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造成的包括大气污染、水

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和辐射污染事件。环境应急工作是指对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事前

风险防控、事中应急处置和事后调查评估等相关工作，其中事中应急处置主要围绕事故对外环境造成的影

响降低至最小的相关工作。2012年，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华南所）在生态环境部直

属单位中率先设立了“环境风险与应急研究中心”。中心自成立以来立足自主创新，率先开发了环境风险防控、

环境应急处置等技术体系，已成为我国环境应急与风险管理领域最重要的技术力量之一。该中心的相关应

急技术支撑了全国 22省市区 200余起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其中重大及敏感事件占全国 80%以

上。2020年 12月，华南所获中编办批复加挂“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应急研究所”牌子。为使广大读者及行业

从业人员了解突发环境事件应对策略和应急处置技术，编辑部特邀该团队骨干成员撰写系列专稿，包括专

论、方法研究及案例解析。这批专稿从本期开始陆续刊登，以期为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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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 2006—2020年突发环境事件数据，运用统计和个案分析方法，分析了近年来我国突发环境事件

的演变规律、总体情况及特点，基于典型案例，探讨了突发环境事件应对的有效模式及成功经验。结果表明：

2006—2020年全国共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6 569起，总体呈下降趋势；2016—2020年发生的重大及以上突发环

境事件较 2011—2015年下降了 69%，趋势明显，说明我国突发环境事件总体上得到了有效防控。然而，事件

多发频发的高风险态势并没有根本改变，近年来还呈现出情况复杂、类型多、诱因复杂、公众关注度高等一些

新的发展态势。基层环境应急准备扎实、应急指挥体系高效顺畅、预警防控体系健全、科技支撑和物资储运保

障有力、信息公开机制健全是妥善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成功经验。未来应注重重大环境风险的识别防范，重大

及敏感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准备和应对、环境应急管理人员能力的培养、环境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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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污染物或放射性

物质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

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

以应对的事件 [1]。近年来，我国环境应急管理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环境风险防范化解成效显著，

突发环境事件总量明显下降并趋于稳定。然而，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多发频发的高风险态势并没有

根本改变 [2]，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时有发生，并呈复杂态势，涉危化品安全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高

发，涉水事件比例高，事件空间分布区域聚集特征明显，环境应急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3]。据统

计，2020年全国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208起，重大和较大事件均有所增加，而且发生了多起敏感事

件，对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如 2020年 4月黑龙江伊春鹿鸣矿业公司尾

矿库泄漏事故 [4]，约 2.5×106 m3 尾矿砂水泄漏，特征污染物钼浓度最高超标 80倍，成为我国近

20年来尾矿泄漏量最大、对水生态影响最大、应急处置难度最大的突发环境事件。突发环境事件

的多发频发，尤其是一些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严重危害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极大地影响了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如何有效预防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是各级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和

经常性课题。

近年来，有部分学者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时空演化与基本特征等进行了研究。如李静等 [5] 运用

GIS和非参数相关分析方法，分析了全国范围内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动态变化趋势、空间地域

分布；丁镭等 [6] 利用 ESDA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和 Matlab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 1995—2012年我国

各地区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李旭等 [7] 应用 Origin软件分

别从 6个方面对 2011—2017年我国 3 203件突发环境事件进行了统计与分析。部分学者在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监测 [8]、风险评估 [9]、污染溯源 [10]、预警响应 [11]、损害评估 [12] 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据现

有文献，国内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研究大部分是对时空演变态势和事件原因、特征进行讨论以及对

属性数据的挖掘与研究，并运用统计图以及表的方式将研究结果可视化表达出来，鲜有结合典型

案例研判突发环境事件未来发展态势，总结应对处置的经验和做法。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通过将突发环境事件历史数据与属性数据结合，并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和

典型案例挖掘手段，分析了我国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发展规律和处置应对经验，以期为科学认识和

防范环境风险，妥善应对突发环境事件提供参考。历年的突发环境事件次数来源于生态环境部官

方网站公布的 2006年—2020年环境统计年报，部分属性数据和典型案例主要来源于《安全与环境

学报》中 2006—2020 年《国内环境事件》和《突发环境事件典型案例选编》(第一、二辑)，以及

政府公开发布和权威媒体报道的事件信息。 

1    突发环境事件近年来演变态势

2006—2020年内全国共发生各类型突发环境事件数量 6 569起，总体呈下降趋势 (见图 1)，其

中 2016—2020年共发生 1 361起，比 2011—2015的 2 597起相比下降了 49%，事件主要集中在长

三角、环渤海、甘陕、两广、两湖、成渝等地区，约占全国总数的 70%，高频风险区域逐渐减

小，说明突发环境事件总体上得到了有效防控。

1)重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明显下降，但越发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2016—2020年全

国共发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8起 (见表 1)，较 2011—2015年下降了 69%(见图 1)，下降趋势显著，

未发生过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但由于我国行业结构性、布局性环境风险突出等因素，重大突

发环境事件仍难以避免，并愈发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巨大的危害性。特别是大型

化工企业一旦发生事故，往往与爆炸、火灾、泄漏相互引发，具有突发性强、有毒化学品类型

多、危害性大、行为复杂、处置难度大的特点，对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构成巨大威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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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2015年天津港爆炸事故[14] 以及 2019年的响水爆炸事故[15]，大量危险化学品爆炸产生的污染物以

及周边被引燃物品持续燃烧产生大量污染物进入环境，污染物质众多且成分复杂，现场化学品种

类数量不清、降雨天气等不确定性因素给环境应急处置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2012年广西龙江河

表 1    2016—2020 年中国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Table 1    Major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from 2016 to 2020 in China

年份 事件名称 简要情况 事件起因 特征污染物

2016
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108国
道交通事故致柴油泄漏事

件

3月22日，一辆装载约28 t柴油的油罐车由陕入川，行至108国道宁强

县汉源街道办何家坟村处侧翻，约20 t柴油泄漏，部分进入河流造成

陕川跨省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交通事故 柴油

2016
江西新余“4·5”中安公司违

法排污致仙女湖镉、砷、

铊污染事件

4月5日，江西省新余市发生因宜春市中安实业有限公司违法排污致新

余市饮用水水源地仙女湖水体镉、砷、铊污染，事件造成新余市第三

水厂取水中断

违法排污 镉、砷、铊

2016
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饮用

水污染事件

12月14日，宜春市宜丰县工业园内陶瓷企业偷排含酚废水导致上高县

自来水厂取供水中断，监测表明，自来水公司取水口挥发酚浓度超标

10.2倍
违法排污 挥发酚

2017
四川省嘉陵江(广元段)铊污

染事件

5月5日，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燕子砭镇汉中锌业铜矿有限责任公司违

法排污导致嘉陵江四川广元段铊污染，广元西湾水厂水源地水质铊浓

度超标4.6倍，5月6日6时起停止取水，并启动城市应急供水

违法排污 铊

2018
甘肃平凉市泾川县柴油罐

车泄漏事故

4月9日，一辆油罐车在泾川县路段发生交通事故，泄漏柴油约24 t，
约12.35 t柴油沿公路路面进入汭河，造成甘陕跨省界重大突发环境事

件。4月11日2时，甘陕交界长宁桥断面超标10.4倍
交通事故 柴油

2018
宁夏盐池县储油罐原油泄

漏事件

9月20日，宁夏盐池县麻黄山乡潘山村采油368-8井场的储油罐发生原

油泄漏事故，约9 m3原油泄漏流入十字河，经6.8 km进入陕西省境内

汇入东川河，再流经10.2 km进入甘肃省境内。21日10时，陕甘交界断

面石油类浓度为3.1 mg·L−1，超标61倍

生产安全 石油类

2020
黑龙江伊春鹿鸣矿业有限

公司“3·28”尾矿库泄漏

3月28日13时30分左右，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鹿鸣矿业有限公司尾矿

库发生泄漏，泄漏尾矿砂水约250×106 m3，事件造成铁力市第一水厂

停止取水，伊春市、绥化市境内部分河段、农田及林地污染

生产安全 钼

2020
贵州遵义桐梓中石化西南

成品油管道“7·14”柴油泄漏

事故

7月14日6时6分许，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境内中石化西南成品油管道

柴油发生泄漏，泄漏柴油进入捷阵溪，汇入松坎河后进入重庆市境

内，造成跨省界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生产安全 柴油

 

图 1    2006—2020 年全国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频次

Fig. 1    Frequency of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from 2006 to 2020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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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污染事件 [16]、2014年重庆市巫山县千丈岩水库污染事件 [17]、2015年甘陕川锑污染 [18]、2016年江

西省新余市仙女湖水污染事件 [19] 等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均以发生突然、发展迅猛，瞬间污染物排放

量大、影响范围广、性质复杂、非常难易控制、危害后果严重为显著特征。其实，以我国现有环

境应急管理水平，已基本可以应对现实中的常规突发事件，但在面对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时却仍然

暴露出一些脆弱性。这提醒我们，要时刻聚焦复杂性环境风险防范和重大事件应对，重大突发环

境事件才是对一个国家环境应急能力的真正检验。

2)涉化工类安全事故进入集中爆发期，并引发次生性突发环境事件持续上升。据调查，我国

化工生产经营单位已达 21万家，涉及 2 800多个品种，其 2018年行业产值占全国 GDP的 13.8%，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因整体安全条件差、管理水平低、重大安全风险隐患

集中，在危险化学品生产、贮存、运输、使用、废弃处置等环节已经形成了系统性安全风险，导

致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 [20-21]。根据 2010年至 2018年生态环境部调度处理的突发环境事件统计，涉

化工行业及危化品事故次生突发环境事件占所有事件总量比例持续上升 (由 2010年的 41%上升到

2018年的 66%)，2013年以来全国发生的 15起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中，涉及危化品的就有 9起。受危

化品生产和销售的季节性影响，每年 4月至 9月为事故高发期，且事故的发生主要集中在运输和

储存阶段，占该类事件总数的 93%[22](运输 54%、储存 39%、生产 5%、其他 2%)。广东省 2013年至

2018年共发生突发环境事件 199起，其中涉及化学品行业的共计 86起，占比达 43%。生态环境部

近 3年调度的陕西省突发环境事件均涉及化工行业及危化品。化学品不稳定的特点，决定了其生

产、储运、使用过程中各个环节极易发生燃烧、爆炸、泄漏，从而造成大量有毒污染物进入环

境，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我国化学品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基础依然薄

弱，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应大力加强对化工及危化品行业安全事故次生环

境事件的防范和应对。

3)突发环境事件诱因日趋复杂，环境风险预警防范难度加大。当前，突发环境事件越来越呈

现出诱因的复合化趋势。从事件原因看，生产安全、交通运输等事故灾难以及地震、洪水等自然

灾害，均容易导致次生突发环境事件。从 2006年至 2015年环保部调度处理的长江经济带地区突发

环境事件统计来看 [23]，由安全生产、交通事故、企业排污、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导致的突发环境

事件分别约占事件总数的 40%、22%、16%、8%和 15%。2016—2020年，安全生产、交通事故次

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比例逐步增大，平均每年比例已超过 80%，其中 2019年高达 94%。这意味着绝

大多数环境风险隐患并不在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的视野之内，而其他部门则很难从环境的角度考虑

问题，且许多事件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发生的现场情景与应急需求难以精确预判，

这也直接导致环境预警的失效。例如，2013年“11·22”青岛输油管道爆炸事件 [24]，安全生产、企业

布局和历史遗留隐患类问题同时爆发；2014年汉江武汉段氨氮超标事件 [25]，是由于上游普降大

雨，开闸排放长期积累渍水以及农业面源污染物综合所致；2018年赣湘两省萍水河交界断面铊浓

度异常事件的发生则是企业违法排放含铊污染物与历史本底值叠加，加上 50年一遇的旱情综合作

用的结果，从发现醴陵市水源地铊异常到确定污染源，历时 20 d之久。这提醒我们，突发环境事

件诱因复合化程度正在增加，我们既要善于发现突发环境事件的苗头，妥善处置，防止小事拖

大，大事拖难，又要创新性地提高事前环境风险预警预防能力，防患于未然。

4)信息传播渠道呈多元化和多样化，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社会影响作用凸显。“新媒体”、“自媒

体”时代的出现，在畅通人们诉求表达渠道的同时，也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特别是突发环境事件

敏感度高，新闻性强，受关注度大，容易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发酵扩散，使突发事件在舆

论场上变得扑朔迷离，甚至被放大扭曲，此时如果处置不当，极易诱发群体性事件。2014年、

2015年兰州连续发生自来水异味事件，事件经网络及媒体广泛关注和报道后导致兰州市部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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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恐慌，引起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2018年福建泉港“11·4”碳九泄漏事件 [26]，由于当地存在信

息公开不到位、回应公众关切滞后等问题，一些谣言文章如《40万泉港人在无声中消逝》在微

博、微信朋友圈大肆传播，引发灾难性恐慌情绪。信息传播的过程，既有真相，也有谣言。这就

要求政府部门必须正视当前的舆论传播新生态所带来的强大冲击，主动融入并占领舆论传播的新

渠道和“制高点”，及时对突发环境事件进行权威的解释和引导，进行全面、客观地报道，切实满

足公众知情权，以挤压谣言产生和传播的空间。 

2    突发环境事件应对经验

1)基层环境应急准备扎实是防控突发环境事件的根本保障。环境应急的大量工作在基层，基

层是最初的环境应急响应单元，也是直接的应急主体，一旦形成扎实的基层环境应急准备能力，

就可以将突发环境事件遏制在萌芽或初始状态。陕西省近年发生危化品道路运输事故次生突发环

境事件较多，因当地政府不断强化环境应急准备能力，故成效显著。2018年汉中留坝县粗酚运输

车泄漏事故中，大量粗酚进入水体危及汉江，当地第一时间利用人工湖并开挖临时蓄水池拦控高

浓度废水，为成功处置赢得了时间。2020年 7月宝鸡凤县柴油罐车泄漏事故中，当地通过过境危

化品车辆强制安装 GPS定位系统，第一时间获取事故地点信息，在半小时内启动应急响应，将污

染团拦截在人工湖内，同时，事发地下游各乡镇应急人员、物资第一时间迅速集结，处置工作迅

速展开，污染态势得以迅速控制。反观 2015年甘陕川锑污染事件，由于当地应急预案体系不完

善、一线应急人员意识差、物资配备不足、上下游联防联控机制缺失等十分有限的基层环境应急

能力，酿成近年少有的一次污染影响范围之大、处置难度之高、历时时间之长、协调任务之重的

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实践证明，基层是环境应急全部工作的基础，是妥善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战

斗堡垒，将环境应急准备做实、做细，基层工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不断提高基层环境

应急准备能力。

2)应急指挥体系高效顺畅是妥善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必要前提。应急指挥体系是环境应急管

理的神经中枢，要使突发环境事件得到有效控制，必须迅速反应，在全面、准确了解情况的基础

上，果断决策，沉着应对，科学调度，靠前指挥，坚决控制住事态。2013年“11·22”青岛输油管道

爆炸事件，青岛市政府和中石化迅速成立应急指挥部，有关部门加强合作及联动，共享信息，统

一行动，按照任务分工，联合作战，确保沿海和海上的清污工作有序进行。2017年河南栾川尾矿

库泄漏事件，当地政府在短时间内全面掌握污染态势、科学决策、周密部署，协调各方力量协同

作战，有效实施了应急处置。在以往多起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过程中，领导靠前指挥、科学

调度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反观 2014年重庆渝北“4.11”加油加气站油类泄漏事件，参与现场抢险处

置的环保、公安、安监、消防、电力、市政等救援力量之间没有快速形成协调有序的现场协作机

制，现场缺乏权威指挥中枢，导致职责不清、各自为战。实践证明，只有主要领导及时到位、指

挥若定，机构健全、职责明确、人员得力，指挥系统才能有效整合资源，形成应急合力，成功应

对突发环境事件。

3)预警防控体系健全是防范突发环境事件升级的关键环节。通过健全的环境预警防控体系，

可早发现、早识别突发环境事件的征兆，洞察潜伏的风险因素，提前制定有效的应对预案，为突

发环境事件处置赢得先机。2018年山东博兴县化工园区发生一起甲醇泄漏事件，由于该化工园区

有毒有害气体预警体系较完备，发现苗头仅用时 10 s，消除隐患用时仅 197 s，成功避免了一起更

大事件的发生。反观同年陕西韩城西昝工业园区一氧化碳和硫化氢气体泄漏事件中，由于工业园

未建立有毒有害气体环境风险预警体系，有毒气体泄漏 17 h后，当地政府才获知信息，造成 38名

群众因身体不适紧急就医。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化工园区有毒有害气体预警体系 [27]、流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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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预警防控体系建设 [28]，在台风、地震、汛期、雨雪冰冻等自然灾害发生前后，开展预警研判

和风险防范，提前部署应急准备工作，有效保障了重点领域和特殊时期的环境安全。我国大力兴

修水利设施，在减缓洪灾风险的同时，客观上也为突发环境事件拦污降污提供了有力的防控条

件。2012年广西龙江河镉污染事件中，通过上游电站加大下泄流量, 下游电站层层蓄水并投放消减

化学品的方式, 从而实现有效拦蓄、稀释、防控镉污染水体 [29]；2018年河南南阳淇河污染事件利用

引水式电站实施清污分流，处置成效明显。实践证明，预警防控体系有效是实现风险成功化解的

关键环节，必须不断完善环境应急监测预警体系，加强风险防控设施建设，完善环境应急预案，

增强环境应急反应能力，努力把突发环境事件消灭在始发状态。

4)科技支撑有力是科学妥善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重要抓手。现代科技在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预

警、污染源溯源、应急监测、态势研判、工程削污、供水保障等环节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支撑作

用。在 2015年甘陕川锑污染事件中，现场专家利用无人机、遥感卫星、污染扩散模型等科技手

段，为应急处置提供了全面有效的信息和技术支持。在 2010年北江流域铊污染事件 [30]、2012年龙

江河镉污染事件 [31]、2013年山西长治苯胺泄漏事件 [32] 等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处置中，现场专家

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指导开展应急监测、研判污染态势、提出科学处置方案。在近年发生的

天津港 [33]、响水 [34] 两起爆炸事件中，生态环境部组织专家就地开展技术攻关，为科学妥善处置复

杂废水，防控地下水、土壤污染风险提供了坚强保障。近年来，国家十分重视高科技在突发环境

事件应对方面的应用，积极建立环境应急科技支撑体系，大力培养环境应急科技人才，开发环境

应急技术及装备，在基础性系统建设和关键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显著增长。实践证明，有效发挥

科技抓手的作用已成为妥善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重要举措。

5)物资储运保障有力是战胜各类突发环境事件的强大后盾。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充足、运送及

时、供应到位，应急处置工作就会有条不紊。2012年辽宁昌图  “11·10”中石油管道公司输油管线

原油泄漏事件，中石油管道公司紧急调集全国各地十余支共计 1 000余人的救援队伍和大量的救援

物资开展抢险救援。相反，2016年 218国道新疆伊犁州柴油泄漏事件发生后，由于当地应急物资

储备严重不足，影响了先期处置效果，后因自治区党委、政府紧急协调空运大批吸油毡、活性炭

等物资，高效建成 21道截污屏，成功避免了一起跨国境突发环境事件，物资调运在本次事件中发

挥了巨大作用。目前，国家正在全面推动建设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库和信息库。实践证明，只有物

资储备充分、供给及时，才能赢得时间，争取最好的处置效果，掌握环境应急的主动权。

6)信息公开机制健全是降低突发环境事件负面影响的基本要求。从过往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

中可以看出，事故原因、处置情况、调查结果等信息发布工作，同样是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全流程

中极为重要的环节。2015年福建漳州“4·6”腾龙芳烃 (漳州)有限公司重大爆炸起火事故发生后，当

地政府及时发布信息，组织主流媒体记者进行现场采访，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正确引导舆论，

对“漳州古雷 PX化工项目发生爆炸起火死人”等网络谣言果断处置，从而避免引起群众恐慌。在

2019年江苏响水天嘉宜公司“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反应迅速，组成由市长带

队的新闻发布团队多次举行新闻发布会，为公众获取第一手信息提供了权威路径，给舆论留下了

深刻印象。反观 2018年福建泉港“11·4”碳九泄漏事件 [35]，当日泉州市泉港区环保局表示“基本完成

海面油污基本清理，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浓度指标也达到安全状态”，但这明显与当地民众的感受不

同。之后，随着“渔民因碳九中毒住院” “事发水域存大面积薄油层”“清理工人基本戴着防毒面具”
等媒体调查报道的曝光，导致相关负面舆情持续高涨。实践证明，建立健全信息公开机制，及时

主动、公开透明地发布信息，正确引导舆论和公众行为，有助于及时消除社会上不正确信息造成

的负面影响，从而体现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更有助于公信力的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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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大突发环境事件防控建议

1)深刻认识和防范潜在的环境风险，以“防”为主。我国重化工行业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行

业企业的结构性、布局性环境风险比较突出。我国现有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超过 2.1×105 家，

全国道路运输危险货物量每天近 3×106 t，油气管道总里程超过 1.3×105 km，各类尾矿库近万座。沿

江、沿河区域高环境风险行业企业集聚，人居活动与高风险工业活动区域交织。这些结构性、布

局性带来的环境风险因素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根本。历史是一面镜子，处理近年几起重大突发环境

事件的经验深刻警示我们：在我国经济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期，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

的环境风险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相互诱发，客观上又受特殊自然条件影响，如果防范不及、应对

不力，诸多新旧问题和局部环境风险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为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可能性就

会增加。因此，必须要增强环境风险防控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

局，从宏观和微观结合的层面深刻把握各类环境风险的发展走势和重大环境风险形成演化的特点

规律，有效防范各类环境风险连锁联动。要注重运用系统思维，不断健全环境风险预警研判、决

策评估、源头化解和协同防控等环境风险防控体系，持续提高防范化解重大环境风险的整体效能。

2)聚焦重大及敏感突发环境事件应对。重大突发环境事件一旦发生，往往会超出某一行政区

域和部门的应对能力范围，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损害，因而需要各方通力协作加以应对。而且，

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往往是现代媒体和公众舆论关注的焦点，一旦应对失误或失败，公众就会对

政府的执政能力大加质疑。总之，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事关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国家生态环

境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是政府应该重点思谋如何应对的对象。但是，我国环境应急管理长

期存在以简单应对复杂、以不变应万变的问题，常规应急和非常规应急能力不均衡，导致现有应

急模式难以有效应对高度复杂与高度不确定的突发环境事件。因此，要高度重视和聚焦重特大与

高度复杂性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对，不断提高对新形势下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特点及发生、发展规律

的理解和认识能力，强化底线思维，将风险的情境设想得足够复杂，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

准备；要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规划情景研究，总结多类型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情

景，并作为国家环境应急准备战略最优先考虑的应对目标，使环境应急准备的重心更加聚焦于应

对重特大或高度复杂性突发环境事件。

3)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环境应急能力培养。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对经济、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发展

产生巨大的影响，是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挑战。因此，大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应对突发环境事件

的能力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从以往应对处置各类突发环境事件来看，很多时候，正是一些领导

干部有敏锐的鉴别能力，善于捕捉那些初露端倪的表面现象，因而能较好地把问题化解在始发状

态；同时，领导干部也需要具有快速应变决断的能力，能掌握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关键节点，在

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住局势；领导干部还需要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能短时间内将人力、物

力、财力等各种要素聚集到位，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条不紊、高效有序的应对。以往的环

境应急处置中也暴露出一些领导干部能力不足的问题，如对有关法律法规了解不多，甚至无知而

为；缺乏环境应急管理运行机制和基本处置原则的把握，错失良机；媒体应对与信息交互能力不

强，与公众沟通不通畅，甚至引发对立与激化等等。提高领导干部应对复杂局面、处理突发环境

事件的能力既需要领导干部自我学习和注重实践，更需要有系统性的专门培训。一方面要组织领

导干部系统性地学习新理论、新知识、新技能，尤其是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在环境应急领域的应

用，另一方面要通过外派、“上挂”、“下派”、轮岗交流、调整分工等形式，有计划地安排领导干

部、业务骨干进行培训锻炼，积累领导经验，提高组织能力和现场处置能力。

4)深化环境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创新。自 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以来，我国环境应急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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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机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和显著成效，“一案三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36]。但是，面对日益

复杂、不确定的环境安全风险，原有环境应急管理机制体制协调性、灵活性、适应性和响应性不

足的弊端日益显现。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环境应急管理模式在强化自上而下标准化的应急规

则、流程、制度设计的同时，赋予各相关部门、主体的灵活、创新的权力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一线应急响应人员自主、创新决策的积极性。此外，实践部门经常抱怨预案“不管用”“不顶

用”，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预案设计简单，情境与突发环境事件现场的复杂、不确定情境相去甚

远。这就要求我们要敢于创新、打破成规，超越“一案三制”的框架约束，从宏观上强化制度化建

设，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在实践中探索创

新环境应急管理机制体制。一是建立防处一体化机制，特别是针对重大环境风险防范要构建风险

研判、防控协调、防控责任等机制，将任务层层分解、逐级落实；二是持续推进跨地区、跨部

门、跨行业的环境应急联动机制建设，建立起科学化、标准化的应急指挥体系；三是进一步强化

属地政府与行业管理部门齐抓共管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建立起责、权、利相结合的联合管理机

制；四是要建立相对清晰的责任边界意识并广为宣传，环境应急管理是庞杂、复杂的事务，应成

为全政府、全社会的共同职责，不应将生态环境部门作为“万能部门”；五是进一步创新环境应急

管理理论研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从顶层设计的层面上体现世界环境应急管理的最先进理念，

鼓励大胆创新，对机制体制改革难题进行重点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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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llects  the  data  of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from  2006  to  2020,  analyzes  the
evolutionary  pattern,  overall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and discusses the experience of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response based on typical cases. Results show 6 569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across  the  country  from  2006  to  2020,  and  the  major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that  occurred  in  2016  to  2020  were  69%  lower  than  those  in  2011  to  2015,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in  China  have  been  effectively  prevented  and  controlled.  However,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emergencies  in  high-risk  environments  have  not  fundamentally  changed.  New  trends  of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have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such as complex situations, diverse types, complex
incentives,  and  high  public  attention  they  receive.  Solid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t  grassroots
level,  efficient  emergency  command  system,  advance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stro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with sufficient material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support,  and an improve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echanism have been proven to be effective by experience to deal with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properly. Future efforts should be focused on identifying and preventing major environmental risks, preparation
and  response  to  major  and  sensitive  environmental  emergencies,  training  of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management personnel, and innovation of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s and mechanism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typical  cases;  evolution  trend;  response  experience;  prevention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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