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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以秦淮河的治理为例 

王筱越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江苏 连云港 222003) 

【摘 要】：当今我国环境污染的现象广泛存在,提升与改善我国各地区的生态环境为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在

明确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性之下,研究了环境污染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以秦淮河水污染治理的案例

为例,深入分析了造成秦淮河水污染的原因与治理后的两岸现状,剖析了治理中对两岸经济有益的治理措施,及其为

当地经济带来的正面影响。深入发掘了秦淮河治理后为其它地区的生态经济改革提供的经验与参考,及对其它污染

地区周边的产业升级转型与进一步发展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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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面临的环境污染的问题复杂多样,而这些问题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与发展环境的制约下逐步生成的,严重的环境污染导

致了我国环境质量的逐年下降,生态平衡的逐渐打破。生活环境的破坏给我们的生产与生活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损失与影响,而敢

于直面环境污染的困境,并不断采取措施挽救与改善我们的环境已成为全人类的挑战与愿望。 

随着我国政府对环境污染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环保机构建立的日趋完善,法律制度的不断进步,我国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取

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等方面的问题仍然严峻,例如黄河流域、松花江与辽河流

域的水污染严重,城市地下水污染呈恶化趋势;长江以南与青藏高原以东及华中地区的酸雨,工厂周围的煤烟型污染;西北地区与

山西的水土流失;青藏与新疆的土壤环境被破坏,草原退化与森林锐减导致了土地荒漠化;有毒有害化学品突发污染事故频发等

等。这些问题的相互交织与影响,使我国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范围和程度也在不断扩大与加深,所以加快进程治理环境污染显得

尤为紧迫而且重要。 

限制环境污染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减少其对各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与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不仅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时间

与财力去推行环境保护的措施与政策,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也需要我们个人与企业在发展生态友好型社会的政策下,从发展绿

色经济的战略出发,减少污染,支持新能源经济的发展。 

本文深入分析了环境污染治理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并以秦淮河水污染成功治理为例,印证了水污染治理对当地经济发展

的正面影响,以求为我国其它地区进行环境治理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落实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型国家的战略目标。 

2 环境治理的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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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各地区的就业水平 

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势头之下,环境问题和就业问题一时成了政府亟待解决重大问题。然而,为减轻环境污染带来的社会

危害而调用社会资源,不但会使国民经济在健康的环境中发展,并且还会增加有关的就业岗位。首先,由于人们对环境污染导致的

健康威胁产生的恐慌,致使大量环保产品被生产出来,在人们极大的需求量下一路畅销,形成了全球范围的产品商业链,创造了对

生产及销售产品不同环节的就业需求。其次,环保监察产业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据我国有关部门统计,截至 2015

年底,全国环保系统机构增至 14812 个,参与全国环保系统的工作人员直达 23.2 万人。这些就业岗位的设立,不仅直接提高了人

们的环保意识,而且还分担了社会的劳动力压力,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2.2维护生态系统,减少自然灾害发生的概率 

自工业化时代以来,人们为了谋求社会的发展而对自然资源进行了过度的开发,于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遭到了极大的

破坏,生态问题的逐步累积致使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升高。例如不合理的水利工程建设导致了渭河流域的洪涝灾害;过度放牧与

开垦引发了西北与华北的沙尘暴现象等等。而合理的环境治理措施,可以维护与加强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为自然灾害的发

生提供缓冲与削弱的空间。治理环境污染,减少自然灾害,其意义不言而喻。一方面,自然灾害的发生会带来后果严重的经济损失,

降低损失,就是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积蓄力量,奠定基石。另一方面,这也为我国节约了提供给受灾地区的救济资金,使其投入到资

金需求量大的地方,为我国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增添助力。 

2.3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响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大量污染企业存在于工农业的产业链低端,产能落后,更有很多经营不善、持续亏损且产能冗余的僵尸企业存在。近年来,我

国政府对环境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大,对工业污染物排放的标准也更加严格,清理整顿违法违规建设项目的举措更是愈发频繁。在

这样一种潮流趋势之下,污染型企业不得不规划自己的排放结构,优化技术、人才、信息、知识等要素的投入,减少资源消耗与对

环境的破坏,并在国家的引领下,有重点有选择地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个任务,在供给端改善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技术。如

此,不仅环境污染程度可以得到缓解,企业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与灵活性也能够得到增加,企业经济结构更是会朝向转型升

级的方向不断发展,由粗放型生产的模式转变为集约型生产的模式。在提升生产技术,推进企业转型的同时,企业可以提升自身产

品质量和标准,进而提升社会的消费层次,以供给带需求,达到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的目的。 

2.4加快新能源市场的开拓与发展 

目前我国国民生活在一个被严重污染的生存空间之中,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使他们加大对绿色科技类产品的购买需求,这导致

这些产品的市场领域发展壮大,直接促进了商品的流通量增大,企业营业额增多,产品利润增大。另外,一些煤炭等旧能源使用的

减少,如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利用率的提高,加以政府的政策支持,会推进新能源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也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

来绿色,健康,而又乐观的前景。 

2.5为出口企业提供有利的发展机会 

由于部分出口产品的安全卫生指数不达标而导致我国产品被他国的绿色贸易壁垒拒之门外的例子数不胜数。但因环境治理

而提高的相关环保标准以及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会促使我国企业按相关规定生产健康合格的产品,并且有意学习发达国家的成熟

的物料管理系统和供应链信息传递系统,主动适应一些要求合理的绿色贸易壁垒,使我国对外出口的经济效益增加。 

3 秦淮河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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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河,源于上游句容、溧水二河,流向自西向东,两岸为低洼圩区,圩区后面是丘陵山区。全长 110 公里,流域面积 464.82

平方公里。秦淮河干流流经南京城区,南部从西水关流出,汇合于长江。秦淮河可以说是南京的母亲河,孕育了金陵的古老文明,

《夜泊秦淮》更是流传已久的千古名篇。1923年 8月,俞平伯与朱自清同游秦淮河,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题,各作散文一

篇,风格不同、各有千秋,描述的都为秦淮河两岸的景色,一时传为佳话。 

3.1治理原因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以破坏环境的代价来获取经济效益的发展,人们生产生活的废水与污染物被不断排入河流,对流域的

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因此,在谋求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改善和缓解秦淮河两岸的环境污染显得尤为紧迫而且重要。 

3.1.1治理的重要性 

治理秦淮河环境污染、保护水环境良好状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良好的环境可以提升居民饮用水的质量,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由于秦淮河在整个城市的流域面广,所以其水、空气、生态环境的改变,会对城市人群健康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积极

的影响。而秦淮河作为居民生活用水的重要来源,它的水污染治理,也为长江流域南京段的水质提升创造了条件,为南京市的居民

提供健康安全的饮用水。 

第二,发掘其航运价值,改善水利条件。 

秦淮河干流航道达到国家 6级航道标准,维护标准水深 1.5米,维护保证率为 90%,常年可供 30吨～100吨船队分段航行。据

三汊河流量观测点统计,1999年秦淮河船舶通过量为 3.45万艘,581.6万总吨,其中重载为 270万吨。 

第三,整顿市容,以优良的水环境面貌展现世人,进一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秦淮河沿河两岸,一直是繁华的商业区的居民地。六朝时成为名门望族聚居之地,商贾云集,文人荟萃。隋唐以后,渐趋衰落,

却引来无数文人骚客来此凭吊,咏叹“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明清两代,是十里秦淮的鼎盛时期,明末清初,秦淮八

艳的事迹更是脍炙人口。如今南京市对这一风光带的修复,会使秦淮河再度成为我国著名的游览胜地。 

第四,增加就业。 

秦淮河整治工程可以直接或间接增加如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旅游业、商贸业的就业人数。 

3.1.2治理的必要性 

治理秦淮河水污染是改善流域地区人民生活、社会生产条件的迫切需求,其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河流因污染而退化

的自身净化功能会导致严重的泥沙淤塞,阻碍航运的畅通。第二,水质的下降会致使农业灌溉质量的下降,影响农业的发展。第三,

污染会破坏秦淮河流域范围内的生态平衡,水流的循环会使污染面积扩大,导致更深层次的污染。 

3.2治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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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秦淮河河水污染严重。据环保部门的监测资料,当时外秦淮河水系污水总排放量约为 344万 t/a,生活污水为其主

要污染源,水质恶劣。面对当地赖以生存的母亲河,当地政府决心全面地整顿秦淮河流域环境质量,改善生态环境,规划流域内的

经济、民生、社会、环境协同发展。据统计,“十五”期间,秦淮河治理工程累计投入 1250亿元,2006年至 2008年又投入 940亿

元。随着政府数十年来对秦淮河污染的持续治理,布局缜密,治理范围广,投入资金大,治理过程复杂。 

2002 年,在将秦淮河建设成一条“美丽的河,流动的河,繁华的河”的指导思想下,南京市市政府成立了秦淮河环境综合治理

领导小组,制定了综合的整治和复兴目标,开展了持续四年的第一期治理工程。2005 年提出“建设与开发并重”的建设方针后,

随即开展了第二期治理工程,拉开大规模的外秦淮河治理的序幕。 

两次工程包括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防洪:清理和拓宽河道,加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与修建堤防。 

(2)排水:引入长江水来疏浚被污水堵塞的河道,进行污水处理,并完善规章制度,对企业进行排污整治。 

(3)安居:拆除河流沿线搭建的简易住房,迁移居民,同时使重污染型企业搬离河流沿岸,并将小微企业迁移至开发区。 

(4)环保景观:修缮沿岸的历史文化景观,一步步恢复已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系统。 

3.3治理结果 

经过政府和社会的不懈努力,河水的污染状况已得到有效控制。 

如今的秦淮河,水质量逐步提高。根据国家淮河委员会的监测统计,与八年前相比,2014年秦淮河流域全年期Ⅲ类以上水质比

例增加了 7.9%,水质改善明显,2015年秦淮河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已达 64.6%,提高了 8.9%。 

污染企业数目在减少,同时其产业结构也进行了调整。南京市打造出秦淮东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建成白下高新技术、中

国云计算创新基地、秦淮电子商务等产业园区。企业通过提高技术水平,不但减少污染,还为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 

居民生活条件在改善。五年来,秦淮区累计完成 190个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建筑面积约 820万平方米,惠及居民约 25.1万人。

累计完成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改造 151处,实施了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完善了城市功能。 

截污管防以及防洪排水设施在有关部门的督促下逐步修缮完毕。秦淮区共拆除、征收、退让河道蓝线范围内违建 329处,合

计面积近 7万平方米。对全区黑臭河道沿河排口进行了精细化、全覆盖的摸排,全面整改排口 260个累计完成河道清淤约 120万

平方米。 

秦淮河两岸历史文化风貌焕然一新,得到了充分的综合开发利用。2016年,秦淮区接待游客 51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479

亿元。游客接待量占全市近 50%,旅游总收入占全市 1/4。“十里秦淮”全线实现了水清、岸绿、景美、船通,秦淮河水上游览线

成为了黄金游线。 

3.4政策建议 

3.4.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5 

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使产业由粗放向集约转变;进一步开发绿色能源,推进循环可持续经济发展以节约资

源,保护环境。促进秦淮河流域第三产业的开发,创新服务业,优化提高传统服务业,推行制造产业的升级和转型。利用高新技术

进一步发展企业的核心技术,提高竞争力。 

3.4.2继续坚持河水治理 

对秦淮河的治理,从 2000 年至今一直未间断,这是一个漫长而持续的工程。治理解决了防洪,岸线堤防改造,调水工程实施,

改善河道水质与截污等多个问题,明显改善了秦淮河流域的水环境质量,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如与外秦淮河相比,内河水质由于游

客观光游玩而遭到污染,水质更加恶劣;汉中门等河段的河岸硬质化使其离生态河道还有一定差距,所以,对秦淮河的治理南京政

府任重而道远,需要有坚持不懈的持续精神。 

3.4.3树立环保意识 

树立环保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意识,明确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政府可以对河岸进行景观改造,以秦淮河为主轴,改

造重要景点周围码头为客运观光码头,将两侧亲水空间作为辅轴,构筑带状的绿色开放空间,形成整体的秦淮河观光带。同时结合

两岸历史文化和景观资源,重现小桥流水和繁华市井,沿秦淮河两岸修建栈道,可以让市民亲水临水,重温秦淮历史。居民可以转

变生活方式,使用新能源,使能源消费多样化。 

3.4.4严格监管,定期考核 

对于已经初步修复的秦淮河流域环境,政府应投入精力予以维护,使其得到进一步发展。如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保护工程结

果,严格执法,承担监督责任。定期进行水量水质监测,严格污水排放量限制和取水许可审批管理,建立考核机制,以约束不合格的

污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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