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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数据开源

绿网环境数据平台包含环境质量、污染源、环评、生态共十四小类数据，即空气质量、地表

水、饮用水、违法企业、排污监测、污染地块、尾矿库、危险废物、排污许可证、规划环评、项

目环评、违建项目、工园区数据、保护地。 截止 2020 年 8 月底，绿网共上线环境数据约 8.2

亿条，上线环境数据全部地理信息化。

为了更好的发挥其价值，绿网发起了“数据共创”项目，将绿网环境数据作为社会资源进行

开放，无偿开源给各种应用产品（主要为 API 端口形式），让更多人一起来创造环境数据更大的

价值。只要数据应用产品能促进环境信息传播和公众参与、监督企业环境表现、推动环境法规政

策完善、提高政府监管效率，对环境和社会是有利的，原则上我们都可以进行数据开源。

另一方面，环境问题通常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多元数据的交互应用可以提高发现更好的

解决方案的机会。因此，我们欢迎与数据合作方进行数据共享和交换，以数据共创的方式促进环

境问题的改善和解决。

绿网联系方式：office@lvwang.org.cn（优先） 020 - 8404 5549

本月数据合作方数据应用案例：

长春嘉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绿网数据报告》中提及，绿网向其开源的环境数据，有

效应用于其京杭大运河项目、沈阳公益诉讼大数据平台。

在京杭大运河项目中，通过运用黑臭水体数据，整合跨行政区的京杭大运河流域，发挥黑臭

水体预警，推动全民保护运河行动 ；加大数据对接，关联行政单位的处罚信息，进一步加大一

企多罚、一地多罚的预警。

在公益诉讼大平台项目中，形成了《大数据研判报告》，并提交给了办案部门和基层检察院，

引导办案人员有目的的进行重点核查、重点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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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规划环评公众参与

2020 年 8 月，绿网收录规划环评信息 139 条，先后就正在公示期的明光市化工集中区规划

修编、安庆市承接产业转移集中示范园区总体规划（修编）、达州市李渡工业园区规划、呼和浩

特金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体规划（2018-2035 年）、河池·南丹有色金属新材料工业园区产

业及总体规划调整规划等规划环评递交了意见和建议。

绿网收到了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郁江等 4个流域水能资源开发规

划（修编）环评、安徽明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关于明光市化工集中区规划修编环评、达州市李渡

工业园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李渡工业园区规划环评、北京国寰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呼和浩特金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体规划（2018-2035 年）环评等规划环评就绿网意见建议的

反馈。

数据应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存在问题反馈

绿网对全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进行公众监督工作，通过对各级政

府部门网站环评信息公开进行全面的观察发现：整体公开较好，但仍有部分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

门疑似存在未公开、未按要求公开的现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的相关原则和基本要求。

8月，绿网向广东、四川、河南省生态环境厅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主动公

开存在问题的举报》，以推动政府环评信息公开工作，保障公众参与环保社会监督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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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发证登记与证后监管问题反馈

比对河北省 2019 年、2020 年的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与排污许可相关信息，关联排污单位自行

监测数据，绿网发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需进一步完善：

一、重点排污单位、重点行业的发证登记问题

截至 2020 年 8 月 25 日，仍有多家重点排污单位（2019 年、2020 年均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

录）未有许可信息，其中 20 家属于清理整顿行业；比对已领农药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名单，27 家

涉农药制造的单位未领许可证。

二、自行监测数据与许可证不符

目前在河北省排污单位自行监测信息公开平台公开自行监测数据的单位仅 1350 家。

https://wryjc.cnemc.cn/gkpt/mainZxjc/130000。对于这部分有公开数据的单位，绿网将其排

放限值、监测方案与许可证记录的许可限值、自行监测要求进行比对，发现二者有以下不一致：

1、自测的排放标准值高于许可浓度限值，部分监测数据已超许可限值但未判超标（部分案例如

下）。

2、许可证中标注自动监测且已联网的项目未能在自测平台查得在线监测数据（部分案例如下）。

三、执行报告公开问题

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河北省已领排污许可证的单位 17797 家，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在许

可信息管理平台公开执行报告的仅 3490 家，占比 19.6%，公开情况差强人意。

绿网已将发现的上述的问题反馈至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建议省生态环境厅督促完善排污许可

信息填报工作，并将更多信息（尤其排污信息）向社会公开。

地市 单位名称 许可浓度限值 自行监测排放标准

保定
安国创业水务有

限公司

废水总排放口(DW001)；

总磷：1 mg/L

污水排放口(DW001)；

总磷：1.5 mg/L

沧州
沧州华润热电有

限公司

2 号机组烟囱排放口(DA002)

氮氧化物：30 mg/Nm3

二氧化硫：25 mg/Nm3

烟尘：5 mg/Nm3

废气监测点 2(DA002)

氮氧化物：50 mg/Nm3

二氧化硫：35 mg/Nm3

烟尘：10 mg/Nm3

地市 单位名称 应自动监测但未有在线数据的项目

保定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多个废气排放口：非甲烷总烃（目前为手工监测）

保定 河北仁兴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废水总排放口(DW001)：总氮（以 N计）、总磷（以 P

计）（目前为手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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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土壤环境管理建议函

2020 年 8 月，绿网搜集整理了昆明、成都的土壤数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发现有

一些满足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纳入标准的企业尚未列入最新的名录中，一些已开发的关停

工业地块有未经调查直接开发利用的嫌疑，以及一些还未开发的关停工业地块可被纳入疑似污染

地块进行管理，以上内容汇总为建议函发给了生态环境部门和自然资源部门。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对绿网于 2020 年 7 月发去的建议函进行了回复，绿网建议将 7家在产企

业纳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进行管理，其中 6家被增补入名录；绿网举报 1个地块存在未经土

壤调查直接开发利用的嫌疑，经调查属实，西安市生态环境局已责令该地块使用权人开展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开展风险评估和管控等工作。



6

数据应用：环境行政处罚信息未及时公开的问题反馈

2020 年 8 月，绿网分别向湖南、黑龙江、吉林、新疆四省（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反映各自

地市及区县疑似未公开或未及时公开环境行政处罚信息的情况。截至 8 月 31 日，共收到 19 个

生态环境部门基于环境行政处罚公开问题的反馈。

数据应用：关于企业环境违法记录公示的公告（2020 年 8 月）

为更好保障公众获取环境信息的及时性、有效性，绿网对企业环境违法记录的公示期限设

立为 5 年，自违法行为认定之日起计算，超过 5 年的不予公示。若企业有多条环境违法记录，从

最新一个违法行为认定之日起计算。

2020 年 8 月，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对以下企业环境违法记录进行隐藏或删除处理。

对已隐藏环境违法记录的企业，若再次出现违法行为，则该企业的历史违法记录信息将在

绿网网站重新公示，并从最新一个违法行为认定之日起重新计算公示期限。

公众若对以上企业环境违法记录处理原因有异议，或发现绿网存在遗漏收录以上企业环境

违法记录的情况，可联系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

序号 企业名称 环境违法记录隐藏/删除原因

1 北京鹏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期满 5 年，隐藏该企业环境违法记录

2 佛山市南海英吉威铝建材有限公 公示期满 5 年，隐藏该企业环境违法记录

3 肇庆市新科电子发展有限公司 公示期满 5 年，隐藏该企业环境违法记录

4 温州金瑞祥礼品有限公司 公示期满 5 年，隐藏该企业环境违法记录

5 大连世纪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示期满 5 年，隐藏该企业环境违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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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用：地表水环境质量信息主动公开存在问题的反馈

绿网对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357 个市级及省直辖县的地表水环境质量信息公布情

况进行统计，表一数据统计截止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统计发现，部分地区的地表水信息公开仍

然存在问题。部分城市超过半年时间未公开地表水环境信息；部分城市的地表水环境信息以概括

性形式公开或信息表述不清。

绿网将各地地表水信息公开存在问题反馈至生态环境部监测司，建议生态环境部能督促信息

公开不合规城市的相关管理部门，针对列举问题进行核实并作出相应的整改。

数据应用：水源地水质信息公开存在问题的反馈

根据《全国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信息公开方案》第四条的要求，从 2018 年开始，

各地都应该公开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及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监测信息。全国

各省地级及以上水源地已按要求普遍公开，但是部分地区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源地水质信息公开尚

无法在所属省或地级市生态环境部门网站找到。

绿网统计汇总各省省级网站及地市级网站无法检索到县级水源地水质公开信息的比例及所

属地级市名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吉林及黑龙江二省无论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及地市级生态环境

部门对于县级水源地水质状况的公开工作落实得最差，不符合《全国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

监测信息公开方案》的要求。

绿网已将各地水源地信息公开状况发送至生态环境部、及省级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建议生

态环境部部督促未公开所辖县级水源地水质信息的地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尽快开始公开，并有重点

的监督公开情况最差地区的信息公开工作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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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全国水源地水质信息公开状况

绿网分析了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发布的水源地水质信息，就各地水环境质量信息公开状况、

水源地超标信息进行了分析评价，并将分析评价结果函告水生态环境司。

截至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绿网汇总全国各省生态环境厅所发布 7 月份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水质信息，其中山西，河北，福建，吉林未及时公开 7 月份的水源地水质信息，因此分析中不包

含这四个省份。

重点问题关注及建议

1、内蒙古，黑龙江，江苏及安徽四省长期有多个水源地水质超标，然而除了安徽外，其他

三个省份都未做出水源地超标问题成因分析。

为此绿网向内蒙古生态环境厅申请内蒙古 2020 年 6 月水源地的超标成因分析，对方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做出答复，给出了各项超标污染物的成因分析。建议生态环境部对各发布水源地水

质报告的生态环境部门，依据《全国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信息公开方案》第五条第五

款的要求，主动公开水源地水质超标原因分析。

2、内蒙古部分水源地长期超标，表现为持续受到特征污染物的影响。从内蒙古生态环境厅

对于针对不同的污染物答复（下表）可以发现，大部分污染物超标被归类为天然本底问题。然而

绿网在对比过往历史数据时发现，砷及总α放射性等污染物是近年来新增的污染物类型，尽管可

以认为当地地质环境中这些污染物的浓度较高，但并未解释导致了水源地中这几类污染物浓度的

持续上升的原因，因此也无法形成相应的解决方案。

由于是否有外部因素造成涉及对于当地的环境本底值调查，而该调查还在进行中，绿网将

对该调查情况保持关注并建议生态环境部门将调查结果公开。

污染物 污染成因分析

硫酸盐、氯化物 北方气候干燥，地下水蒸发，水中盐类浓缩造成

铁、锰、钠、氟化物、

砷、总α放射性

天然本底偏高

浑浊度 铁锰浓度较高并被氧化造成地

耗氧量、氨氮 自然与人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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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全国地表水信息公开情况的观察

绿网对生态环境部、32个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含

直辖市、地级市、地区、自治州和盟)、20 个省直辖县、各地级以上城市的在线监测平台网站地

表水水质信息公开进行观察。

观察发现 2019 年，32 个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有公开过地表水水质

信息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 31 个，公开率 96.9%；357 个市级及省直辖县中有公开地表水水质信息

的生态环境部门 310 个，公开率 86.8%。

（2019 年未公开地表水水质信息地区列表）

同时，针对水质信息公开发布无执行的技术规定。未规范地表水水质报告需要公开的内容，

给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在地表水信息公开内容上差异大，公开内容的质量参差不齐，局部生态环境

部门存在延迟公开地表水水质信息的情况，这些问题都制约水质信息的传播及使用，对公众参与

环保社会监督造成障碍。

就此，绿网向生态环境部，各省级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提交《全国地表水信息公开情况观察》，

在反馈问题的同时，建议尽快出台与地表水公开相关的配套文件，制定水环境信息方面的公开细

则，推动地表水水质信息公开的技术规定落实；建立水环境信息公开统一平台，集中发布水环境

信息等强化地表水信息公开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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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2020 年第二季度全国地级市末梢水水质监测公开情况

绿网通过网络搜集并整理了全国各直辖市及地级市（含省直管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末梢水水质监测公开及超标情况，截至 2020 年 07 月 31 日为止，全国各省数据公开情况见下表。

省份 城市总数（个）

从未公开水质信

息

城市数量（个）

水质信息公开

率*

第二季度已公

示

城市数量（个）

第二季度未公

示

城市数量（个）

第二季

度

公示率*

江苏 13 0 100% 13 0 100%

福建 9 0 100% 9 0 100%

湖北 17 0 100% 17 0 100%

安徽 16 0 100% 16 0 100%

江西 11 0 100% 10 1 91%

广东 21 0 100% 18 3 86%

辽宁 14 0 100% 12 2 86%

浙江 11 0 100% 9 2 82%

宁夏 5 0 100% 4 1 80%

湖南 14 0 100% 11 3 79%

四川 21 0 100% 16 5 76%

甘肃 14 0 100% 10 4 71%

陕西 10 0 100% 7 3 70%

广西 14 0 100% 9 5 64%

河南 17 0 100% 10 7 59%

山东 16 1 94% 10 5 67%

吉林 9 1 89% 7 1 88%

黑龙

江
13 2 85% 10 1 91%

山西 11 2 82% 6 3 67%

海南 19 5 74% 11 3 79%

河北 14 4 71% 9 1 90%

云南 16 5 69% 7 4 64%

内蒙

古
12 4 67% 6 2 75%

青海 8 5 38% 3 0 100%

贵州 9 6 33% 1 2 33%

新疆 14 11 21% 2 1 67%

西藏 7 6 14% 0 1 0%

合计 355 52 85% 243 6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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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末梢水水质监测信息中，绿网发现：

1、全国各直辖市及地级市（含省直管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示的水质监测统计结果显

示，普遍存在问题较多的依然是微生物指标、感官性状、消毒剂指标。微生物指标、消毒剂指标、

浑浊度等不合格多见于农村地区。

2、广州绿网统计了明确水质超标的学校监测点位。从统计可见，2020 年第二季度超标监测

点位仍以中小学为主，其中一家为幼儿园，超标指标多以微生物指标、浑浊度为主，其中广东揭

阳（霖磐中学）、辽宁营口（鲅鱼圈区芦屯中学、鲅鱼圈区熊岳农业技术学校）每个季度的超标

记录都榜上有名，相关供水部门应加强管理。

省份 城市 超标点位 供水单位 超标项目

广西 来宾 来宾市培文学校 菌落总数

广东

揭阳 霖磐中学 揭阳产业园霖磐镇水厂 浑浊度

江门 蓬江区棠下镇天河小学 江门市滨江供水有限公司 细菌总数

肇庆 都平学校 都平惠群自来水厂 总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

广东 云浮
安塘中学 安塘石头地村委

浑浊度、肉眼可见物、

总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

思劳中心幼儿园 思劳鸡村村委 总大肠菌群、大肠埃希氏菌

辽宁 营口

大石桥市汤池小学 硝酸盐、锰

大石桥市黄土岭中学 硝酸盐

鲅鱼圈区芦屯中学 菌落总数、硝酸盐

鲅鱼圈区熊岳农业技术学校 菌落总数

山西 临汾 东关小学
临汾市自来水有限公司龙

祠水厂 硫酸盐

3、广州绿网通过搜集水源地水质信息，整理了 2020 年第二季度全国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超标项，与末梢水合并对比情况。水源地超标项目几乎都是长期处于超标状态且未见

明显改善的，从数据情况来看，提示该城市（地区）水源地存在特定污染物。部分地市开展末梢

水水质监测时同步监测该地市水源地超标项目，还有部分地市未公示末梢水水质状况，上述情况

都会导致公众不能获知当地水源地超标污染物是否已在供水厂环节得到有效的处理。

绿网已将《2020 年第二季度全国地级市末梢水水质监测公开情况》报告，提交至相关管理

部门，建议各地卫监部门联合生态环境部门共同梳理好当地饮用水水源风险状况，加强监测及相

应监管措施，针对各地情况加快对农村饮用水的改造。对水质出现异常应及时联合当地生态环境

部门排查原因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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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及其规划环评调查与分析

2017 年 1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规划选址工作的通知（发改环资规〔2017〕2166 号）》（以下简称“2166 号文件”）。 该

文件要求各省发展改革委（能源局）会同相关部门应在 2018 年底前编制完成本地区省级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并依法同步组织规划环评，开展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为科学

制定规划增强支撑。

绿网长期关注环评发展，认为 2166 号 文件将对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带来深远影响，可能会

因此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2166 号文件中提出的规划环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等内容，是对

规划环评法定工作责任的落实；若 2166 号文件能得到全面的执行，规划环评有较强的有效性，

并在规划的实施中落实到位，将会有效降低和减缓生活垃圾及其焚烧发电带来的环境影响。

但通过向 31 个地区共 62 个部门申请信息公开，并结合绿网数据库（lvwang.org.cn）收

录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环评主动公开数据，绿网分析发现，该规划及其规划环评的信息公开

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从信息公开的答复情况来看，只有广东、山东等少部分规划涉嫌没有

执行规划环评。而没答复广州绿网信息公开申请的地区（吉林省、湖南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等 4 个发改部门及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及答复其他的地区（北京等）的规划环评执

行情况则不明。另有一些地区（宁夏、湖北、上海）因没有规划而没有规划环评信息。分析还发

现，规划环评在法定形式、评价深度基本要求等形式上的有效性方面表现相对较好，而在协调规

划、影响决策等实质上的有效性方面表现较差。 为此，广州绿网建议：

1）明确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规划中的规划草案、经过审批签发的规划文本、规划环

评报告、规划环评审查意见及审查小组名单作为主动公开事项主动向社会公开。

2）建立健全规划环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并广泛公开相关信息，引

入公众参与监督规划环评的执行。

3）规划环评应尽量以报告书的形式开展，有必要跳出拟定的规划方案，做到早期介入和充

分互动，充分说明与规划的互动情况及结果，使规划及规划环评更加科学、合理，更有操作性、

针对性，突显规划环评的实质性作用。

4）加强对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的跟踪、监测、评估、调整，完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境保护

标准和监管措施，特别飞灰、二恶英和重金属的监测监管。结合垃圾分类的减排潜力及其他垃圾

处理设施的建设利用情况，优化垃圾焚烧发电布局和建设时序，确保焚烧发电产能高效利用，进

而减少垃圾焚烧发电厂数量，从而降低垃圾焚烧发电的环境影响和环境风险。

报告详情见绿网：http://lvwang.org.cn/article/show?id=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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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示

收入支出累计明细表

单位：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 单位：元/人民币

分类
执行金额

2020 年 08 月 2020 年本年累计

期初净资产结余 1,932,506.94 1,725,411.01

收入（小计） 4,753.10 2,643,576.12

捐赠收入 - 2,637,050.00

提供服务收入 - -

政府补助收入 28.10 92.00

其他收入 4,725.00 6,434.12

支出（小计） 73,424.71 2,505,151.80

业务活动成本 60,783.63 2,378,589.81

管理费用 12,641.08 126,561.99

筹资费用 - -

其他费用 - -

期末净资产结余 1,863,835.33 1,863,835.33

调整净资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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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爱佑慈善基金会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阿拉善 SEE 基金会卫蓝侠项目

阿拉善 SEE 大辽项目中心

阿拉善 SEE 华北项目中心

阿拉善 SEE 太行项目中心

阿拉善 SEE 重庆项目中心

阿拉善 SEE 珠江项目中心

（感谢以上资助机构的大力支持，资助方排名不分先后）

网址：www.lvwang.org.cn

电话：（020）8404 5549

邮箱：office@lvwang.org.cn

微信：绿网环保（服务号、订阅号）

mailto:office@lvwang.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