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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of Soil 
Pollution Risk Control in Industrial P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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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the industrial parks will not only help the local economy to take off, but also cause the 
soil pollution problem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ublic health,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expounds the system and technical control system of soil pollution risk in industrial parks, and deeply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in terms of supervision, dynamic supervision and practitioners. Combined with 
China’s curre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aiming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soil pollution 
risk by enterprises in the park, optimize process management, strengthen personnel training, introduce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emergency plan system, constantly improve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evel,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soi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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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的环境监管工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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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增长，工业园区在助力地方经济腾飞的同时，亦引发了不容忽视的土壤污染问题。为确保生态环境安全
与公众健康，论文全面阐述了工业园区土壤污染风险的制度与技术管控体系，深入探讨了环境监管在监管力度、动态监管
及从业人员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结合中国现行政策与法规，论文提出了若干工作建议，旨在强化园区企业对土壤污染风
险的管控，优化过程管理，加强人员培训，并引入环境监理机制，同时建立健全应急预案制度，不断提升防控水平，确保
土壤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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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工业用地土壤污染问题逐渐凸显，已成为环境保

护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根据 2014 年发布的《全国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该问题的严重性不容忽视，且应对

措施紧迫性亦已凸显。工业园区众多，工业活动导致普遍土

壤污染，对周边环境和居民构成威胁 [1]。然而，中国工业园

区土壤污染风险防控环境监管的政策和标准规范体系尚不

完善。面临三大挑战：一是企业污染排放信息的披露存在严

重的不对称性，导致污染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监管和控制；二

是涉污企业多主体问题，导致污染来源难以分清，责任无法

划分；三是缺乏从工业园区整体考虑的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对

策和技术体系 [2]。论文旨在深入探究工业园区土壤污染风险

的管理与控制，以及环境监管方面的相关问题，以期为相关

实践工作提供科学、合理的参考依据。

2 工业园区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制度与技术体
系

风险管控在土壤污染预防与治理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

移除或清理污染源是风险管控的首要任务，风险管控旨在通

过一系列措施，减缓或控制土壤污染风险，保护人类健康与

环境，达到遏制土壤污染扩散、保障企业地块安全利用的目

的 [3]。中国的风险管控制度体系在过去十几年取得了显著进

步，从普遍性规范转向独立性立法，标志着环境管理水平的

提升和对土壤污染防治的重视。以《土壤污染防治法》为基

础，以“土十条”为要求，辅以技术导则建立了一套完整、

系统的污染场地全过程风险管控体系，此体系包括风险预

防、调查、评估、管控、验收和监管等环节，确保每一步都

得到有效监管 [4]。根据国际上修复工程实践的经验，对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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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区而言，风险管控技术展现出了优越的地质适应性和广

泛的适用范围。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园区内的

企业多处于持续生产状态，各种修复手段可能对企业的正常

生产活动造成较大干扰。相比之下，风险管控技术多采取被

动措施，影响相对较小。二是风险管控技术有助于降低工

业园区整体土壤污染防治项目的成本，从而减轻园区企业的

经济负担。对于工业园区企业来说，风险管控的主要目标是

防止土壤和地下水中的污染物扩散至周边环境，确保园区的

生态环境安全 [5]。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中国已形成包括工

程控制、监控自然衰减和制度控制三大支柱的风险管控技术 

体系 [6]。

工程控制是一种用于管理和减少污染物对环境和人体

健康的潜在威胁的有效手段，其核心理念在于利用工程技术

手段，将污染物控制在特定区域内，防止其随地下环境迁移，

进而降低污染物与人体接触的风险。当前广泛应用的工程控

制技术手段主要包含以下多个维度：

表面覆盖系统、垂直阻隔技术、底部阻隔技术、水力

控制、气体暴露控制以及围挡等。这些技术手段在工程实践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确保了工程安全与环境保护的双重目

标得以实现 [7]。

工程控制技术作为环保手段，在工业园区企业中表现

出良好的适用性，这主要因为：

①工业园区内企业涉及多种污染物，部分具有强迁移

性，对环境构成风险。工程控制技术灵活且有针对性，能有

效应对不同污染物，降低环境风险。②园区企业持续生产，

修复工程可能干扰生产。工程控制技术可在不影响或少影响

生产的情况下实施，减少经济损失，且成本较低，易于接受。

③土壤污染主要集中在生产区域，处理周期长。工程控制技

术可针对局部区域进行风险控制，确保企业正常运营，降低

环境污染风险。④工程控制技术作为减少修复难度和风险的

辅助风险控制策略，在主动修复前进行工程控制技术，可以

有效地减少修复过程中的困难和风险，为后续工作提供坚实

的保障 [8]。

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领域正逐渐关注和应用监测自然

衰减这一经济有效的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方法。该方

法通过精确掌握地块土层结构、水文地质条件和污染物扩

散运移等信息，实施有计划的监测方案，采用科学的手段，

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对污染物进行有序、渐进的处

理，以降低其数量、毒性和迁移能力，确保其风险水平在可

接受的范围内，有效减少污染物的暴露和扩散风险 [9]。监测

自然衰减技术的优势在于可以有效处理多种有机污染物。首

先，该技术能够使污染物在自然环境中自然降解为无害的二

氧化碳和水等物质。其次，相较于其他修复技术，监测自然

衰减无需进行大规模的土壤开挖、回填以及地下水抽取等可

能对地块生产活动产生较大干扰的操作。最后，该技术在实

施过程中产生的噪音、废气、废水及异味等二次污染较少，

对环境和公众的影响也相对较低。值得一提的是，该技术还

能处理包括有机污染物、垃圾渗滤液、杀虫剂等在内的多种

污染物，并且其应用成本相对较低 [10]。然而，监测自然衰

减因依赖污染物的自然降解机制，实施周期长，修复效率可

能较低。为提升修复效果，实际应用中可采取强化措施，如

曝气、添加生物菌剂等，通过人工干预增强污染物的自然降

解能力，加速修复过程，提高修复效率 [11]。

制度控制，亦被称为活动与使用限制，是一种通过划

定特定活动区域和类型，以减少或杜绝人群与地块污染物的

接触，从而达到防范潜在风险与危害的目的的方法。该方法

与其他多种措施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全面而高效的风险管

理体系。对于那些污染严重、修复困难且风险较高的企业，

制度控制提供了一种可靠的管理保障，有助于降低相关的管

控与监管成本 [12]。制度控制一般会在以下三种情况使用：

一是在企业隐患排查和自行监测阶段首次发现污染物，为防

止企业活动人员接触到潜在有害的物质采取的临时控制措

施；二是风险管控工作正在实施过程中，为了保护实施过

程涉及的设备、措施等，可以采取制度控制；三是部分污染

物残留于地块中，制度控制作为风险管控手段的一部分使 

用 [13]。此外，制度控制的计划、实施、维护和执行的整个

流程均需有完善的管理政策与法律法规，以及污染场地长期

跟踪监测系统的保障 [14]。

3 工业园区土壤污染风险管理与环境监管问题

目前，在工业园区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的环境监管工作

中，存在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

①环境监管力度尚不足。对工业园区企业相关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工作的制度措施尚不完善。受园区监管单位编制不

足及财务压力较大等因素的影响，监管部门在企业风险管控

工作中难以投入较强的事前和事中监管。②环境保护意识的

日益加强使得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成为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

但中国相关从业机制存在不足，需完善。中国尚未对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从业机构设定明确的准入门槛 [15]，导致市场上从

业机构参差不齐，存在无资质机构。为解决此问题，国家应

设定明确的准入门槛，全面评估从业机构的资质、能力和经验。

同时，建立黑名单制度，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确保从业机构

素质。③动态监管措施尚缺乏。目前，针对工业园区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的环境监管主要集中在事后监管，即工作完成后

以报告方式进行形式审查。尽管上海、深圳等地结合自身实

际颁布了相关的地方性技术规定 [16]，但其他地区的审查一般

仅对风险管控过程中的现场记录及影像资料进行审核，但其

客观性和真实性尚存疑。土壤风险管控环境监管存在一定的

滞后性，缺乏实时过程管理，不能准确反映实际情况。

4 工业园区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环境监管制度
建议

①工业园区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管控企业土壤污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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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企业落实风险管控工作，包括建立隐患排查与自我监

测机制，参与签订污染防治责任书，编制污染地块名录等。

对工业园区内的工业企业，应建立土壤及地下水调查评估体

系，定期跟踪和评估企业用地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风险，并

采取风险管控或治理修复措施，确保园区生态环境安全。措

施包括工程控制、监控自然衰减和制度控制等。

②为确保园区工业企业的绿色安全生产，需强化过程

控制，实施综合监管原则，包括过程控制、污染隐患排查、

自行监测、应急响应等，并设计配套法规制度，推动企业采

取无害化处理和有组织排放措施。这将建立过程联动监管机

制，确保企业生产活动符合环保要求。同时，要求企业建立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度，识别并控制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污

染物、设施设备和生产活动。企业应依据排查结果开展自行

监测，并与多元主体建立风险沟通与交流机制，实时掌握土

壤环境质量状况。这些措施旨在确保园区土壤环境安全，推

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③为加强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的专业能力，需建立并加

强考核评价制度。这不仅涉及从业人员，还需监管部门提升

专业知识与技术能力。园区应组织定期与不定期的技能培

训，确保监管人员对国家及地方最新政策、制度和技术文件

有深入理解与应用。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将构建一支专业技

术能力强的监管队伍，为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提供坚实技术

支撑。

④园区生态环境部门计划用科学和系统方法管理土壤

污染风险并修复。为增强透明度和专业性，计划引入环境

监理机制，由第三方机构执行，包括资料核查、旁站监督、

定期巡视、专题会议和环境监测等。完成后，第三方机构将

提供总结报告，全面反映企业风险管控及修复工作的实际情

况，并进行真实性、客观性和规范性的评价，为后续监管提

供参考。这一机制将推动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工作，为

园区生态环境保护作出更大贡献。

⑤为保障土壤环境安全，各企业应建立土壤污染应急

预案。园区企业应成立应急领导小组，指导协调应急工作，

设立分级救援机构，明确职责和权限，确保应急措施及时有

效。制定技术整改和风险管控措施，完善预案，提升预警和

防控能力，以应对土壤污染事件，减少生态影响。各企业应

高度重视，按要求执行，共同维护土壤环境安全稳定。

5 结语

根据近年来发布的相关政策和技术文件，建议园区生

态环境部门严格执行企业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工作制度，强化

全过程监管，加强监管人员培训，确保他们熟练掌握相关政

策，提高监管技术水平。同时，引入环境监理机制，建立应

急预案制度，以实现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监管，确保工业

园区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工作的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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