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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陶海青

编者按：中国是纺织业大国，纺织品加工总量占世界总量的 50%，面料和服装出

口占世界贸易的 34%。但与此同时，纺织工业每年排出约 25 亿吨污水，已经对中国

的水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生产企业能为时尚代言投放巨资做广告宣传，却为何在治

污时抠门吝啬？为减少纺织业供应链污染，加大惩罚力度和监督力度迫在眉睫。

中国已经成为纺织业世界工厂，但代价巨大：纺织

行业已是中国水污染的罪魁祸首之一。

继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 2011 年发布《时尚之毒

——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报告之后，中国

第二份关注纺织行业水污染的报告《为时尚清污——绿

色选择纺织品牌供应链污染》（以下简称《纺织供应链污

染》）于近日发布。

该报告披露，国内外 48 个知名服装品牌在中国的

供应链涉嫌严重环境污染，其中包括阿迪达斯、H&M、

Lacoste、耐 克、李 宁 等 公 司 。 环 保 组 织 就 该 报 告 向 48

家服装企业发出了沟通信。截至目前，仅有 23 家作出

回应。

耐人寻味的是，本应承担监管职责的政府机构对此

事三缄其口。5 月 7 日，中华全国工商联纺织服装商会高

级顾问谭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在服装方面，

中国的监管制度形同虚设，环保行政机关在环保执法方

面的作为难令公众满意。对于纺织行业供应链污染问

题，不能只靠企业自觉，相关监管机构也不能只做‘救火

队’，而要抓好日常治污措施的常态落实。”

大量企业排污超标 违规发展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

纺织业的纤维加工总量为 4130 万吨，占世界总量的 52%

至 54%；当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达 2120 亿美元，

占世界出口总额的 34%。

同时，《中国环境统计年报》显示，2010 年，纺织业废

水排放量达到 24.55 亿吨，在当年统计的 39 个工业行业

中 位 于 第 三 位 ，占 重 点 调 查 统 计 企 业 废 水 排 放 量 的

11.6%。其中，CO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约为 30.06 万

吨，污染贡献率占 8.2%；氨氮排放量达 1.74 万吨，占重点

调查统计企业氨氮排放量的 7.1%。

“纺织行业不但排放量大，而且用水效率低。”《纺织

供应链污染》报告指出，在生产同类单位产品的情况下，

中国印染废水中污染物平均含量是国外的 2 至 3 倍，用水

量则高达 3 至 4 倍。

龙之杰时装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郑德豪在接受记者

电话采访时也表示：“纺织行业的污染问题一直存在，特别

是印染、染整工序污染更加严重。印染行业排放的固体废

物，包括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大多没有得到有效处理。一些

企业因为没有处理手段，就进行简易的露天堆放，成为污染

事故的根源。另外，印染环节的能源利用效率也很低，目

前，只有少部分企业采用余热回收利用技术，而量大面广的

企业直接排放热废气、热废水，设备控制没有节能装置。”

截至发稿时，宁波雅戈尔日中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并

未按约定回复记者的采访。

调研显示，大量纺织企业存在环境违规记录，不能

做到稳定达标排放。仅在中国污染地图数据库中收录

的纺织企业就超过 6000 家，其中部分企业因私设暗管、

废水直排、不正常使用污水处理设施、超标超总量排放

污染物等，受到处罚或被限期治理。

对此，环保部总量司处长吴险峰曾公开分析称，这

与中国印染企业采用的生产工艺落后有关。中国大多

数印染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生产工艺处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水平，能源、资源消耗以单位产品计高出发达

国家几倍，如先进国家吨纤维印染用水量约 100 吨，而中

国一般为 300 吨至 400 吨。大部分印染企业采用的单级

好氧处理工艺，尽管除去了部分污染物，但大量有毒有

害物质（如氰化物等）排入河流、湖泊，给水体造成污染。

新工艺令污染更难治理

近年来，纺织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一直在上升。随着

新工艺、新原料、新染料的不断开发和应用，生产过程中

排放的废水污染物变得越来越复杂，处理难度增加。

数据统计显示，在目前流行的碱减量和海岛丝工艺

中，每升废水中 COD 含量高达几万毫克，这类印染厂碱

减量废水的水量仅占 5％，但 COD 负荷却占 55％甚至更

高；涤纶产量在中国纤维生产中产量最大，碱减量工艺

是涤纶生产中的重要环节，而碱减量工艺产生的对苯二

甲酸难以处理。

谭安认为，研发高新技术是解决环境污染的关键。国

外已投入较大力量开发环保型染料助剂，以生产生态纺织

品和绿色制造技术为引导，从工艺、助剂、设备等多渠道着

手，抓住源头，注重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生态问题，优

化纺织工艺。近年来，中国纺织业一直在淘汰陈旧落后、能

耗高、性能差的生产设备，推广纺织印染废水治理技术。

“然而，纺织业的污染处理技术，并没有随着新工艺

得到改进，这并不是因为缺乏技术研发，最主要的还是

因为新技术开发出来却没有人去用。”公众环境研究中

心主任马军指出，污染处理跟不上，不仅是一个技术问

题或资金问题，而是因为企业缺乏治理污染的动力。

违法成本低 宁愿认罚也不治污

“纺织业的污染问题与地方政府有很大关系。近年

来，政府对纺织业的环保要求日益严格，比如广州和中山

的废水处理就做得比较好。”郑德豪说，“但地方环保部门

很难确保生产企业执行国家环保标准。如果地方政府看

重眼前的经济利益，对大型纺织企业实施保护，那么因为

执法力度小、环境诉讼难，就将致违法成本偏低。”

福田实业集团下属的东莞福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是世界知名纺织品供应商之一。该企业和 Gap、Tommy

Hilfiger、耐克等知名品牌长期合作。2006 年，该厂私设两

条管道偷排，一条管径达 25 厘米的铁制暗管，通过两个隐

蔽的阀门控制，每天直接偷排未处理达标的印染废水。这

家公司因此被追缴了 21.7 万元的罚款。

“这样一家在业内声誉卓著的上市公司，其环境违

法行为令人费解。”马军说，“但对于这样一家年产值几

十亿元的企业来说，如此数目的罚款能起到的惩戒作用

实在有限。”

业内一位资深人士告诉记者，在中国，纺织行业执

法困局长期存在，即环保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

成本低。一些企业宁愿认罚也不治污已是普遍现象。

比如，有家企业估算月罚款不会超过 10 万元，在年度预

算中就单列预支 120 万元为环境罚款。“这是因为一些大

型纺织企业一天的废水处理成本就可能超过 10 万元，违

法成本严重低于守法成本。中国处罚环境污染事件当

事人的有关法律法规，一般处罚就是罚款，只有造成重

大人身伤害事故者，才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该人士

认为，中国法律不应设定最高罚款限额，而应采取比例

罚款制，加大处罚力度，让违法排污者感到“切肤之痛”。

企业回应遭质疑

去年年底，李宁（中国）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在其官网发

表声明称：“经过一代或者更短的时间的努力，以系统性的

变化在供应链及产品生命周期内实现有害化学物质的零

排放的目标。”李宁承诺到 2020 年，有害化学物质零排放。

与此同时，阿迪达斯、H&M、C&A、耐克、彪马与李

宁联合发布了“供应链体系有害化学物质零排放的联合

路线图”，该路线图承诺共同向所有供应商沟通有害化

学物质零排放的使命；提出 2012 年年底建立成衣制造业

使用化学物质清单；公开披露试点项目和调研结果等。

这些声明至少是迈出了对产品有毒有害化学品管理

从无到有的一步。但业内专家认为，这还远远不够。

对于企业提出的 2020 年实现有害化学物质零排放，

绿色和平污染防治项目主任李一方认为，动作太慢了。“如

果照目前情况发展下去，到 2020 年，中国江河湖泊的污染

将非常严重。先污染后治理，在任何国家都已经被证明需

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李一方特别提到了 40 多年前的

日本重金属污染事件，事后花费了 8000 多亿日元进行治

理，但污染所带来的“伤痛”至今仍然挥之不去。

“治理纺织行业污染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

政府监管，提高信息透明度，服装品牌和零售商要对他们

的供应商施加压力，以减少污染排放。纺织企业要构筑上

中下游产品链，而不是产业链，实现原料利用率最大化，减

少环境污染，提高效益。同时，在纺织行业中形成保护环

境的责任意识，生产企业不能逾越道德底线。”谭安说。

时尚之殇 中国纺织业遭遇“环保劫”

环保部总量司的一位官员透露，“十二五”期间，环

保 部 将 对 纺 织 工 业 中 的 印 染 行 业 实 施 污 染 物 总 量 控

制。但具体怎么控制，环保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案。

据悉，环保部拟对电力、钢铁、印染和造纸四大行业

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因为电力和钢铁行业央企居多，

主要由环保部和国资委监管，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相对

容易，但印染企业多是中小企业，无论是由行业协会出

面，还是由地方政府监管都比较困难。

事实上，治污困局在中国长期存在。可是，这眼皮

子底下的事情，怎么就一直解决不了呢？

首先，地方环保部门是地方政府的下设机构，其监管

执法缺乏独立性，容易受到当地政府的行政干预。很多企

业，包括排污大户，都是由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引进来的，地

方政府对这类企业并不会痛下狠手惩治，往往是“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给其开绿灯。

其次，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环境监管制度还不完

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后，利用中国的监管漏洞扩大利

润，在选择供应商时更看重价格；而供应商在价格压力之

下，只能靠降低环境标准去赢得订单。虽然一些知名品牌

对其公司的社会责任进行了明确，但是这些现有的规定大

部分只限于要求其供应商遵守当地的法律与标准，只涵盖

了部分供应链对环境的影响，部分品牌企业甚至明确提出

他们只对一级供应商进行管理，对外资品牌企业的环境管

理并没有随着供应链延长而延伸，众多知名品牌目前都未

能有效地解决其供应商在中国的排污问题。

再次，中国的部门利益之争也造成监管不力。据了

解，重点流域和近岸海域水污染防治法规已在编制过程

中，但水利部和环保部却为了两个监测断面的设置争执

不休。

可见，治污仅靠政府监管是不够的，也不可能一蹴

而就，但可以采用一些环境经济政策。具体而言，提高

工业用水价格，给纺织工业一个明确的信号，水资源价

格长期上涨，增加其节约用水动力；另外，通过提高 COD

和氨氮等污染物的排放收费标准，刺激企业减排。

除环保部门外，商务部也应参与治污管理。纺织业

属于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许多产品都要出口，导致产品

输出国外，污染却留在国内，因此，笔者认为，商务部门

应对纺织品的出口进行适当限制，比如征收较高的出口

关税等。

纺织业治污：眼皮子底下的事都管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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