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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对策 

杨 钢 

城市是人类重要的居住环境，城市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心和焦点。重庆市作为一个人口众多，以重化工为主的老工业城

市，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十分重视生态环境问题。但是，由于经济能力有限，技术、经验不足，在生态环境方面却在低水

平上艰难维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特别是三峡库区成库后，生态环境问题将更显突出，资源与环境的矛盾将更尖

锐。实施可持续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重庆市跨世纪发展战略的重要取向。 

一、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 

1.大气污染严重。重庆市是世界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之一。主城区人口密度大，工业密集，大气污染是煤烟型为

主的复合型污染，主要污染物为降尘、二氧化硫和酸雨。长期以来，大气质量保持在较重污染级别，主城区大气中二氧化硫的

浓度超过国家二级标准 4.7倍，涪陵区超过 6.5倍。全市每年耗煤约 1800万吨，由此产生的 90多万吨二氧化硫和 30余万吨烟

尘排人大气环境，从而造成的酸雨酸雾危害十分严重。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机动车数量的增加，助动车和汽车尾气造成的空

气污染也日趋严重，成为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2.水环境污染加重。由于城市基础设施欠账多，城市化进程加快，主城区和部分中小城市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未经处理

便排人河水，从而造成长江水质恶化。2000 年全市排放工业废水约 8.4 亿吨，近五分之一未经达标排放，生活污水 4.4 亿吨，

导致长江、嘉陵江、乌江重庆段污染加重，水质环境不断恶化。全市境内 68条主要次级河流，已有 l/4属严重污染，有的已成

纳污沟。特别是水资源缺乏的西部地区，由于水源受到污染，近几年连续发生水荒。 

3.固废污染潜在威胁加剧。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废弃物和生活废弃物增加，远远超出了城市垃圾

处理能力，大量固体废弃物就地堆放，造成二次污染。2000 年全市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 800 多万吨，综合利用率不到 50%，

大量就地堆积或直接排人江河。全市历年累计堆放渣量已近亿吨，其中一些有毒有害废渣尚未得到妥善处置，直接威胁到饮用

水源和周边环境。2000 年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 262 万吨，只能基本做到清运出城进行堆放填埋或部分焚烧处理，远未达到无害

化处理的要求。 

4.噪声污染危害极大。重庆是一个老工业城市，城市布局不甚合理，工业区、商业区、生活区相互混杂，没有明显的功能

分区;主城区和一些中小城市道路狭窄，弯多坡高，车流量大，鸣笛多，且集中于干线，交通阻塞严重城区噪声普遍超过环境噪

声标准，尤其在夜间，干线两侧超标更甚城区噪声污染也成为城市环境中的一大公害。市区噪声强度有时达 70分贝以上，有的

街道和地区夜间噪声达 50分贝以上，许多城市居民不得不生活在噪声超标的环境中 

5.城市地质灾害严重重庆市地貌形态受地质构造及岩性控制，山坡陡峻，区域内重庆市危岩滑坡共有 777 处，总面积 7583

万平方米，总体积约 11.3亿立方米。主城区沿江地带每平方公里有危岩滑坡一处以上。渝中区由于受两江切割、侵蚀、冲刷，

危岩滑坡灾害每平方公里达到 5处之多。此外，“(涪万黔)”大地区多属山区城镇，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峻、河流深切，多有

暴雨发生，地质灾害更是频繁发生。据统计，共有城市危岩滑坡 150余处，总体积约 55071万立方米. 

6.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建国以来，森林面积减少了一半，森林覆盖率已降到 17%左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不合理

的砍伐后所营造的是纯林，组成树种单一，整体森林群落功能失调，生态系统稳定性差，并已导致生产力下降。其结果造成重

庆市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据统计，全市水土流失面积达 4.35 万平方公里，而强度流失面积达 30%以上。由于土地质量差，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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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人口密度大，毁林开荒等造成了大量坡耕地，更加剧了水土流失。 

二、实施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1.从发展战略上认识生态环境保护上不仅各级领导者应认识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的关系，而且每个市民都应

该具有明确的环保意识。充分认识并正视重庆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压力和尖锐矛盾，应当十分突出生态环境

保护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把生态环境保护纳人重庆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突出政府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的环境保护职能。 

2.加强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环境保护基本国策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每年应研究、解决环保工作

中的重大问题。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环保，并将环保工作作为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加强对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

核的领导，将指标分解到市级有关部门、各级政府和重点企业，纳人环保目标责任制，定期检查和考核，以此推动这项工作，

使我市在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中，逐步改变排位靠后的状况。 

3.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结合重庆市的实际，环境保护应成为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内容。按照有关规定，今后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建设项日，实行环境一票否决权，严格控制污染工业项目建设，主城

区要逐步转向以发展第三产业为主;对现有企业，要结合技术改造加强污染治理;对位于饮用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以及人口

稠密区的污染严重的企业，要创造条件逐步迁出或者转产。 

4，认真解决开发性移民中的环保问题。对三峡库区移民搬迁中的小城镇建设和企业搬迁，必须编制相应的环保规划，并认

真组织实施。迁建企业要选准产品进行技术改造，提高技术起点，完善环保措施。库区搬迁城镇要调整能源结构，以燃用天然

气为主，改善城镇环境质量。积极筹集和用足用好开发性移民中所需的环保资金，搞好淹没迁建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结合小

城镇建设发展乡镇企业，搞好农业综合开发，加强国土整治.扩大移民就地后靠地区的环境容量，防止开发性移民出现新的环境

问题。 

5.防治工业污染，推行清洁生产。当前，影响环境质量的主要污染物来源于工业生产，工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是主要原

因。为此，在新建、扩建、改建项目时，技术起点要高，尽量采用能耗物耗小、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工艺:要根据环境承载能

力，合理布局、实行资源优化配置;工业污染防治要提倡区域综合治理和集中控制，提高规模效益;要坚持引导和限制的原则，

积极防治乡镇企业污染，严禁对资源乱采滥挖;大力开展综合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6.大力推进科技进步，积极发展环保产业。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根本的出路在于依靠科技进步。充分研究环保投人与经

济增长的关系，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酸雨防止技术研究。重点研究和推广清洁生产和综合利用技术、高浓度有机废水的综合

利用与处理技术、节能技术、脱尘和除尘技术、生态农业技术等。为了尽快把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的污染防治能力，必须大力

扶持环保产业的发展，要把环保产业列人优先发展领域。 

7.增加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投人。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除了依靠法律、法规，加强管理外，必须保证一定的环保投人，

而且投人应逐年有所增加。按照“谁污染谁治理”、“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在基本建

设、技术改造、废物综合治理、财政税收、金融信贷等方面，抓紧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确保环保投人稳定增加，

强化排污费的征收和使用管理，建立污染治理流动资金，积极利用外资，优惠贷款优先用于环境保护 8.广泛开展国际国内环境

合作。环境保护是一个跨国家、跨地区、跨集团的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不仅在国内要使用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也要充分把

握机会，继续扩大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项目的支持，以各种方式吸收国内外的资金和技

术，缩短在环境保护方面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重庆市应广泛开展对外交流，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努力推动环境保护“新

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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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健全环境法制，强化环境管理。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环境投人有限的情况下，健全环境法制，强化环境管理，是控制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一项有效手段，发达国家“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有益经验应该借鉴。根据新重庆的环境形势，

修改、补充和完善环保法规体系，是依法保护环境的法律依据。同时，应认真总结环保法实施中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进一步

完善环境保护法规和标准，积极推行各项行之有效的环境管理制度，全面加强环境管理。 

10.参照《中国 21世纪议程》，制定重庆行动计划。《中国 21世纪议程》是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指导

性文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重庆是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特大

城市，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的严峻挑战。因此，编制重庆市 21 世纪议程行动计划，走可持续发

展道路，是把重庆市建设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经济中心和国际大都市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