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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摘要

“芜湖生态”一直关注垃圾焚烧行业监督性监测的执行和公开情况，希望促

成生态环境部门按照《生活垃圾焚烧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以

下简称“《标准》”）完善执行和公开监督性监测数据。

项目团队参照《标准》的要求，进行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情况观察，并进行

统计分析。通过多年的关注及与政府沟通发现，监督性监测数据的主动公开情况，

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生态环境部门监督性监测的执行情况。

2022 年 6 月，项目团队通过各省监督性监测信息平台、各省/市生态环境局

网站、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网站，观察了山东、浙江、广东、江苏四省 2021 年垃

圾焚烧厂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情况（为表述方便，本文涉及年份均指当年的监督

性监测数据，不是观察年份），将相关数据进行了统计梳理。同时，将四省监督

性监测的信息公开情况与历史公开数据对比，有以下发现：

1）被公开监测数据的焚烧厂数量有明显提升，但公开比率有下降：四省垃圾焚

烧厂数量从 212 座增长到 271 座，有监督性监测数据公开的垃圾焚烧厂数量从

190 座提高到 227 座，数量方面有明显提升，但公开比率却从 90%降到 84%，略

有下降；

2）热灼减率数据公开情况有明显提升：四省公开炉渣热灼减率监督性监测数据

的垃圾焚烧厂数量，由 2020 年的 25 座提升到 2021 年的 69 座，公开比率从 12%

提升到 25%，提升明显；

3）飞灰监测被更多生态环境部门重视：2021 年新增深圳市 6座、苏州市太仓市

1座焚烧厂被公开了飞灰监督性监测信息，表明飞灰监督性监测正在被更多关注，

同时也更加证明飞灰监督性监测被执行的可行性；

4）各省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特征明显：浙江省整体公开情况在全国各省中表现

“优上”；广东省更多公开无组织监测情况，公开比率远超其他各省；江苏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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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厅与市生态环境局公开的数据量有明显差异，监督性监测数据管理疑似存

在混乱；山东省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全国”公开情况。

基于此，项目团队建议：

1）全面实现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动态管理，保障新投运垃圾焚烧厂可以及时纳入

重点监管。

2）严格遵照《标准》要求，完善垃圾焚烧厂监督性监测的执行与公开。

3）建设并运维统一公开渠道，保障监督性监测数据有执行必公开。

4）市级生态环境部门严格落实“垂改”要求，统筹监测能力，保障监督性监测

高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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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71 座垃圾焚烧厂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现状

2.1 整体公开比率相对上一年略所下降，具体指标有所提升

项目团队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简称“IPE”）协助下，通过“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公开平台”（网址：https://ljgk.envsc.cn），统计发现，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国在运行垃圾焚烧厂数量达到 692 座，垃圾焚烧厂数

量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197 座，再创“历史新高”。

为了评价 2021 年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情况，项目团队选择了在运行垃圾焚

烧厂数量最多的 4个省份进行观察，其中山东 86 座、浙江 66 座、广东 62 座、

江苏 57 座，合计 271 座，占 2021 年全国在运行垃圾焚烧厂数量的 39%。同时，

根据项目团队 2018-2021 年四轮的观察经验，山东、广东两省公开情况，与全国

公开情况差异幅度较小，而浙江省公开情况较为优异，江苏省公开情况略逊于全

国公开情况。而全国监督性监测的信息公开状况，可以利用四省 2021 年数据与

四省 2020 年数据对比情况增降幅度，类比全国，一定程度上反映 2021 年全国公

开情况的整体变化。

表一：四省 2020、2021 与全国 2020 的各个维度公开情况比例图

2021 四省 271 座
各维度数据占比

2020 四省 212 座
各维度数据占比

2020 全国 495 座
各维度数据占比

有数据公开 84% 90% 78%

完善公开1 36% 37% 26%

二噁英完善 52% 41% 32%

有热灼减率公开 25% 12% 10%

公开频次合规 46% 45% 33%

公开项目合规 68% 64% 49%

其他监测2 28% 29% 23%

有飞灰数据公开 3% 0% 1%

1 目团队认定每季度公开常规五项污染物及 11项重金属类污染物监督性监测数据为“完善公开”
2 项目团队将垃圾焚烧厂无组织排放监测、周边水环境监测、周边大气环境监测、周边土壤质量监测、周
边声环境监测认定为“其他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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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团队统计的 8个维度（表一有罗列）中，从公开比率看，“有数据公

开”比率出现较为明显的降低，“二噁英完善”及“有热灼减率公开”有较明显

提升，而其余各项观察数据比率保持小幅波动。从各维度公开的数量上看，均呈

现明显的增长趋势。

项目团队分析认为，2021 年新投运垃圾焚烧厂数量较多，投运当年未纳入

监督性监测名单，导致有数据公开比率降低。如广东省 2021 年新增垃圾焚烧厂

15 座，其中仅 6座在 2021 年有监督性监测数据公开，新增垃圾焚烧厂无法做到

每个季度均被执行监督性监测。

以此类比以推断全国 2021 年公开情况，可以看出，被公开监督性监测数据

的垃圾焚烧厂数量有明显提升，但公开比率略有下降；热灼减率监督性监测数据

公开情况有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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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超 8 成焚烧厂监督性监测数据被主动公开

2022 年 6 月，项目团队针对山东、浙江、广东、江苏四省在运行的 271 座

垃圾焚烧厂，通过观察各省监督性监测信息平台、各省/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各

市/县/区人民政府网站，统计了 2021 年四省垃圾焚烧厂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情况，

发现 271 座垃圾焚烧厂中有 227 座被公开监督性监测信息，占比约 84%。

经统计，四省 271 座垃圾焚烧厂中，84%的垃圾焚烧厂的监督性监测数据有

被主动公开；46%的垃圾焚烧厂被公开的监督性监测频次符合“标准”（即“公

开频次合规”）；68%的垃圾焚烧厂烟气常规五项及 11 项重金属被公开（即“公

开项目合规”）；36%的垃圾焚烧厂烟气监督性监测数据被“完善公开”；52%

的垃圾焚烧厂至少被公开一次烟气二噁英监督性监测数据（即“二噁英完善”）；

25%的垃圾焚烧厂至少被公开一次炉渣热灼减率监督性监测数据；27%的垃圾焚

烧厂被公开“其他监测”监督性监测数据；7座垃圾焚烧厂被公开飞灰监督性监

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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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信息平台”依然是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的最有效渠道

在“芜湖生态”2021 年发布的《495 座生活垃圾焚烧厂监督性监测观察研究

报告》中提到，省/市生态环境部门正常运营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平台（简称“信

息平台”）有利于信息公开。

在本次的观察中，项目团队以是否有信息平台进行分类，可以分为“有平台

三省”，指山东、浙江和广东，“无平台江苏”，指江苏。除了“二噁英完善”

和“有热灼减率公开”维度外，“有平台三省”其他 6个维度公开比率均明显优

于“无平台江苏”。另外，“有数据公开”这一指标最能证明建设信息平台对于

信息公开的积极作用，“有平台三省”比“无平台江苏”的公开比率高 11%。

表二：“有平台三省”和“无平台江苏”各维度公开情况对比图

有平台三省 信息公开比率 无平台江苏 信息公开比率

在运行 214 / 57 /

有数据公开 184 86% 43 75%

完善公开 90 42% 8 14%

二噁英完善 102 48% 38 67%

有热灼减率公开 52 24% 17 30%

公开频次合规 115 54% 10 18%

公开项目合规 150 70% 35 61%

其他监测 59 28% 11 19%

有飞灰数据公开 6 3% 1 2%
单位：座垃圾焚烧厂

另一方面，从信息公开全面的角度看，“有平台三省”，83%的垃圾焚烧厂

在信息平台被公开的信息最为全面；“无平台江苏”，65%的垃圾焚烧厂在各地

市生态环境局网站被公开的信息最为全面。

在具体检索中，在山东、浙江、广东的省级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平台搜索垃

圾焚烧厂名称，就可以获取单个垃圾焚烧厂在该平台公开的全季度全项目监督性

监测信息。而江苏省整体公开缺乏统一性，虽然在省生态环境厅及市生态环境局

均建设有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专栏，但获取单一垃圾焚烧厂数据需要按季度或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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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类别下载打开多个 PDF 附件，才能统计获取单一垃圾焚烧厂的监督性监测数

据。

项目团队认为，结合信息平台公开便于制定统一要求，便于上传信息以及便

于公众查询等特点，可以发现信息平台上进行监督性监测数据公开，兼顾了数据

的“可得性”与“易得性”。整个信息公开过程实际是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作为平

台搭建方，基层生态环境部门作为数据上传方，环保组织和公众作为平台使用方，

需要综合考虑三方的需求。而信息平台可以完美解决三方关于监督性监测信息公

开的需求，再一次验证，省厅平台是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的最有效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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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飞灰监督性监测被更多验证有执行的可能

飞灰是垃圾焚烧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危险废物”，《标准》中定义其为烟

气净化系统捕集物和烟道及烟囱底部沉降的底灰，由于富集大量的重金属和二噁

英，被列为《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HW18。在国家目前的监管体系中，仅《生

活垃圾焚烧飞灰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1134—2020）中要求“处理设

施所有者”应该对于飞灰处理产物按照一定的频次和项目进行自行监测，但对于

监督性监测未进行相关要求。

2020 年监督性监测数据中，仅北京市公开了 6座垃圾焚烧厂的飞灰监督性

监测信息。而本次的观察中，项目团队发现，广东省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按季度公

开了属地 6座垃圾焚烧厂的飞灰监督性监测数据，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太仓市分局

在太仓市人民政府网站中公开了太仓协鑫垃圾焚烧发电有限公司第三、四季度飞

灰监督性监测数据。广东省与江苏省也成为自项目团队观察以来，除 2018 年山

东省有 1座被公开和 2020 年北京市有 6座被公开以外，更多公开飞灰监督性监

测信息的省份。也从另一方面证明，飞灰的监督性监测正在被更多生态环境部门

关注与实践。

可以看出，更多生态环境部门开始重视垃圾焚烧厂飞灰的环境监管，在没有

明确法律法规要求的前提下，地市生态环境部门发挥自身监管优势，对垃圾焚烧

厂飞灰开展监督性监测，并将监测数据对外公开。一方面加强企业环境监管，威

慑违法企业，另一方面回应公众诉求，加强危险废物监管力度。观察结论进一步

验证了飞灰监督性监测有被更多执行的可能，期待更多的生态环境部门能够将飞

灰监督性监测纳入日常监管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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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太仓市分局公开飞灰监督性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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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32%的焚烧厂距被“完善公开”仅“一步之遥”

《标准》中对于垃圾焚烧厂监督性监测的频次与项目进行了明确要求，而在

项目团队多年的观察中，将“完善公开”定义为“每季度公开常规五项污染物及

11 项重金属类污染物监督性监测数据”。当中包含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

监测项目，也就是“常规五项污染物及 11 项重金属”，另一方面是监测频次，

也就是“每季度”。在这样的前提下，项目团队衍生出两个独立的观察维度“公

开项目合规”和“公开频次合规”。

本次的观察中，项目团队对“公开项目合规”及“公开频次合规”进行了数

据统计。271 座被纳入统计的垃圾焚烧厂中，87 座垃圾焚烧厂仅做到了“公开项

目合规”未做到“公开频次合规”，占比 32%；27 座垃圾焚烧厂仅做到了“公

开频次合规”未做到“公开项目合规”，占比 10%；仅 98 座垃圾焚烧厂既到了

“公开频次合规”又做到“公开项目合规”，占比 36%。

公开项目合规 公开频次合规

“公开项目合规”与“公开频次合规”数量及占比图

“公开项目合规”与“公开频次合规”距离“完善公开”均在某一方面存在

差距。项目团队通过与多个基层生态环境部门沟通与了解，认为监测项目缺失而

完善公开：98

座，占比 36%

项目合规但频次

不合规：87 座，

占比 32%

频次合规但项目

不合规：27 座，

占比 10%



四省 271座垃圾焚烧厂 2021年监督性监测观察报告

第 11 页 共 26 页

频次合规，更多的原因是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对《标准》要求已有较为全面的理解，

但受限于监测能力不足，无法做到“完善公开”。而监测项目合规但监测频次不

足，更多的是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对《标准》要求了解不清晰，如果明确了对于监

测频次的要求，则可以简单达成“完善公开”。因此，项目团队认为，监测项目

合规但频次不完善的 32%的垃圾焚烧厂距离被“完善公开”仅“一步之遥”。

《标准》对于垃圾焚烧厂监督性监测的监测项目与监测频次有明确的要求，

而实际执行中，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受限于各种因素，无法做到全面完善公开。但

项目团队仍然期待：监测能力不足的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可以先完成监测频次的合

规，监测能力充足的基层生态生态环境部门可以做到“完善公开”，生态环境部

门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完善垃圾焚烧厂环境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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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省垃圾焚烧厂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情况对比

3.1 四省公开整体情况

本次的监督性监测观察选择了山东、浙江、广东、江苏四省，并从八个维度

对各省的公开情况进行统计，衡量四省整体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情况。

从公开数量看，山东省在“有数据公开”与“有热灼减率公开”两个维度被

公开的垃圾焚烧厂数量最多，分别达到 73 座与 24 座；浙江省在“完善公开”“二

噁英完善”“公开频次合规”与“公开项目合规”四个维度被公开的垃圾焚烧厂

数量最多，分别达到 41 座、55 座、48 座、59 座；广东省在“其他监测”与“有

飞灰数据公开”两个维度被公开的垃圾焚烧厂数量最多，分别达到 35 座与 6座；

江苏省各个维度公开的数量均不能达到第一。

从公开比率看，浙江省在“有数据公开”“完善公开”“二噁英完善”“公

开频次合规”及“公开项目合规”五个维度占比最高，广东省在“有热灼减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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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其他监测”及“有飞灰数据公开”三个维度占比最高，江苏省与山东省八

个维度的占比均有待提高。

表三：四省 2021 年各个维度数据占比对比图

江苏 山东 浙江 广东

2021 占比 2021 占比 2021 占比 2021 占比

在运行 57 / 86 / 66 / 62 /

有数据公开 43 75% 73 85% 60 91% 51 82%

完善公开 8 14% 17 20% 41 62% 32 52%

二噁英完善 38 67% 41 48% 55 83% 6 10%

有热灼减率公开 17 30% 24 28% 6 9% 22 35%

公开频次合规 10 18% 26 30% 48 73% 41 66%

公开项目合规 35 61% 52 60% 59 89% 39 63%

其他监测 11 19% 21 24% 6 9% 32 52%

有飞灰数据公开 1 2% 0 0% 0 0% 6 10%

单位：座垃圾焚烧厂

注：以上标黄部分，为四省各维度数据比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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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山东省公开情况“代表全国”

据统计，在 2018-2021 年间，山东省分别以 54 座、54 座、66 座、86 座（2018

年为项目团队自行统计）垃圾焚烧厂的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在项目团队持续四年的监督性监测观察中，看到山东省的监督性监测信息公

开的变化，从最初的省厅专栏公开到后续改进成“信息平台”进行公开，信息公

开的数量及质量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同时项目团队也观察到，山东省的公开

结构与全国公开的结构相似，呈现出山东省各维度整体公开情况与全国公开情况

差距较小，某种程度上山东省的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可以“代表全国”公开的平

均水平。

表四：2018-2021 年山东省与全国各维度公开占比对比图

2018

山东

2018

全国

2019

山东

2019

全国

2020

山东

2020

全国

2021

山东

2021

四省

有数据公开 50% 63% 89% 70% 89% 78% 85% 84%

完善公开 0% 3% 9% 20% 27% 26% 20% 36%

二噁英完善 6% 17% 35% 27% 24% 32% 48% 52%

有热灼减率公开 2% 1% 2% 3% 8% 10% 28% 25%

公开频次合规 0% 3% 24% 30% 41% 33% 30% 39%

公开项目合规 9% 30% 37% 39% 44% 49% 60% 68%

其他监测 0% 4% / / 35% 23% 24% 27%

有飞灰数据公开 2% 0% 0% 0% 0% 1% 0% 3%
注：以上比率均为当年实际数据之间的对比。

从 2021 年山东省的公开结构看，16 个地市中，既存在临沂市、潍坊市这类

辖区内半数垃圾焚烧厂能被“完善公开”的地市，也存在泰安市、淄博市这种辖

区仅一座垃圾焚烧厂有数据公开的地市。更多的地市是辖区内有数据公开，但公

区域比率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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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质量参差不齐。这样的公开结构，与全国公开结构相类似，如 2020 年浙江省、

福建省多数垃圾焚烧厂能被“完善公开”，也存在如 2020 年四川省、河南省仅

有 3-5 座垃圾焚烧厂有数据公开。

另一方面，项目团队在 2020 年根据《标准》要求，向全国基层生态环境部

门致信 397 份，收到答复 206 份，涉及原因 242 次。其中向山东省各地市生态环

境局致信 52 份，收到答复 26 份，涉及原因 30 次。从答复的内容上看，山东省

未完善执行监督性监测的原因也几乎涵盖了全部未执行的原因，包括：未回应未

完善执行的原因 13 次、未验收或未纳重排 5次、按省/市生态环境监测方案执行

2次、能力不足 6次、关停/停产 2次、未公开 2次。其他省份关于未执行原因的

答复则较为单一，如安徽省 14 份答复基本集中在按省/市生态环境监测方案执行

或能力不足。

山东省各地市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差异较大，可以看出“垂改”有待进一步

完善。理论上，在省内，关于监督性监测的政策要求一致、公开平台一致，绝大

部分外部条件是相同的，各地市间监督性监测执行情况应差异较小。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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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

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到 2020 年全国省以下环保部门

按照新制度高效运行。因此在现阶段，市级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协调各市区县

监测能力，保障各区县监督性监测执行情况相一致。而实际却发现市辖区内不同

区县对于垃圾焚烧厂监督性监测执行的情况也存在差异。如临沂市下辖 10 座垃

圾焚烧厂，但其中有 5座被“完善公开”，另外 5座不能“完善公开”且公开情

况差异明显。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山东省各维度的公开情况与未执行原因的答复情况，与

全国表现有高度相似性。同样，高度的相似性也可以有限推测山东出现的问题，

也具有普遍性，各地市之间与市内各区县之间缺乏交流互通。因此项目团队认为，

省内各地市间可以通过相互间资源调配与借鉴，各地市生态环境局更应进行监测

能力和执行情况摸排，学习领悟《标准》要求，完善垃圾焚烧厂监督性监测的执

行与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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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浙江省公开表现“优上”

据统计，在 2018-2021 年间，浙江省分别以 52 座、51 座、48 座、66 座（2018

年为项目团队自行统计）垃圾焚烧厂的数量，保持在全国前三。综合各维度公开

情况，浙江省可以称为全国公开“最优省份”。

在项目团队持续四年的监督性监测观察中，浙江省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公开

比率，在烟气常规五项、11 项重金属与二噁英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方面，浙江

省名列前茅，多维度的数据占比高于全国平均值。

表五：浙江省 2018-2021 年各维度公开情况图

2018 占比 2019 占比 2020 占比 2021 占比

在运行 52 / 51 / 48 / 66 /

有数据公开 45 87% 46 90% 50 104% 60 91%

完善公开 0 0% 31 61% 36 75% 41 62%

二噁英完善 30 58% 37 73% 45 94% 55 83%

有热灼减率公开 0 0% 0 0% 2 4% 6 9%

公开频次合规 0 0% 33 65% 41 85% 48 73%

公开项目合规 38 73% 41 80% 48 100% 59 89%

其他监测 0 0% / / 4 8% 6 9%

有飞灰数据公开 0 0% 0 0% 0 0% 0 0%

注：2018 年数据因公开渠道变更，项目团队观察存在缺失。

项目团队探究浙江省监督性监测执行较好的原因，发现浙江省早在 2015 年

就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工作的通知》，文件中对

监督性监测的开展进行了明确要求。另一方面，在 2018 年，浙江省提出“打造

全国最严环保执法省份”目标，加大环境监管执法力度，而监督性监测也是环境

执法的重要手段，被重点关注。同时在 2019 年浙江省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形式

进行变更，由原先的省厅专栏公开变成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平台进行公开，进一

步完善了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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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的 104%占比，是因为 2020 年浙江省新增垃圾焚烧 1座，但关停垃圾焚

烧厂 3座，同时垃圾焚烧厂关停之前均有信息公开，导致有信息公开数据高于在

运行垃圾焚烧厂数量。

从上述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浙江省在垃圾焚烧厂烟气监测项目的执行与公

开处于较高水平，无论是“有数据公开”比率还是“公开项目合规”比率，均位

于全国前列。但在“其他监测”维度方面的监督性监测公开情况却表现平平。《标

准》中要求的炉渣热灼减率公开与公众关注的“其他监测”及飞灰监督性监测方

面，相关数据公开存在缺失，这需要浙江省在“打造全国最严环保执法省份”的

同时，关注“其他监测”与飞灰监测。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2021 年浙江省各维度数据占比出现下滑趋势，这里

无法忽视新投运垃圾焚烧厂对于整体公开数据的影响。2021 年浙江省新投运垃

圾焚烧厂 18 座，而根据往期观察经验，新投运垃圾焚烧厂在投运当年不被纳入

重点排污单位，从而不会被开展监督性监测。浙江省对于新投运垃圾焚烧厂的监

管已经较为先进。在 2021 年新投运的 18 座中，6座无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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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12 座中有 3座被“完善公开”，11 座“二噁英完善”，但监测频次等难以达

成，导致整体数据略有下滑。

在 2020 年项目团队根据《标准》要求，向浙江省致信 45 份，收到答复 32

份，其中 20 份答复称公开渠道变更。经核实，该类答复的 20 个生态环境部门均

完善执行了 2018 年的垃圾焚烧厂监督性监测。可见，在 2018 年，浙江省监督性

监测的执行已经较为完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垃圾焚烧厂数量的增长，新

投运的垃圾焚烧厂也应当被完善执行监督性监测并公开。

综上，监督性监测的完善执行与公开，离不开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相关专项文

件的下发，同时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对于环境执法的重视，也是促成相关政策落实

的重要抓手。另外，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平台的良好运维，也是给监督性监测信

息公开提供了最好的公开渠道。各项政策措施交叉并举，促成浙江省监督性监测

信息的“优上”执行与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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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广东省无组织监测公开最多

据统计，在 2018-2021 年间，广东省分别以 41 座、39 座、47 座、62 座（2018

年为项目团队自行统计）垃圾焚烧厂的数量，保持在全国前四。

在项目团队持续四年的监督性监测观察中，广东省一直在进步，多项观察数

据一直保持着领先全国平均水平。从各地市公开情况的角度去看，各地市的公开

却存在差异较大的情况，部分地市能基本完善公开属地垃圾焚烧厂的监督性监测

数据，如：广州、深圳、珠海等市，也有个别地市无监督性监测数据公开，如茂

名、江门市。

表六：广东省 2018-2021 年各维度公开数据及占比图

2018 占比 2019 占比 2020 占比 2021 占比

在运行 41 / 39 / 47 / 62 /

有数据公开 26 63% 31 79% 44 94% 51 82%

完善公开 1 2% 14 36% 15 32% 32 52%

二噁英完善 0 0% 0 0% 0 0% 6 10%

有热灼减率公开 4 10% 5 13% 11 23% 22 35%

公开频次合规 1 2% 23 59% 18 38% 41 66%

公开项目合规 16 39% 21 54% 31 66% 39 63%

其他监测 0 0% / / 30 64% 35 56%

有飞灰数据公开 0 0% 0 0% 0 0% 6 10%

单位：座垃圾焚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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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四年间广东省仅在 2021 年有 6 座垃圾焚

烧厂被公开烟气二噁英数据，通过与广东省各地市生态环境部门沟通发现，二噁

英由广东省生态环境厅负责监测，各地市未被要求开展烟气二噁英监督性监测。

通过统计，发现 2021 年 6 座被公开烟气二噁英监督性监测的垃圾焚烧厂，均属

深圳市管辖，同时该 6座垃圾焚烧厂均按季度开展了飞灰监督性监测。可见，在

深圳市在完善自身垃圾焚烧厂环境监管方面行动更多。

广东省在“其他监测”公开方面，2020 年及 2021 年的公开比率均超过 50%。

而看全国近四年的公开情况，“其他监测”公开最高比率约 27%，可以看出，广

东省在垃圾焚烧厂“其他监测”公开方面投入更多，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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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21 年的“全国平均”为“四省平均”值

进一步，统计分析“其他监测”的具体项目指标，可以发现，广东省各市对

于无组织排放监测最多，2020 年 30 个焚烧厂涉及“其他监测”，其中有 28 个

包含“无组织排放”，2021 年 32 个包含“无组织排放”数据。而“无组织排放”

某种程度上比土壤、地下水等更能直接影响厂区职工与周边居民健康，广东省对

无组织排放监测的重视，更能体现政府关注人居环境健康。

综上所述，虽然垃圾焚烧厂未被明确要求开展“其他监测”项目，但也看到

部分生态环境部门进行监测与公开。同时，“其他监测”项目并非仅涉及无组织

排放，还涉及周边大气环境、周边水环境、周边土壤质量、周边噪声等，这些周

边的环境质量信息公开却相对较少。整体看来，广东省在“其他监测”方面做的

更多，超半数的垃圾焚烧厂被开展周边无组织排放监测，虽然另外的“其他监测”

较少，但广东省对于“其他监测”的态度，值得更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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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江苏省整体数据管理不善

据统计，在 2018-2021 年间，江苏省分别以 47 座、46 座、51 座、57 座（2018

年为项目团队自行统计）垃圾焚烧厂的数量，保持在全国前四。

在项目团队持续四年的监督性监测观察中，江苏省一直在小幅进步，多项数

据同比呈增长态势。与山东、浙江、广东三省不同的是，江苏省在公开渠道上，

一直通过省生态环境厅的信息公开专栏以附件形式按季度进行公开，并未建设监

督性监测信息公开平台。最终，从项目团队观察的结果来开，江苏省 43 座有数

据公开的垃圾焚烧厂，6座在省厅专栏公开最多监测数据，28 座在市局网站公开

最多监测数据，9座在区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开最多监测数据，省厅专栏公开的数

据丰富度与各市自行公开相比有明显差距。

表七：2018-2021 年江苏省各项维度公开情况图

2018 占比 2019 占比 2020 占比 2021 占比

在运行 47 / 46 / 51 / 57 /

有数据公开 30 64% 29 63% 37 73% 43 75%

完善公开 2 4% 7 15% 9 18% 8 14%

二噁英完善 10 21% 12 26% 26 51% 38 67%

有热灼减率公开 0 0% 0 0% 7 14% 17 30%

公开频次合规 2 4% 9 20% 9 18% 10 18%

公开项目合规 15 32% 15 33% 28 55% 35 61%

其他监测 3 6% / / 5 10% 11 19%

有飞灰数据公开 0 0% 0 0% 0 0% 1 2%

单位：座垃圾焚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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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江苏省公开最多监督性监测数据的各渠道数量图

垃圾焚烧
厂总数

有数据公
开

省生态环
境厅网站

市生态环
境局网站

区县人民
政府网站

2020 51 37 20 13 4

2021 57 43 6 28 9

单位：座垃圾焚烧厂

从上述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江苏省垃圾焚烧厂数量及监督性监测数据公

开数量是同步增长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公开最多监督性监测数据的渠道里面，

在省生态环境厅网站公开最多监督性监测数据的垃圾焚烧厂数量是有明显降低

的，而在地市公开最多监督监测数据的垃圾焚烧厂数量却在大幅增加。

项目团队与基层生态环境部门沟通发现，基层生态环境部门在执行或委托第

三方执行监督性监测后，可能会存在信息获取及上报的时间差，导致省级生态环

境部的信息获取存在缺失，呈现出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公开的数据少于市级生态环

境部门。而通过信息平台进行数据公开，数据是环境监测站自行上传，上传时间

对于最终公开结果几乎无影响。可以看出，监督性监测信息平台的缺失，导致各

地市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混乱，同时也不便于省厅统一管理。

从信息获取的完整性来说，在各个平台公开的数据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多平

台公开，不利于政府对于监督性监测数据的管理。省厅与地市的公开平台均有监

督性监测信息公开，且各个平台公开的数据进行组合，才能完整获取单座垃圾焚

烧厂的监督性监测信息。如太仓协鑫垃圾焚烧发电有限公司，除常规烟气监督性

监测项目外，省厅平台更多公开了“其他监测”信息，而市局与属地人民政府则

更多公开了飞灰监督性监测信息。不难看出，在省厅未建设统一公开平台的情况

下，获取单个垃圾焚烧厂完整的监督性监测数据，需要观察更多的平台。

综上所述，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平台不单可以提高监督性监测数据公开的完

整性，也可以提高监督性监测数据公开的质量。因此，我们也期待江苏省可以统

筹建设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平台，完善本省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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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与建议

整体看 2021 年，垃圾焚烧厂数量呈现跨越式增长，各省在 2021 年新投运

垃圾焚烧厂数量也成为历史新高。给生态环境部门带来了更大的监管压力，投运

当年的垃圾焚烧厂因错过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时间，难以被开展监督性监测。

进而导致观察结果呈现开展监督性监测的垃圾焚烧厂数量上有明显提升，但整体

监测比率却有所下降。而往年监测比率不高的热灼减率，却在今年有特别明显的

公开比率提升。同时，未被明确要求开展的无组织监测、周边大气、周边水环境、

周边土壤、周边噪声与飞灰监督性监测，也看到更多生态环境部门进行监测并公

开，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垃圾焚烧厂监督性监测的执行与公开，正在逐步提升。

不论是从广东省二噁英的执行公开情况，还是浙江省关于监督性监测执行的

通知，可以发现，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下发关于监督性监测的专项文件，可以极大

的影响各地市监督性监测的执行情况。同时，对比山东、浙江、广东三省有信息

平台的公开情况，与江苏无信息公开平台的公开情况，进一步验证了监督性监测

信息公开平台的良好运维，仍然是公开监督性监测信息的最好途径。

同样，在生态环境部门完成“垂改”后，各区县生态环境分局被市级生态环

境局直接管辖，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协调市辖区内监测资源与能力，更好的完

善辖区内垃圾焚烧厂监督性监测。监测能力不足的地市可以通过委托第三方社会

监测机构完善监督性监测，或从频次入手，改善监督性监测执行情况。监测能力

足够的地市，市局应当协调资源，保障垃圾焚烧厂监督性监测的完善执行与公开。

监督性监测的信息公开情况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执行的情况，而目前观察到的

公开情况，仍然参次不齐。从符合《标准》的角度出发，仍有众多垃圾焚烧厂的

监督性监测未被完善执行。对此，结合本次的观察发现，项目团队建议：

1）全面实现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动态管理，保障新投运垃圾焚烧厂可以及时纳入

重点监管。

省厅下发《关于实施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动态管理的通知》，各地市按季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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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级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及时将新增进入名录的重点排污单位纳入重点管理。

2）严格遵照《标准》要求，完善垃圾焚烧厂监督性监测的执行与公开。

省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垃圾焚烧厂监督性监测的通知》，当中明确要求

各地市应当遵照标准要求，完善执行监督性监测，同时特别指出炉渣热灼减率也

应当遵照执行。另外鼓励各地市开展垃圾焚烧厂“其他监测”及飞灰监督性监测，

并将数据进行公开。

3）建设并运维统一公开渠道，保障监督性监测数据有执行必公开。

省厅牵头，建设运维监督性监测信息公开平台，平台中开设烟气、废水、固

废等栏目；遵循“谁监测、谁公开”“有监测、必公开”的原则；要求各地市按

标准格式，在省监督性监测信息平台进行数据公开。

4）市级生态环境部门严格落实“垂改”要求，统筹监测能力，保障监督性监测

高标准执行。

市级生态环境部门统筹辖区内各区县监测能力，科学预估市监督性监测执行

能力，在保障监测频次符合《标准》的同时，更多开展“其他监测”的项目，保

证监督性监测的高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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