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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要

纺织印染行业是我国发展最早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传统优势产业，但也是典

型的高能耗、高水耗行业。纺织印染行业能耗约占全国产业总量的 4.4%，水耗

约占 8.5%。纺织印染业同时是我国重点污染行业之一，其污染主要体现在废水

和废气两方面，废气的监管较之废水难度更大。目前 2019（最新）GB 4287-2012

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已出台，但全国性的纺织印染行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尚未颁布。传统纺织印染生产不仅给环境带来污染，还会产生各种有害化

学物质，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损害。近几年，国家重点支持纺织印染行业的技术改

造，在技术开发和科技攻关方面给予了相应政策支持，使我国纺织印染行业在质

量、品种、效益等方面得到很大改善，整体竞争得到较大提高。

依据《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对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和环境监管执法信息公开的相关要求，为推动公众参与监

督企业的环境行为，绿色江南对全国范围内的 13567家重控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

信息进行实时监督，对某一污染物超标排放和数据异常（连续 3天或一个月内间

断性 3天超标排放）的企业向在地环保局进行新浪微博和 12369举报平台举报。

2018年绿色江南通过微博平台和电话向在地环保部门举报了 1579家在线监测数

据超标企业，收到各地环保局积极回复 1133家，其中 191家违法排放企业被环

保部门分别勒令整改、行政处罚、立案查处。其中被举报的超标排放纺织印染企

业共 219家，占 2018年举报总量（1579家）约 13.9%。

绿色江南首次对 2018年年度全国范围的重控污染源（纺织印染企业）在线

监测数据超标举报信息进行了系统统计与分析，总结出纺织印染企业集聚性分布

的特点和纺织印染废水代表性污染物，比较各省在纺织印染企业超标排放方面环

境保护信息公开和环境监管执法信息公开情况，旨在与相关政府机构和企业一起

共同推动企业绿色转变，实现企业绿色生产。

http://www.cir.cn/R_FangZhiFuZhuang/29/YinRanHangYeXianZhuangYuFaZhanQuSh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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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纺织印染行业污染现状分析

2.1 纺织印染行业分布特点

区域集中度高是印染行业的显著特点，如图 2-1所示，我国印染企业主要分

布在华南和华东地区。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和福建是我国印染五大主生产地

区，这些地区水资源丰富、上下游产业链配套发达。如图 2-2所示，2014年这五

个省份印染布产量占全国的比重达 94.54%，其中仅浙江省占比就超过 60%；2015

年这五个省份印染布产量占全国的比重达 95.95%，较 2011年提升 4.55%，较 2014

年提升 1.41%。从纺织印染企业的发展情况与规模来看，江浙更为突出。以江苏

吴江为例，纺织不仅是吴江的传统优势行业，也是重要的支柱性产业，已经达到

千亿能级。

图 2-1 中国印染行业企业区域分布

（数据来源于中国产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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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14年主要省市印染布生产情况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网）

2.2 纺织印染行业污染特点

纺织印染企业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有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

纺织印染废水具有水量大、有机污染物含量高、水质变化大、废水回用率低

等特点，属难处理的工业废水之一。其废水排放量占全国废水排放的 11%左右，

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在全工业行业占比 9%左右。如图 2-3所示，2014年纺

织业废水排放量在调查统计的 41个工业行业中居于第三位，占比 10.50%。

图 2-3 2014年重点行业废水排放量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于《2014 年环境统计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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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染废水含有大量的有机污染物，进入水体易消耗溶解氧，从而造成水生态

平衡的破坏，流入田地的废水会使土地盐碱化。废水中的铬、铅、汞等重金属盐

类，用一般生化方法难以降解。

纺织印染行业废业产生的代表性污染物有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

VOCs（挥发性有机物）。纺丝加工过程会释放出以硫化氢、二硫化碳、二氧化

硫为主的有害气体物质。在典型的染整工艺流程中，织布、干布、印花烘干、蒸

化及成品定型这几个节点均会产生油烟、颗粒物和 VOCs。我国纺织印染业 VOCs

排放量占不同来源 VOCs排放总量的 8.8%，占工业过程 VOCs 排放量的 30%以

上。

2.3 纺织印染行业污染处理现状

在纺织印染行业法规缺失的情况下，无论是水污染还是大气污染都存在严峻

的问题。

我国纺织印染工业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单位用水量是国外的 3-4倍，而废

水中污染物平均含量高达国外的 2-3 倍。早在 1992年，我国就发布并实行《纺

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严格控制纺织印染工业废水的排放。2012年，

国家环保部完成了对该标准的第一次修订，修订后的标准比之前更为严格，同时

新增了一些污染物排放限值，但是整个法规体系并没有涵盖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

问题，其中一些物质，哪怕在很低的浓度下，也能危害水生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

纺织印染企业的废水通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进行排放，但当污水处理厂处

理能力受限，就变成了集中“污染源”。如图 2-4所示，2013年，由绿色江南等

七家环保组织在京联合发布的《绿色选择纺织业 3期报告：新标准考验品牌责任》

曾记录了萧山临江污水处理厂存在超标直接排放到钱塘江的情况，现场排口水声

巨大、水体黑红，污水气味刺鼻。紧邻该污水处理厂的萧山临江工业园区内存在

着许多纺织印染企业，其中不乏一些国际服装品牌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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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萧山临江污水处理厂排污口的污水正流入钱塘江

目前行业内公认印染废气排放主要来自高温定型机，国内高温定型机能源利

用率约为 40%-50%，低于国外 70%的先进水平，存在较大降污空间。相对于纺

织印染行业的特殊性而言，现有的《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恶臭污染物

排放标准》所设定的指标有限，没能完全涵盖纺织废气污染物种类，并且全国性

的纺织印染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尚未颁布。

随着国家对环保问题的重视，针对包括印染在内的传统高污染行业，近年来

中央及地方政府陆续颁布一系列政策法规以限制污染条件，规范绿色生产。2017

年 6月，《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接受评估并通过验收。2018年 10

月，《纺织印染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研讨会召开。企业也开始探索提

高能源与设备利用效率的方法，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投资废水回用工程项目。

在各级政府日趋严格的环保政策下，大量中小型企业难以承担高昂的环保整

顿成本，开始逐步退出市场或被兼并。2010年以来地方政府开始计划有秩序地

淘汰印染行业落后产能，2010-2015年累计淘汰印染落后产能 158.4亿米。如图

2-5所示，2012年以来，我国纺织印染企业数量也呈持续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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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2012-2016年第三季度我国纺织印染企业数量

（数据来源于中国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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