煤矿矿井瓦斯以及石油和化工尾气等可以利

用的地区
,

要充分利用这些气源
,

发展城市

燃气
.

煤炭资源优越的地区
,

要积极发展煤

制气
.

推广民用和工业型煤
,

是解决我国大气

污染问题的一条重要措施
.

发展型煤的好处

很多
:

一是节约能源
;
二是减轻污染

; 三是

一次性投资少
,

适合 目前国情
; 四是方便群

众生活
,

减轻家务劳动
,

而且比较清洁
.

“

六五
”

期间
,

我国的型煤事业有较大发

展
,

但离普及还有很大距离
.

目前型煤约占

民用生活煤的17 帕
.

到 1 9 9 。年
,

要求全国风

景游览城市
、

沿海开放城市
、

非采暖地 区的

重点城市民用型煤的比例达到 30 一 50 肠
.

此外
,

大气污染防治法还规定
:

在人 口

集中地区存放煤炭
、

煤歼石
、

煤渣
、

煤灰
、

石灰
,

必须采取防燃
、

防尘措施
,

防止污染

大气
.

(二 ) 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总则和关于管

理原则
、

管理制度的规定
,

与水污染防治法

的规定基本上相同
,

但也有一些不同
.

某些

规定比水污染防治法更明确
、

更有力
。

关于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

制定
、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

排污登记制度
、

限期治理制度
、

现场检查制度等
,

大气污染

防治法与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是基本上相同

的
,

但在下列问题上
,

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

定则更明确
、

有力
.

1
.

关于将污染防治纳入国家计划管理的

轨道问题
,

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是
: “

国务

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

必须将水

环境保护工作纳入计划
,

采取防治水污染的



对策和措施
。 ”

大气污染防治法草案关于这

一问题的规定
,

与水污染 防治法的规 定 基

本上相同
,

但经全国人大常委 审 议 后
,

作了重要修改
,

正式的规定是
: “

国务院

和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
,

必须将大气环境保护

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

合理规

划工业布局
,

加强防治大气污 染 的科 学 研

究
,

采取防治大气污染的措施
,

保护和改善

大气环境
. ” ①

2
.

关于强制性的应急措施 问题
,

水污染

防治法规定
: “

在生活饮用水源受到严重污

染
,

威胁供水安全等紧急情况下
,

环境保护

部门应当报经 同级人 民政府批准
,

采取强制

性的应急措施
,

包括责令有关企业事业单位

减少或者停止排放污染物
。 ”

大气污染防治

法草案关于这一问题的规定
,

经全国人大常

委审议后
,

也作了重要修改
,

正式规定是
:

“

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然性事件
,

排放和泄

漏有毒有害气体和放射性物质
,

造成或可能

造成大气污染事故
、

危害人体健康的单位
,

必须立即采取防治大气污染危害 的 应 急 措

施
,

通报可能受到大气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

民
,

并报告当地环境保护部门
,

接受调查处

理
。

” “

在大气受到严重污染
,

危害人体健

康和安全的紧急情况下
,

当地人民政府必须

采取强制性应急措施
,

包括责令有关排污单

位停止排放污染物
。 ”

3
.

大气污染防治法增加 了关于奖励的规

定 (第8条 )和监测制度的规定 (第 16 条 )
。

这是水污染防治法所没有的
。

此外
,

关于排污收费制度
,

水污染防治

法规定的排污费分两 种
.

一 种 叫
“

排 污

费
” ,

即企业事业单位
,

只要是直接或者间

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
,

即使没有超过国家或

地方的排放标准
,

也应缴纳
;

另一种叫
“

超

标准排污费
” ,

即排污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

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
,

应当负责治理
,

在

治理期间
,

应当缴纳超标准排污费
。

而大气

污染防治法只规定缴纳
“

超标准排污费
” ,

没有规定缴纳排 污费
。

这是由于考虑到
:

与

水污染相比
,

大气污染 比较容易 稀 释
,

有

一定的特殊性
;

又鉴于 目前国家的经济条件

和排污单位的实际情况
,

要求向大气排放污

染物时
,

达 到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单位免缴

排污费
,

是比较合适 的
。

(三 )
“

区别对待
,

今后从严
” ,

是大

气污染防治法立法的重要指导思想
。

该法对大气污染 的治理
,

作了根据不同

情况区别对待的规定
。

即向大气排放污染物

超过排放标准的单位
,

尚没有造成严熏污染

的
,

一是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
,

二是要

缴纳超标准排污费
.

对造成严重 污 染 的 单

位
,

则作出了更严格的规定
。

对这些单位除

了要征收其超标准排污费以外
,

须由有关环

境保护部门报经同级人民政府决定
,

责令限

期治理
,

如果逾期仍然治理不好
,

必须承担

法律责任
,

即
:

除加收超标准排污费外
,

还

要给以包括罚款
、

停业
、

关闭的行政处罚
。

对新建项 目的大气污染防治
,

本着
“

今后从

严
”

的精神
,

作了严格规定
: “

建设项目投

入生产或者使用之前
,

其大气污染 防治设施

必须经过环境保护部门检验
,

达不到国家有

关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的要求的建设

项 目
,

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

”

(第 9条 )

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
,

第 32 条规定
,

有关

环境保护部门必须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
,

可以并处罚款
.

受罚单位如果不服
,

可以在

15 日内向法院起诉
,

如果既不起诉
,

又不执

行
,

则由作出该处罚决定的环境保护部门向

法院申请
,

由法院强制执行
。

对于汽车废气污染的控制问题
,

该法规

定
,

现在正在行驶的汽车
,

其废气排放超过

排放标准的
,

应当采取治理措施
,

具体监督

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

对新投入运行的汽

车
,

则作了严格的规定
,

即
“

污染物排放超

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的汽车
,

不得制造
、

① 重点符号是个文作者加 的
。

卜同
,



销售或者进 口
.”

(四 )规定了明确的
、

严格的法律责

任
。

该 法规定的法律责任分行政责任
、

民事

责任
、

刑事责任三种
.

与水污染防治法的规

定
,

基本上是一致的
.

其不 同点主要是
:

1
、 .

在行政责任条款中规定
:

对在人 口

集中地区焚烧沥青
、

油毯以及其他产生有毒

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
,

可以根据不

同情节
,

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
.

还增加了
“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
、

玩忽职

守的
,

给予行政处分
”

的规定
。

2
.

在民事责任条款中
,

与水污染防治法

一样
,

是实行无过失责任原则
。

第 36 条规

定
: “

造成大气污染危害的单位
,

有责任排

除危害
,

并对直接遭受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

赔偿损失
。 ”

但免责条款与水污染防治法的

规定稍有不 同
.

水污染防治法规定不负民事

责任的三种情况是 ( )l 水污染损失由第 三

者故意或者过失所引起的
,

第三者应当承担

责任
;

( 2 ) 水污染损失由受害者 自身 的 责

任所引起的
,

排污单位不承担责任
;

( )s 完

全 由于不可抗拒的 自然灾害
,

并经及时采取

合理措施
,

仍然不能避免造成水污染 损 失

的
,

免予承担责任
。

而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

不负民事责任的只有一种情况
,

即水污染防

治法上述规定中的第三种情况
.

3
.

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
,

比水污 染 防

治法的规定更严一些
,

表现在
:

( )l 水污染防治法第 43 条规定
: “

违反

本法规定
,

造成重大水污染事故
,

导致公私

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
,

对有关责任人员可以比照刑法第 1 15 条 或 者

第 18 7条的规定
,

追究刑事责任
. ”

而 与 之

相对应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38 条的规定
,

把

水污染防治法第 43 条中第一句话
“

违反本法

规定
”

删掉了
。

这就是说
,

只要是造成重大

大气污染事故
,

无论是否违反大气污染防治

法
,

对有关责任人员都可以比照刑 法 第 1 15

条或者第 1 8 7条的规定
,

追究刑事责任
。

( 2 ) 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增加 了一 条 刑

事责任条款
,

该法第 39 条规定
:

环境保护监

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
、

玩忽职守
、

构成犯罪

的
,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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