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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贯彻化学物质的全生命周期环境风险管理理念,加强新污染物治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的重要内容。 以欧洲化学品可持续战略为主线,分析欧盟与化学品相关的环境管理战略与行动计划,从化学品的

安全可持续设计、环境零化学污染、化学物质风险评估机制和风险管理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通过问题总结、差距比对,分析

提出对我国开展化学品环境管理工作的启示,对推动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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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for the life cycle of chemicals, strengthe-
ning the management of new pollutants, and in-depth fight fo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re important ele-
ments of promoting the overall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aking the European
Chemical Sustainability Strategy as the main line,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European Union’ s chemical environ-
mental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 from the chemicals safety and sustainable design, zero chemical
pollution in the environment, chemical risk assessment mechanisms, risk management methods, put forward the en-
lightenment for chemic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China through problem summarization and gap compari-
son, which is th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accurate, scientific and legal pollution control and facilitating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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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化学品

的生产、使用和贸易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增长,而具有

环境与健康危害特性的化学品可能会给环境生物和

人类带来长期、潜在的风险。 如何科学解决环境挑

战是国际社会、发达国家和地区高度重视的优先事

项。 欧盟委员会为应对欧洲面临的大规模、紧迫性

的环境挑战,实现 2050 年碳中和的目标,于 2020 年

发布《欧洲绿色新政》 (European Green Deal)[1],随后

发布的欧盟环境战略和行动计划都旨在实现欧洲绿

色新政的目标。 其中,已发布的“可持续化学品战

略” (Chemicals Strategy for Sustainability)[2] 与化学

品、化学工业密切相关,而“零污染行动计划” (Zero
Pollution Action Plan)、“循环经济行动计划” (Circu-
lar Economy Action Plan)[3-4]等也关乎到化学物质全

生命周期的不同环节。
“十四五”期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

碳为重点战略方向、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

关键时期。 面对我国局部区域依旧存在的水土污染

问题[5-7],《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重视新污染物治理”,“健全有

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体制”。 我国生态环

境部为响应国家对“新污染物治理”的要求,制定了

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并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研

究欧盟在欧洲绿色新政背景下布局的化学品相关环

境管理战略与行动计划,对我国健全有毒有害化学

物质环境风险管理体制、开展新污染物治理,有重要

借鉴意义。

1　 欧盟最新化学品战略特点 (Characteristics of
European Union latest chemical-related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

欧盟为实现对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 (SA-
ICM)提出的有关化学品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的国

际承诺,制定了明确、长期的战略,指导对基于《关
于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的法规》 (Registra-
tion, Evaluation, Authoriz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 REACH)和《关于物质和混合物的分类、
标签和包装法规》 (Regulations on the Classification,
Labelling and Packaging of Substances and Mixtures,
CLP)的现行化学品法规政策体系进行补充完善。
在 2013 年启动的第七次环境行动计划(the 7 th Envi-
ronment Action Programme, 7 th EAP)中,欧盟就开始

研究无毒环境战略[8];2019 年,欧盟还对现有法规框

架下的管理差距进行了检查[9]。 新制定的化学品相

关环境战略和行动计划中,从源头化学品设计到末

端环境零污染,从协调风险评估机制到优化风险管

理方法,均进行了相应设计规划,并提出了具体的推

动措施。
1. 1　 安全和可持续化学品的设计

许多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会用到有毒有害化学物

质,而且有些有毒有害化学物质会残留在产品中,导
致对环境或人类产生风险,并严重影响产品与材料

的循环使用。 欧盟研究认为,由于对产品中有毒有

害化学物质的含量与可能导致的风险缺少感官、量
化认识,导致难以激励企业开展替代研究,开发无

毒/低毒化学物质。 欧盟当前对产品中高关注化学

物质(substance of very high concern, SVHC)的信息

了解非常有限,一方面是因为欧盟法规没有对产品

和材料循环中的化学物质进行规范,只有少数法规

有相关限制;另一方面,REACH 授权不针对欧盟之

外生产和进口到欧盟的产品中的 SVHC,而有害物

质即使已被限制、淘汰,也在废物和回收材料中存在

残留,导致废物管理和回收存在隐患。 因此,欧盟的

化学品可持续战略中在安全和可持续化学品方面切

实提出了建议措施,以预防有毒物质进入产品,并提

高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在产业链中的信息透明性。
化学品的安全、可持续设计是化学品上市前的

一种方法,既侧重于功能(或服务),又避免可能的生

态毒性、持久性、生物蓄积性或迁移性等危害特性。
据欧盟统计,80%的产品环境影响,在产品设计阶段

就已经确定[3],因此,化学品的安全、可持续设计是

从源头上替代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有效方式,而且

有助于推动实现次级原料的循环。
欧盟为支持安全和可持续的化学品设计,一方

面,将制定欧盟化学品安全和可持续设计标准,并
且,通过在工业排放法规中要求场地风险评估并限

制使用 SVHC 来促进欧盟工业界使用更安全的化

学品;另一方面,对于具有高循环潜能或者影响敏感

人群的产品,优先考虑引入受关注物质的最小化要

求。 为解决对回收材料和产品的安全性、信任度问

题,在材料和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引入对受关注

物质的信息要求,其中,受关注物质主要包括与循环

经济有关的物质,对人类健康或环境有慢性影响的

物质,以及妨碍安全和高质量次级原料循环利用的

物质[2]。 此外,欧盟还计划通过金融工具和研究创

新计划推动绿色和数字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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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环境零化学污染

欧盟于 2017 年发布对无毒环境的战略研究报

告,并将实现无毒环境与零污染目标列为“欧洲绿

色新政”的八要素之一。 实现无毒环境的一个总体

原则就是,如果在生命周期的各阶段不能对特别关

注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进行有效控制,则应该尽可

能逐步淘汰。
欧盟发布的“零污染行动计划”主要从提升空

气质量标准、审查河流和海洋的水质标准、减少土壤

污染并加强修复、审查与垃圾相关的法律法规、促进

生产和消费的零污染、减少欧盟的外部污染足迹等

方面推出具体措施。 解决环境中化学品污染问题,
实现环境零污染,重点是解决具有环境毒性,且在环

境中具有持久性、迁移性和生物蓄积性的化学物质。
欧盟已提出在 CLP 法规中,制定环境毒性、持久性、
迁移性和生物蓄积性相关的新危害类别和标准,并将

内分泌干扰物,持久性、迁移性和毒性物质,以及高持

久性和高迁移性的物质列入高关注物质的类别[10]。
并尤其重视对内分泌干扰物 (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 EDCs)、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物质(per-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 PFAS)的环境风险管理。

为了应对新兴物质、新兴污染物、新关注污染物

等新发现的或新兴的环境与健康风险,欧盟还研究

提出早期预警系统(图 1)[8]。 一是通过收集来自科

研文献、新闻、网页、电子数据库和来自利益相关者

的信息,获取新出现、新发现或新被认知的风险信

息;二是判断是否已对收集到的新风险实施行动和

措施;三是对于确定的新环境或健康风险,广泛收集

相关危害与暴露信息,开展各行业的专家咨询;最后

根据获取的信息对风险进行评分和排序,确定需优

先开展的风险管理。 早期预警系统可以成为零污染

行动计划的有效补充。
1. 3　 一物质,一评估

对化学物质开展风险评估和管控是化学物质环

境管理的核心内容。 欧盟的化学品安全评估是根据

各种法律,由不同的参与者在不同的时间点发起的

(表 1)。 其中,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uropean Chemi-
cals Agency, ECHA)负责 REACH、CLP、危险化学品

进出口 (Import and Export of Dangerous Chemicals,
PIC)法规、生物杀灭产品法规中规定的化学品风险

评估内容,欧洲食品安全局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的评估职责基于植物保护产品和农

图 1　 早期预警系统的要素及步骤

Fig. 1　 Components and steps involved in an early warn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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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残留法规以及食品接触材料和食品和饲料中的污

染物立法,消费者安全科学委员会(Scientific Com-
mittee on Consumer Safety, SCCS)负责化妆品法规、
玩具安全指令和通用产品安全指令(GPSD)中涉及

的评估事项,健康、环境和新兴风险科学委员会(Sci-
entific Committee on Health, Environmental and Emer-
ging Risks, SCHEER)则负责健康、环境和新兴风险

以及需要对消费者安全或公共卫生风险进行全面评

估的广泛、复杂或多学科问题,以及其他欧盟风险评

估机构未涵盖的相关事项。
多部门参与的评估会导致重复工作,资源利用

效率低;复杂的评估程序和缓慢的评估流程给欧盟

的相关部门和利益相关方带来挑战。 为避免重复性

工作,确保评估方法学上更加协调一致,欧洲绿色新

政中提出“一物质,一评估”的策略,并从技术和管

理层面提出解决方案[2],一是成立由风险评估相关

机构组成的专家工作组并建立协调机制,合理分配,
明确责任;二是使用多种工具与平台,解决数据需求

并保持方法的连贯与协调一致,例如,使用公共活动

协调工具(Pubic Activities Coordination Tool, PACT)
可以展示欧盟对特定物质正在开展的活动,提高评

估工作的透明性。 简单透明的评估程序将有助于提

高评估效率,推动从当前的逐个物质评估向分组评

估的转变[11]。

表 1　 欧盟(EU)主要的化学品风险评估机构

Table 1　 European Union (EU) agencies involved with hazardous chemical risk assessment
机构名称

Name of agencies

解决的化学品风险评估关键方面

Key chemicals risk assessment aspects addressed

欧盟化学品管理局

European Chemicals Agency

(1)所有《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规定》 (REACH)流程

(1)All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 (REACH) processes

(2)所有生物杀灭产品监管流程

(2)All Biocidal Products Regulation processes

(3)与分类和标签法规(CLP)相关的所有流程:维护自我分类和统一分类的清单;评估统一分类和标签

(3)All processes related to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Regulation (CLP): Maintaining inventories of

self-classifications and harmonised classifications; assessing harmonised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欧洲食品安全局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1)所有植物保护产品流程:评估植物保护产品的活性物质

(1)All plant protection product processes: Assessment of active substances for plant protection products

(2)评估某些材料(如塑料)中物质的安全性和估计安全暴露水平

(2)Assessment of the safety of substances in certain materials e.g. plastic and estimated safe levels of exposure

(3)所有食品和饲料污染物:兽药、杀虫剂的最大残留量

(3)All food and feed contaminants: Maximum residue levels for veterinary drugs, pesticides

(4)与食品/饲料相关的新问题:科学观点

(4)Emerging issues related to food/feed: Scientific opinions

欧洲药品管理局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1)药物(人和动物)活性成分的健康风险

(1)Health risks of pharmaceutical (human and animal) active ingredients

(2)部分解决环境风险

(2)Environmental risks partially addressed

健康、环境和新兴风险科学委员会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Health,

Environmental and Emerging Risks

(1)涵盖健康、环境和新兴风险以及需要对消费者安全或公共卫生风险进行全面评估的广泛、
复杂或多学科问题,以及其他欧盟风险评估机构未涵盖的相关问题

(1)Covering health, environmental and emerging risks and broad, complex or multidisciplinary

issues that require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risks to consumer safety or public

health and related issues not covered by other European Union risk assessment bodies

消费者安全科学委员会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Consumer Safety

(1)确定化妆品和玩具中使用的物质对人类健康的风险(REACH 下的环境风险)

(1)Determination of human health risks of substances used

in cosmetics and toys (Environmental risks addressed under REACH)

(2)新出现的问题:委员会提出的问题:科学意见

(2)Emerging issues: Questions from the Commission: Scientific 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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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一般风险管理方法

欧盟除了 REACH 和 CLP 之外,还有系列的化

学品相关法规(表 2)。 欧盟的化学品相关环境战略

与行动计划必须协同化学品、产品及废物相关政策。
欧盟化学品立法中,通常结合使用 2 种基本的

风险管理方法,一种基于特定风险评估(specific risk
assessment, SRA),另一种基于一般风险考虑(generic
risk considerations, GRC),这 2 种方法在考虑暴露评

估的时间点,以及暴露评估的特异性方面存在区别

(图 2)[9]。 “一般风险管理方法”是一种预防性理念,
基于化学物质的危害特性,自动触发预先确定的风

险管理措施,不需要评估考虑特定用途的特定暴露

水平。 欧盟对致癌物采取基于一般风险管理的方

法,禁止致癌物质在多数消费品中的使用,以及弱势

群体的暴露用途,例如,禁止在化妆品中使用致癌

性、致突变性和生殖毒性(carcinogenic, mutagenic or
toxic for reproduction, CMR)危害类别 1A/B、2 的化

学物质。

在“可持续化学品战略”中,将针对消费品扩展

“一般风险管理方法”应用范围,对具有致癌性、基
因突变、生殖毒性、内分泌干扰性,或具有持久性和

生物蓄积性的化学物质实施“一般管理方法”;并制

定方案与时间表,进一步对具有免疫系统、神经系统

或呼吸系统靶器官毒性的化学物质应用“一般管理

方法”。

2　 欧盟新化学品战略对我国的启示(Enlighten-
ment of European Union latest chemicals-related
strategies for China)
2. 1　 我国化学品环境管理现状

化学品环境风险的增加,以及因此导致的环境

与健康问题是全球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12]。 我国

化学品环境管理起步晚、管理体系不健全则是制约

我国化学品环境管理的瓶颈问题。 我国对于新化学

物质的管理,主要依据新修订发布的《新化学物质

环境管理登记办法》,通过对在我国首次生产或拟首

表 2　 欧盟化学品及化学品相关立法

Table 2　 Category of chemicals and chemicals-related legislation in EU
法规分类

Category

化学品相关主要法规

Chemicals and chemicals-related legislation

化学品危害识别和分类的法规

Legislation covering chemical hazard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化学试剂指令、工作中的致癌物和诱变剂指令、CLP 法规、植物保护产品法规、石棉指

令、生物杀灭产品法规

Chemical Agents Directive, Carcinogens and Mutagens at Work Directive, CLP Regulation,

Plant Protection Products Regulation, Asbestos Directive, Biocidal Products Regulation

化学品风险

评估和风险

管理措施的法规

Legislation covering

chemical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measures

工人安全与运输类

Worker safety and

transport legislation

怀孕工人指令、工作中的年轻人指令、化学试剂指令、工作中的致癌物和诱变剂指令

Pregnant Workers Directive, Young People at Work Directive, the Chemical Agents Directive,

Carcinogens and Mutagens at Work Directive

环境保护类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egislation

城市废水指令、水框架指令、工业排放(综合污染防治)指令

the Urban Waste Water Directive,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Industrial Emissions (Integrat-
e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irective

化学品控制类

Chemicals control

legislation

食品和饲料中的污染物法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法规和指令、农药残留法规、植物保护

产品法规、生物杀灭产品法规、危险化学品进出口法规

Contaminants in Food and Feed Regulati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Regulation and Di-
rective, Residues of Pesticides Regulation, Plant Protection Products Regulation, Biocidal

Products Regulation, Export and Import of Hazardous Chemicals Regulation

产品控制类

Products control

legislation

医疗器械指令、饮用水指令、通用产品安全指令、洗涤剂法规、玩具安全指令、化妆品法

规、食品接触材料法规、压力设备指令

Medical Devices Directives, Drinking Water Directive, General Product Safety Directive, De-
tergents Regulation, Toy Safety Directive, Cosmetic Products Regulation, Food Contact Mate-
rials Regulations, Pressure Equipment Directive

横向与支撑性的法规

Supporting and horizontal legislation

良好实验室规范指令、测试方法法规、用于科学目的的动物保护指令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Directives, Test Methods Regulation,

Protection of Animals Used for Scientific Purposes Dir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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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进口到我国的新化学物质实施环境准入,防范具

有高环境风险的化学物质进入我国经济社会。 我国

对现有化学物质的环境管理,主要遵循“名录管控”
的思路,目前已经出台两批 《优先控制化学品名

录》;对于需要优先控制的化学品,基于风险的理念

原则,从源头预防、过程管理、末端控制的角度,开展

“一品一策”。 主要的风险管理措施有:纳入排污许

可制度,实施用途限制或产品限值等限制措施,实施

清洁生产审核及信息公开制度等。
在我国化学物质的生产、加工、使用和废弃处置

全生命周期中,更受关注的是污染物的末端排放,而
缺乏全过程污染防治的理念。 以广东的主要支柱产

业———电子信息行业为例[13],电气电子产品的生产

会用到多种化学物质,据估算,生产 1 台电脑需要使

用 700 多种化学物质;集成芯片制作过程中,也用到

许多具有环境与健康危害的化学物质[14],例如,常用

的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PAEs)是一类应用广泛的增

塑剂,通常具有内分泌干扰性,几种典型的 PAEs,如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邻苯二甲酸

二丁基酯(DBP),具有较高的生殖毒性,可能导致增

加生殖器畸形等[15-16]。 欧盟对 PAEs 在电器电子产

品中的使用有非常严格的限制指令,而我国当前对

PAEs 在电气电子产品这一应用领域的源头管控方

面存在空白,中国 2019 年实行的《电器电子产品有

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 (第一批)》,仅有对

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联苯醚 6 种有害

物质的限制要求,对 PAEs 的管控仅限于在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中制定相应的排放浓度限量。 缺少对化

学物质全生命周期污染防治的考虑,可能无法统筹

有效管控化学物质环境风险。
当前,我国的“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有

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体制”的要求,充分研

图 2　 欧盟化学品立法中主要的风险管理方法

注:CMR 表示致癌性、致突变性或生殖发育毒性;SRA 表示特定风险评估;RMMs 表示风险管理措施。

Fig. 2　 Main management approaches in the EU chemical legislation
Note: CMR means carcinogenic, mutagenic or toxic for reproduction; SRA means specific risk assessment; RMMs means risk manage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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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欧盟化学品相关的环境战略和行动计划举措,分
析我国在管理实践与技术能力等方面与欧盟的差

距,可以为我国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

工作提供启示和有效借鉴。
2. 2　 对我国的启示

化学品环境风险管理与污染防治的首要目标是

确定管控对象,通过开展化学物质环境调查与监测、
风险筛查与环境风险评估,识别高危害化学物质以及

具有高环境风险的化学物质,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管

控措施,而且化学品的环境风险管理与污染防治贯穿

化学品环境管理、产品管理、废物管理各环节。
2. 2. 1　 推动源头预防

欧盟计划出台的相关指令,必然会对中国化学

品相关产品的生产及出口产生影响。 欧盟快速警报

和信息交换系统 (Rapid Alert and Information Ex-
change System, RAPEX)显示,欧盟市场上超过 20%
的危险产品警告与化学品相关,其中接近 90%的产

品来自欧盟外,因此,欧盟计划加强对在线销售及进

口产品的分类、标签和限制。 而欧盟使用的进口产

品中,约 20%来自中国[8]。 欧盟在加快减少乃至淘

汰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在纺织品、包装、家居、电子和

信息通信技术、建筑等具有高循环潜力产品中的应

用过程中,将对中国此类产品的出口产生冲击。
以我国广东为例,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家电和

现代轻工纺织等均属于广东在“十四五”期间布局

的十大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13],因此,在全球范围内

都在加快建立推动绿色生产和消费的大背景下,地
方政府应提前布局,引导企业在优先控制化学品名

录基础上,结合地方行业特点,筛选具有高(环境与

健康)危害特性的化学物质,开展替代与减量使用,
推行绿色设计。 通过产品自愿性认证等方式,推动

企业依托我国发布的化学品安全与可持续设计的相

关标准,如 《产品生态设计通则》 (GB/T 24256—
2009)、《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GB/T 32161—
2015)等,推行产品生态设计,加快产品升级换代;借
助我国对出口工业品内外销工程中的“同线同质同

标”要求[17],推动完善产品中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

标识与信息传递制度,从源头上避免在产品中引入

有毒有害化学物质,有效预防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

环境风险。
2. 2. 2　 强化技术能力

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理与污染防治需要有坚实

的技术基础为支撑。 一方面需要加深对新型危害特

性的认识并提升技术判别能力,另一方面需开发适

用于监管需求的评估方法。 举例来说,传统的化学

物质逐个评估的方法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对数量日

益增长的化学物质的管理需求,有些类别的化学物

质中有数百种物质(例如 PFAS),而有限的评估与管

控资源导致难以逐个对高危害化学物质开展评估,
这也将严重影响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源头替代进

度;而且,从监管的角度考虑,由于有些化学物质会

因为混合而导致毒性增强,所以实际监管必须基于

组合暴露和组合效应的混合物风险评估结果进行考

虑。 欧盟已发布关于化学物质分组的技术文件[18],
并在“可持续化学品战略”中提出研究混合物评估

因子,以完善对混合物的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
我国尚未建立系统的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技

术体系,在化学物质风险评估领域发布的《化学物

质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方法框架性指南(试行)》《化学

物质环境与健康危害评估技术导则(试行)》《化学物

质环境与健康暴露评估技术导则(试行)》《化学物质

环境与健康风险表征技术导则(试行)》4 项技术规范

是重点针对单一化学物质的风险评估方法。 以化学

物质环境风险评估技术体系、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管

理技术体系为主干,以化学物质测试方法技术、化学

物质环境排放估算技术和计算毒理学预测技术等为

支撑的技术标准体系正在规划建设中。 亟待强化技

术能力,并通过加强技术交流、国际合作,利用桥接

技术等方式,将新危害判别、化学物质分组和混合物

评估等可以有效服务于管理的风险评估方法纳入到

我国正在建设的评估技术体系中,逐步提升我国化

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与管理能力。
2. 2. 3　 搭建信息平台

风险评估是风险管理的基础,信息与数据是风

险评估的基础。 欧盟“一物质,一评估”的推行离不

开 PACT 提供的信息交流渠道,以确保在评估具体

物质时所使用方法的连贯与协调;欧盟还通过建立

对观察清单(watch list)中物质进行监测的计划[19-20]

等方式,结合化学品监测信息平台 (the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Chemical Monitoring, IPCHEM),填补在

化学品暴露以及在健康与环境赋存方面的数据空

白,为风险评估机构检索、访问和获取在欧洲收集和

管理的化学品环境监测、生物监测、食品及产品检测

等数据提供便利。
信息缺失是我国开展化学物质环境危害筛查与

风险评估的难点。 以监测数据为例,暴露评估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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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环境与健康监测数据具有地域性特点,难以借

鉴国际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监测数据,但我国目前

尚没有服务于化学品风险评估的监测体系,暴露评

估过程中,获取环境暴露实测数据的方式以文献、报
告为主,由于监测目的不同,导致获取的数据质量不

一,且难以进行比对分析计。 建立由国家统筹、地方

参与的环境调查监测制度,可有效服务于化学物质

环境风险评估与管理。 通过区域试点监测,结合试

点区域产业特点,筛查识别不同辖区环境内可能存

在的高环境或者健康危害的化学物质,监测检出频

率与检出浓度,形成可服务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

与管理的监测信息平台,可以为开展有毒有害化学

物质环境风险筛查、评估与管控提供数据支撑。

3　 讨论(Discussion)
我国为实现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正在推动加

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法规政策体系,其中推行绿

色设计、发展工业循环经济、加强工业污染治理、促
进能源清洁发展、扩大绿色产品消费等理念与欧盟

绿色新政的多个要素高度吻合,但是其中化学品全

生命周期管理的理念却非常薄弱。 加强化学物质的

环境风险评估与管理工作既需要法律法规制度支

撑,也需要技术体系的保障和数据信息支撑,是逐步

推进与完善的过程。 通过问题总结、差距比对,分析

对我国开展化学品环境管理工作的启示,对推动精

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有
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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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为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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