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综  述 

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

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全国生

态环境质量稳中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新的明显成效。 

2023 年，开展排放源统计重点调查的工业企业共 179 236 家，污水处理厂 14 620 家

（含日处理能力 500 吨以上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生活垃圾处理场（厂）2 843 家（含

餐厨垃圾集中处理厂），危险废物（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厂 2 756 家，储油库 1 177 个。 

2023 年，排放源统计调查范围内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2 954.4 万吨，其中，

工业源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32.6 万吨，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1 897.1 万吨，

生活源污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1 024.2 万吨，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不含污水处理

厂）废水（含渗滤液）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0.6 万吨；氨氮排放量为 119.3 万吨，其

中，工业源废水中氨氮排放量为 1.2 万吨，农业源氨氮排放量为 29.2 万吨，生活源污水

中氨氮排放量为 88.9 万吨，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不含污水处理厂）废水（含渗滤液）

中氨氮排放量为 0.1 万吨。 

2023 年，排放源统计调查范围内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238.0 万吨，其中，工

业源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180.3 万吨，生活源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57.4 万吨，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0.2 万吨；氮氧化物排放量为 957.8 万吨，

其中，工业源废气中氮氧化物排放量为 328.3 万吨，生活源废气中氮氧化物排放量为 34.1

万吨，移动源废气中氮氧化物排放量为 594.2 万吨，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废气中氮氧化

物排放量为 1.2 万吨；颗粒物排放量为 498.4 万吨，其中，工业源废气中颗粒物排放量为

307.3 万吨，生活源废气中颗粒物排放量为 179.7 万吨，移动源废气中颗粒物排放量为 11.4

万吨，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废气中颗粒物排放量为 0.1 万吨；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为 651.5

万吨，其中，工业源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为 214.4 万吨，生活源废气中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量为 182.0 万吨，移动源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为 255.1 万吨。 

2023 年，排放源统计调查范围内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 42.7 亿吨，综合利用量

为 25.8 亿吨，处置量为 8.3 亿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 10 546.5 万吨，利用处置量为

10 502.9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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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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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调查对象总体情况 

工业源对重点调查单位逐家调查，农业源对省级行政单位整体调查，生活源对地级

等行政单位整体调查，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对重点调查单位逐家调查，移动源对储油库

逐家调查、对地级等行政单位整体调查。 

2023 年，工业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储油库重点调查单位共 200 632 家，其中，

工业企业 179 236 家，污水处理厂 14 620 家（含日处理能力 500 吨以上的农村污水处理设

施，下同），生活垃圾处理场（厂）2 843 家（含餐厨垃圾集中处理厂，下同），危险废

物（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厂 2 756 家，储油库 1 177 个。重点调查单位数量排名前五的地

区依次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和河北，5 个地区调查单位数量合计为 86 190 家，占全

国调查单位数的 43.0%。2023 年各地区重点调查单位数量分布情况见图 1-1。 

图 1-1  2023 年各地区重点调查单位数量分布情况 

1.2  工业源调查基本情况 

2023 年，全国重点调查工业企业共 179 236 家，其中，有废水污染物产生或排放的

企业 83 218 家，有废气污染物产生或排放的企业 156 253 家，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

的企业 126 677 家，有工业危险废物产生的企业 106 20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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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工业企业数量排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和河北，5 个地区

工业企业数合计为 80 080 家，占全国重点调查工业企业数的 44.7%。2023 年各地区调查

工业企业数量分布情况见图 1-2。 

图 1-2  2023 年各地区重点调查工业企业数量分布情况 

1.3  农业源调查基本情况 

2023 年，对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了农业源统计

调查。 

1.4  生活源调查基本情况 

2023 年，对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382 个行政单位

开展了生活源统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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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调查基本情况① 

2023 年，全国共调查了 14 620 家污水处理厂，2 843 家生活垃圾处理场（厂），2 756

家危险废物（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厂。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调查数量排名前五的地区依

次为四川、广东、江苏、湖北和山东，5 个地区合计为 7 633 家，占全国集中式污染治理

设施调查数量的 37.8%。2023 年各地区调查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数量分布情况见图 1-3。 

图 1-3  2023 年各地区调查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数量分布情况 

1.6  移动源调查基本情况 

2023 年，对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363 个行政单位

开展了移动源统计调查。 

全国共调查了 1 177 个储油库，储油库数量排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广东、山东、浙江、

江苏和四川，5 个地区储油库数合计为 462 个，占全国调查储油库数的 39.3%。2023 年

各地区调查储油库数量分布情况见图 1-4。

① 从 2020 年起，垃圾焚烧发电厂和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的企业全部纳入工业源统计调查，不再纳入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统

计调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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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2023 年各地区调查储油库数量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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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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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化学需氧量排放情况 

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4〕11 号），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统计调

查范围包括工业源、农业源、生活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四类排放源。 

工业源化学需氧量统计调查范围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

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 个门类的工业重点调查单位。 

农业源化学需氧量统计调查范围包括畜禽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畜禽养殖业统计范

围包括生猪、奶牛、肉牛、蛋鸡、肉鸡五类畜禽的规模化养殖场及规模以下养殖户，水

产养殖业包括人工淡水养殖和人工海水养殖。 

生活源化学需氧量统计调查范围包括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城镇和农村）。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化学需氧量统计调查范围包括生活垃圾处理场（厂）和危险废

物（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厂。 

2.1.1  全国及分源排放情况 

2023 年，在《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确定的统计调查范围内，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

量为 2 954.4 万吨。其中，工业源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32.6 万吨，占 1.1%；农业

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1 897.1万吨，占 64.2%；生活源污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1 024.2

万吨，占 34.7%；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废水（含渗滤液）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0.6 万吨，

占 0.02%。2023 年全国及分源化学需氧量排放情况见表 2-1。 

表 2-1  2023 年全国及分源化学需氧量排放情况 

项目 合计 工业源 农业源 生活源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排放量/万吨 2 954.4 32.6 1 897.1 1 024.2 0.6 

占比/% — 1.1 64.2 34.7 0.02 

注：①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废水（含渗滤液）中污染物排放量指生活垃圾处理场（厂）和危险废物（医疗废物）集

中处理厂废水（含渗滤液）中污染物的排放量，下同。 
②本年报表中，“—”表示无此项指标或不宜计算，“…”表示由于数字太小，修约后小于保留的最小位数无法显

示，下同。

③本年报中，部分数据合计数或占比数由于小数位取舍不同而产生的计算误差，均未做机械调整，下同。

2.1.2  各地区及分源排放情况 

2023 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排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广东、河南、湖南、湖北和山东，

排放量合计为 907.5 万吨，占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 30.7%。2023 年各地区化学需氧

量排放情况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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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23 年各地区化学需氧量排放情况 

2.1.3  各工业行业排放情况 

2023 年，在统计调查的 42 个工业行业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排名前五的行业依次为

纺织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5 个行业的排放量合计为 19.9 万吨，占全国工业源化学需氧量排

放量的 61.2%。2023 年各工业行业化学需氧量排放情况见图 2-2。 

图 2-2  2023 年各工业行业化学需氧量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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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氨氮排放情况 

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4〕11 号），氨氮排放量统计调查范围

包括工业源、农业源、生活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四类排放源。 

工业源氨氮统计调查范围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采矿业，

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 个门类的工业重点调查单位。 

农业源氨氮统计调查范围包括种植业、畜禽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种植业统计范围

包括农作物种植和园地种植，畜禽养殖业包括生猪、奶牛、肉牛、蛋鸡、肉鸡五类畜禽

的规模化养殖场及规模以下养殖户，水产养殖业包括人工淡水养殖和人工海水养殖。 

生活源氨氮统计调查范围包括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城镇和农村）。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氨氮统计调查范围包括生活垃圾处理场（厂）和危险废物（医

疗废物）集中处理厂。 

2.2.1  全国及分源排放情况 

2023 年，在《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确定的统计调查范围内，全国氨氮排放量为 119.3

万吨。其中，工业源废水中氨氮排放量为 1.2 万吨，占 1.0%；农业源氨氮排放量为 29.2

万吨，占 24.5%；生活源污水中氨氮排放量为 88.9 万吨，占 74.5%；集中式污染治理设

施废水（含渗滤液）中氨氮排放量为 0.1 万吨，占 0.1%。2023 年全国及分源氨氮排放情

况见表 2-2。 

表 2-2  2023 年全国及分源氨氮排放情况 

项目 合计 工业源 农业源 生活源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排放量/万吨 119.3 1.2 29.2 88.9 0.1 

占比/% — 1.0 24.5 74.5 0.1 

2.2.2  各地区及分源排放情况 

2023 年，氨氮排放量排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广东、湖北、四川、湖南和山东，排放

量合计为 41.3 万吨，占全国氨氮排放量的 34.6%。2023 年各地区氨氮排放情况见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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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2023 年各地区氨氮排放情况 

2.2.3  各工业行业排放情况 

2023 年，在统计调查的 42 个工业行业中，氨氮排放量排名前五的行业依次为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5 个行

业的排放量合计为 0.7 万吨，占全国工业源氨氮排放量的 60.1%。2023 年各工业行业氨

氮排放情况见图 2-4。 

图 2-4  2023 年各工业行业氨氮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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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总氮排放情况 

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4〕11 号），总氮排放量统计调查范围

包括工业源、农业源、生活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四类排放源。 

工业源总氮统计调查范围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采矿业，

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 个门类的工业重点调查单位。 

农业源总氮统计调查范围包括种植业、畜禽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种植业统计范围

包括农作物种植和园地种植，畜禽养殖业包括生猪、奶牛、肉牛、蛋鸡、肉鸡五类畜禽

的规模化养殖场及规模以下养殖户，水产养殖业包括人工淡水养殖和人工海水养殖。 

生活源总氮统计调查范围包括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城镇和农村）。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总氮统计调查范围包括生活垃圾处理场（厂）和危险废物（医

疗废物）集中处理厂。 

2.3.1  全国及分源排放情况 

2023 年，在《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确定的统计调查范围内，全国总氮排放量为 342.7

万吨。其中，工业源废水中总氮排放量为 7.6 万吨，占 2.2%；农业源总氮排放量为 180.6

万吨，占 52.7%；生活源污水中总氮排放量为 154.4 万吨，占 45.1%；集中式污染治理设

施废水（含渗滤液）中总氮排放量为 0.2 万吨，占 0.05%。2023 年全国及分源总氮排放情

况见表 2-3。 

表 2-3  2023 年全国及分源总氮排放情况 

项目 合计 工业源 农业源 生活源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排放量/万吨 342.7 7.6 180.6 154.4 0.2 

占比/% — 2.2 52.7 45.1 0.05 

2.3.2  各地区及分源排放情况 

2023 年，总氮排放量排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广东、湖北、湖南、四川和广西，排放量

合计为 114.6 万吨，占全国总氮排放量的 33.4%。2023 年各地区总氮排放情况见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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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2023 年各地区总氮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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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总磷排放情况 

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4〕11 号），总磷排放量统计调查范围

包括工业源、农业源、生活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四类排放源。 

工业源总磷统计调查范围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采矿业，

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 个门类的工业重点调查单位。 

农业源总磷统计调查范围包括种植业、畜禽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种植业统计范围

包括农作物种植和园地种植，畜禽养殖业包括生猪、奶牛、肉牛、蛋鸡、肉鸡五类畜禽

的规模化养殖场及规模以下养殖户，水产养殖业包括人工淡水养殖和人工海水养殖。 

生活源总磷统计调查范围包括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城镇和农村）。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总磷统计调查范围包括生活垃圾处理场（厂）和危险废物（医

疗废物）集中处理厂。 

2.4.1  全国及分源排放情况 

2023 年，在《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确定的统计调查范围内，全国总磷排放量为 40.8

万吨。其中，工业源废水中总磷排放量为 0.2 万吨，占 0.5%；农业源总磷排放量为 28.8

万吨，占 70.6%；生活源污水中总磷排放量为 11.8 万吨，占 28.9%；集中式污染治理设

施废水（含渗滤液）中总磷排放量为 33.0 吨，占 0.01%。2023 年全国及分源总磷排放情

况见表 2-4。 

表 2-4  2023 年全国及分源总磷排放情况 

项目 合计 工业源 农业源 生活源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排放量/万吨 40.8 0.2 28.8 11.8 0.003 

占比/% — 0.5 70.6 28.9 0.01 

2.4.2  各地区及分源排放情况 

2023 年，总磷排放量排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广东、湖南、湖北、广西和安徽，排放量

合计为 14.3 万吨，占全国总磷排放量的 35.0%。2023 年各地区总磷排放情况见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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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2023 年各地区总磷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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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其他污染物排放情况 

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4〕11 号），废水其他污染物排放量统

计调查范围包括工业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两类排放源。 

工业源废水其他污染物指标涉及石油类、挥发酚、氰化物和废水重金属①，统计调查

范围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 个门类的工业重点调查单位。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废水其他污染物统计调查范围包括生活垃圾处理场（厂）和危

险废物（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厂，其中，生活垃圾处理场（厂）不调查挥发酚和氰化物。 

2023 年，在《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确定的统计调查范围内，全国废水中石油类排

放量为 1 514.9 吨，挥发酚排放量为 48.6 吨，氰化物排放量为 22.6 吨，重金属排放量为

40.8 吨。2023 年全国废水中其他污染物排放情况见表 2-5。 

表 2-5  2023 年全国废水中其他污染物排放情况                 单位：吨 

排放源 石油类 挥发酚 氰化物 废水重金属 

工业源 1 514.9 48.6 22.6 38.8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 0.02 0.01 2.0 

合计 1 514.9 48.6 22.6 40.8 

 

  

                                                 
① 废水重金属排放量指废水中总砷、总铅、总镉、总汞、总铬排放量合计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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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二氧化硫排放情况 

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4〕11 号），二氧化硫排放量统计调查

范围包括工业源、生活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三类排放源。 

工业源二氧化硫统计调查范围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采

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 个门类的工业重点调查单位。 

生活源二氧化硫统计调查范围为除工业重点调查单位以外的能源（煤炭和天然气）

消费过程排放。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二氧化硫统计调查范围包括生活垃圾处理场（厂）和危险废物

（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厂。 

3.1.1  全国及分源排放情况 

2023 年，在《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确定的统计调查范围内，全国废气中二氧化

硫排放量为 238.0 万吨。其中，工业源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180.3 万吨，占 75.8%；生

活源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57.4 万吨，占 24.1%；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0.2

万吨，占 0.1%。2023 年全国及分源二氧化硫排放情况见表 3-1。 

表 3-1  2023 年全国及分源二氧化硫排放情况 

项目 合计 工业源 生活源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排放量/万吨 238.0 180.3 57.4 0.2 

占比/% — 75.8 24.1 0.1 

注：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废气污染物包括生活垃圾处理场（厂）和危险废物（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厂焚烧废气中排放

的污染物，下同。 

3.1.2  各地区及分源排放情况 

2023 年，二氧化硫排放量排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内蒙古、云南、河北、山东和贵州，

排放量合计为 81.9 万吨，占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 34.4%。2023 年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

情况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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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2023 年各地区二氧化硫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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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氮氧化物排放情况 

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4〕11 号），氮氧化物排放量统计调查

范围包括工业源、生活源、移动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四类排放源。 

工业源氮氧化物统计调查范围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采

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 个门类的工业重点调查单位。 

生活源氮氧化物统计调查范围为除工业重点调查单位以外的能源（煤炭和天然气）

消费过程排放。 

移动源氮氧化物统计调查范围包括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工程机械），其中，

非道路移动机械（工程机械）为排放源统计调查范围新增源项。机动车类型包括汽车、

低速汽车和摩托车，不包含厂内自用和未在交管部门登记注册的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

械为工程机械。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氮氧化物统计调查范围包括生活垃圾处理场（厂）和危险废物

（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厂。 

3.2.1  全国及分源排放情况 

2023 年，在《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确定的统计调查范围内，全国氮氧化物排放

量为 957.8 万吨。其中，工业源氮氧化物排放量为 328.3 万吨，占 34.3%；生活源氮氧

化物排放量为 34.1 万吨，占 3.6%；移动源氮氧化物排放量为 594.2 万吨，占 62.0%；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氮氧化物排放量为 1.2 万吨，占 0.1%。2023 年全国及分源氮氧化

物排放情况见表 3-2。 

表 3-2 2023 年全国及分源氮氧化物排放情况 

项目 合计 工业源 生活源 移动源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排放量/万吨 957.8 328.3 34.1 594.2 1.2 

占比/% — 34.3 3.6 62.0 0.1 

3.2.2  各地区及分源排放情况 

2023 年，氮氧化物排放量排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山东、河北、广东、辽宁和河南，

排放量合计为 334.7 万吨，占全国氮氧化物排放量的 34.9%。2023 年各地区氮氧化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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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情况见图 3-3。 

 

图 3-3  2023 年各地区氮氧化物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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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颗粒物排放情况 

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4〕11 号），颗粒物排放量统计调查范

围包括工业源、生活源、移动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四类排放源。 

工业源颗粒物统计调查范围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采矿

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 个门类的工业重点调查单位有组

织排放量和部分行业企业无组织排放量，其中，部分行业包括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大类行业代码 31）、水泥制造业（小类行业代码 3011）以及《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

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 年第 24 号）中发布颗粒物无组织排放

系数的行业。 

生活源颗粒物统计调查范围为除工业重点调查单位以外的能源（煤炭和天然气）消

费过程排放。 

移动源颗粒物统计调查范围包括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工程机械）污染排放，

其中，非道路移动机械（工程机械）为排放源统计调查范围新增源项。机动车类型包括

汽车、低速汽车和摩托车，不包含厂内自用和未在交管部门登记注册的机动车；非道路

移动机械为工程机械。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颗粒物统计调查范围包括生活垃圾处理场（厂）和危险废物（医

疗废物）集中处理厂。 

3.3.1  全国及分源排放情况 

2023 年，在《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确定的统计调查范围内，全国颗粒物排放量为

498.4 万吨。其中，工业源颗粒物排放量为 307.3 万吨，占 61.6%；生活源颗粒物排放量

为 179.7 万吨，占 36.1%；移动源颗粒物排放量为 11.4 万吨，占 2.3%；集中式污染治理

设施颗粒物排放量为 0.1 万吨，占 0.01%。2023 年全国及分源颗粒物排放情况见表 3-3。 

表 3-3  2023 年全国及分源颗粒物排放情况 

项目 合计 工业源 生活源 移动源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排放量/万吨 498.4 307.3 179.7 11.4 0.1 

占比/% — 61.6 36.1 2.3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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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各地区及分源排放情况 

2023 年，颗粒物排放量排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内蒙古、新疆、黑龙江、山西和辽宁，

排放量合计为 246.2 万吨，占全国颗粒物排放量的 49.4%。2023 年各地区颗粒物排放情

况见图 3-5。 

 

图 3-5  2023 年各地区颗粒物排放情况 

3.3.3  各工业行业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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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5 个行业的排放量合计为 261.6 万吨，占全国工业源颗粒物排

放量的 85.1%。2023 年各工业行业颗粒物排放情况见图 3-6。 

 

图 3-6  2023 年各工业行业颗粒物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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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情况 

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4〕11 号），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统计

调查范围包括工业源、生活源和移动源三类排放源。 

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统计调查范围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

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 个门类的工业重点调查

单位。 

生活源挥发性有机物统计调查范围包括除工业重点调查单位以外的能源（煤炭和天

然气）消费过程以及部分生活活动（建筑装饰、餐饮油烟、家庭日化用品、干洗和汽车

修补），不包含液化石油气燃烧、油品运输和销售、农村居民生物质燃烧等过程。 

移动源挥发性有机物统计调查范围包括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工程机械）、储

油库、沥青道路铺装过程，其中，非道路移动机械（工程机械）、储油库、沥青道路铺

装为排放源统计调查范围新增源项。机动车类型包括汽车、低速汽车和摩托车，不包含

厂内自用和未在交管部门登记注册的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为工程机械；储油库指对

外营业的储油库，不包括石油炼制企业内部和军用储油库；沥青道路包括公路和城市道

路。 

3.4.1  全国及分源排放情况 

2023 年，在《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确定的统计调查范围内，全国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量为 651.5 万吨。其中，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为 214.4 万吨，占 32.9%；生活源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为 182.0 万吨，占 27.9%；移动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为 255.1 万吨，

占 39.2%。2023 年全国及分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情况见表 3-4。 

表 3-4  2023 年全国及分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情况 

项目 合计 工业源 生活源 移动源 

排放量/万吨 651.5 214.4 182.0 255.1 

占比/% — 32.9 27.9 39.2 

3.4.2  各地区及分源排放情况 

2023 年，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排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山东、广东、浙江、江苏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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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排放量合计为 235.7 万吨，占全国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的 36.2%。2023 年各地区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情况见图 3-7。 

图 3-7  2023 年各地区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情况 

3.4.3  各工业行业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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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5 个行业的排放量合计为 139.6 万吨，占全国工

业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的 65.1%。2023 年各工业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情况见图 3-8。 

图 3-8  2023 年各工业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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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综合利用和处置情况 

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4〕11 号），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统计调

查范围为工业源，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采矿业，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 个门类的工业重点调查单位。 

4.1.1  全国及各地区产生、综合利用和处置情况 

2023 年，在《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确定的统计调查范围内，全国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产生量为 42.7 亿吨，综合利用量为 25.8 亿吨，处置量为 8.3 亿吨。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排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山西、内蒙古、河北、山东和辽宁，

产生量合计为 18.3 亿吨，占全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的 42.8%。2023 年各地区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情况见图 4-1。 

 

图 4-1  2023 年各地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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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地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情况见图 4-2。 

0.0

1.0

2.0

3.0

4.0

5.0

6.0

山

西

内
蒙
古

河

北

山

东

辽

宁

河

南

云

南

安

徽

青

海

四

川

陕

西

江

苏

江

西

贵

州

新

疆

广

西

黑
龙
江

湖

北

广

东

宁

夏

福

建

甘

肃

浙

江

吉

林

西

藏

湖

南

重

庆

上

海

天

津

海

南

北

京

一
般
工
业
固
体
废
物
产
生
量
/
亿
吨



 29

图 4-2  2023 年各地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情况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排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山西、内蒙古、河北、陕西和云南，

处置量合计为 5.3 亿吨，占全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的 64.0%。2023 年各地区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处置情况见图 4-3。 

图 4-3  2023 年各地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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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5 个行业的产生量合计为 33.0 亿吨，占全国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的 77.3%。2023 年各工业行业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情况见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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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2023 年各工业行业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情况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排名前五的行业依次为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黑

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

矿采选业。5 个行业的综合利用量合计为 21.3 亿吨，占全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量的 82.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排名前五的行业依次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力、热力

生产和供应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5 个行业的处置量合计为 6.5 亿吨，占全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的 78.3%。 

2023 年主要行业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和处置情况见图 4-5。 

 

图 4-5  2023 年主要行业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和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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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和利用处置情况 

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4〕11 号），工业危险废物统计调查范

围为工业源，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 个门类的工业重点调查单位。 

4.2.1  全国及各地区产生和利用处置情况 

2023 年，在《排放源统计调查制度》确定的统计调查范围内，全国工业危险废物产

生量为 10 546.5 万吨，利用处置量为 10 502.9 万吨。 

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排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山东、江苏、内蒙古、河北和广东，产

生量合计为 3 897.5 万吨，占全国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的 37.0%。2023 年各地区工业危险

废物产生情况见图 4-6。 

 

 

图 4-6  2023 年各地区工业危险废物产生情况 

工业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量排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山东、江苏、内蒙古、河北和广东，

利用处置量合计为 3 921.7 万吨，占全国工业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量的 37.3%。2023 年各地

区工业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情况见图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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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2023 年各地区工业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情况 

4.2.2  各工业行业产生和利用处置情况 

2023 年，在统计调查的 42 个工业行业中，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排名前五的行业依次

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

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5 个行业的产生量合计为

7 621.0 万吨，占全国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的 72.3%。2023 年各工业行业危险废物产生情

况见图 4-8。 

 

 

图 4-8  2023 年各工业行业危险废物产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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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量排名前五的行业依次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业。5 个行业的利用处置量合计为 7 711.4 万吨，占全国工业危险废物利用

处置量的 73.4%。2023 年各工业行业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情况见图 4-9。 

图 4-9  2023 年各工业行业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情况 

4.3  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统计调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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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工业企业污染治理情况 

5.1.1  工业废水治理情况 

2023 年，全国纳入排放源统计调查的涉水工业企业共有 83 218 家，废水治理设施共

有 79 879 套，设计处理能力为 2.0 亿吨/日，治理设施运行费用为 795.9 亿元，全年共处

理工业废水 339.1 亿吨。工业废水治理设施数量排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浙江、江苏、广东、

山东和四川，工业废水处理量排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江苏、福建、河北、山东和安徽。

2023 年各地区工业废水治理设施数量见图 5-1。2023 年各地区工业废水处理量见图 5-2。 

图 5-1  2023 年各地区工业废水治理设施数量 

图 5-2  2023 年各地区工业废水处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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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计调查的 42 个工业行业中，废水治理设施数量排名前五的行业依次为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金属制品业，纺织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工业废水处理量排名前五的行业依次为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

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造纸和纸制品业。2023

年各工业行业废水治理设施数量情况见图 5-3。2023 年各工业行业废水处理量情况见图

5-4。

图 5-3  2023 年各工业行业废水治理设施数量情况 

图 5-4  2023 年各工业行业废水处理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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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工业废气治理情况 

2023 年，全国纳入排放源统计调查的涉气工业企业共有 156 253 家，废气治理设施

共有 442 039 套，其中，脱硫设施 36 312 套，脱硝设施 26 385 套，除尘设施 202 075 套，

VOCs 治理设施 126 961 套，治理设施运行费用为 2 415.8 亿元。工业废气治理设施数量排

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山东、广东、江苏、浙江和河北。2023 年各地区工业废气治理设施

数量见图 5-5。 

 

图 5-5  2023 年各地区工业废气治理设施数量 

在统计调查的 42 个工业行业中，废气治理设施数量排名前五的行业依次为非金属矿

物制品业，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橡胶

和塑料制品业。2023 年各工业行业废气治理设施数量情况见图 5-6。 

 

图 5-6  2023 年各工业行业废气治理设施数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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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污染治理情况 

5.2.1  污水处理厂情况 

2023 年，全国纳入排放源统计调查的污水处理厂共有 14 637 家，污水处理厂设计处

理能力为 33 466.7 万吨/日，运行费用为 1 367.9 亿元。污水处理厂数量排名前五的地区

依次为四川、广东、江苏、湖北和重庆。5 个地区的污水处理厂数量合计为 6 073 家，占

全国污水处理厂数量的 41.5%。2023 年各地区污水处理厂数量见图 5-7。 

 

 

图 5-7  2023 年各地区污水处理厂数量 

2023 年，共处理污水 939.7 亿吨，污水处理量排名前五的地区依次为广东、江苏、

山东、浙江和河南。5 个地区的污水处理量合计为 382.3 亿吨，占全国污水处理量的 40.7%。

全国污水处理厂共去除化学需氧量 2 083.0 万吨、氨氮 225.3 万吨、总氮 253.8 万吨、总

磷 32.7 万吨。污水处理厂的污泥产生量为 5 333.2 万吨，污泥处置量为 5 316.6 万吨。

2023 年各地区污水处理量见图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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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2023 年各地区污水处理量 

5.2.2  生活垃圾处理场（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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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2023 年各地区危险废物（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厂数量 

 

图 5-10  2023 年各地区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利用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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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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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总体情况 

6.1.1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包括老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环保投资、城市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三个部分，其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数据来源于住房城

乡建设部门公开数据，老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环保投资数据来源于

排放源统计调查。2023 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为 8 723.4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 0.7%，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1.7%。其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为 5 668.1 亿元，老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为 362.4 亿元，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环保投资为

2 692.9 亿元，分别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的 65.0%、4.2%和 30.9%。2023 年全国环境

污染治理投资情况见表 6-1。 

表 6-1  2023 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情况 单位：亿元

投资总额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老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环保投资 

8 723.4 5 668.1 362.4 2 692.9 

注：从 2012 年起，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包括城市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及县城的相关投资，下同。 

6.1.2  各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2023 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为 8 723.4 亿元，除西藏、海南、青海、宁夏、

吉林、天津、贵州、辽宁外，其余 23 个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均超过 100 亿元。2023

年各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情况见图 6-1。 

图 6-1  2023 年各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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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2023 年，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额为 5 668.1 亿元。其中，燃气工程建设投资

为 439.4 亿元，集中供热工程建设投资为 670.1 亿元，排水工程建设投资为 2 743.9 亿元，

园林绿化工程建设投资为 1 298.0 亿元，市容环境卫生工程建设投资为 516.7 亿元，分别

占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额的 7.8%、11.8%、48.4%、22.9%和 9.1%。2023 年全国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构成见表 6-2。 

表 6-2  2023 年全国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构成           单位：亿元 

投资总额 
 

燃气 集中供热 排水 园林绿化 市容环境卫生 

5 668.1 439.4 670.1 2 743.9 1 298.0 516.7 

 

6.3  老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 

2023 年，老工业污染源污染治理施工项目为 5 174 个。其中，废水、废气、固体废

物、噪声和其他治理项目分别为 792 个、3 360 个、177 个、40 个和 805 个，分别占本年

施工项目数的 15.3%、64.9%、3.4%、0.8%和 15.6%。 

老工业污染源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为 362.4 亿元。其中，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噪声

和其他治理项目投资分别为 81.0 亿元、204.3 亿元、11.8 亿元、0.5 亿元和 64.8 亿元，分

别占老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额的 22.3%、56.4%、3.3%、0.1%和 17.9%。2023 年全国老工

业污染源治理投资构成见表 6-3。 

表 6-3  2023 年全国老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构成              单位：亿元 

投资总额 
     

废水 废气 固体废物 噪声 其他 

362.4 81.0 204.3 11.8 0.5 64.8 

 

6.4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环保投资 

2023 年，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环保投资总额为 2 692.9 亿元，占建设项目投资总额的

1.5%。其中，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噪声和其他环保投资分别为 764.2 亿元、1 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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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160.1 亿元、83.0 亿元和 547.2 亿元，分别占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环保投资总额的

28.4%、42.3%、5.9%、3.1%和 20.3%。2023 年全国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环保投资构成见

表 6-4。 

表 6-4  2023 年全国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环保投资构成            单位：亿元 

投资总额 
     

废水 废气 固体废物 噪声 其他 

2 692.9 764.2 1 138.5 160.1 83.0 5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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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辐射环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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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环境电离辐射 

2023 年，全国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处于本底涨落范围内。环境γ辐射剂量率处于当地

天然本底涨落范围内。空气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水平，人工放射性核素

活度浓度未见异常。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七大流域和浙闽片

河流、西北诸河、西南诸河及重要湖泊（水库）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水

平，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未见异常。地下水中总、总活度浓度符合《地下水质量

标准》（GB/T 14848—2017）的Ⅲ类标准。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中总、总活度

浓度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近岸海域海水和海洋生物中天然

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水平，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未见异常，其中，海水中

锶-90和铯-137等相关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远低于《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

海洋生物中锶-90 和铯-137 等相关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远低于《食品中放射性物质

限制浓度标准》（GB 14882—1994）。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处于本底水平，

人工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未见异常。 

7.2  核设施周围环境电离辐射   

2023 年，运行核电基地、民用研究堆、核燃料循环设施、放射性废物处置设施周围

环境γ辐射剂量率，空气、水、土壤、生物等环境介质中与设施活动相关的放射性核素

活度浓度总体处于历年范围内。上述核设施运行对公众造成的辐射剂量远低于国家规定

的剂量限值，未对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造成影响。 

7.3  铀矿冶设施周围环境电离辐射   

2023 年，铀矿冶设施周围环境γ辐射剂量率，空气、水和土壤中与设施活动相关的

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总体处于历年范围内。 

7.4  电磁辐射 

2023 年，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电磁辐射国控监测点的电磁辐射水平，监

测的广播电视发射设施、输变电设施、移动通信基站周围电磁辐射敏感目标处的电磁辐

射水平总体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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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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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第二个履约周期基本情况 

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是

国际上通行的气候治理政策工具。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碳市场建设，2021 年 7 月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截至 2023 年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

成交量 4.42 亿吨，累计成交额 249.19 亿元。其中，第二个履约周期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

量 2.63 亿吨，累计成交额 172.58 亿元。交易规模逐步扩大，交易价格稳中有升，参与交

易的重点排放单位数量较第一个履约周期上涨 31.79%。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交易运行

情况见图 8-1。 

 

图 8-1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交易运行情况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二个履约周期（2021 年度、2022 年度）共纳入发电行业重

点排放单位（含其他行业自备电厂）2 257 家，年度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约 51 亿吨二氧化

碳当量，是目前全球覆盖排放量最大的市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第二个履约周期配额

分配盈亏基本平衡，符合政策预期。截至 2023 年底，2021 年度、2022 年度配额清缴完成

率分别为 99.61%、99.88%，较第一个履约周期进一步提升，位于国际主要碳市场前列。 

8.2  减排成效 

全国碳市场压实了企业碳减排主体责任，在全社会树立了“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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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低碳意识。重点排放单位基本开展了元素碳含量实测。通过推动企业灵活减排，

碳市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促进能源结构调整的导向作用日益显现。2023 年全国火电碳

排放强度（单位火力发电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 2018 年下降 2.38%，电力碳排放强

度（单位发电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比 2018 年下降 8.78%。600MW 等级及以上的大

型高效发电机组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例从 2020 年的 48.0%上升至 2023 年的 52.9%。电力

行业总体减排成本降低约 350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