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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ꎬ具有丰富的制度内涵ꎬ在当前强化排污单位污染防治主

体责任的政策目标下ꎬ对有效形成企业持证排污、政府依证监管格局ꎬ提升固定污染源污染防治的法治化水平ꎬ具有重要

的法律价值ꎮ 当前应以«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的制定为契机ꎬ以排污许可证整合企业污染防治义务ꎬ厘清政府和企业的

权力义务边界ꎬ明确排污单位污染排放控制的责任范围ꎬ具体化监管要求ꎬ增强企业污染物排放管理的预期ꎬ激励和推动

企业强化对自身排放行为的管理ꎬ主动承担环境治理主体责任ꎬ提升污染源监管制度效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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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固定污染源仍是我国污染物排放的主要

来源ꎮ 构建覆盖全领域、全行业ꎬ深度衔接融合其

他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制度的排污许可制度ꎬ是
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重要改革

举措ꎬ也是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ꎬ
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内容ꎮ
我国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试点推行排污许可制

度以来ꎬ在加强固定污染源排放监管ꎬ完善环境管

理制度体系ꎬ推动排污单位承担污染防治主体责

任方面取得初步成效ꎬ对促进排污单位依证排污、
环境监管部门依证监管发挥了一定的作用ꎬ也对

现阶段健全、完善排污许可法律制度起到很好的

制度探索与经验积累作用ꎮ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ꎬ随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确立ꎬ如何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密法治

观贯彻落实在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ꎬ准
确定位排污许可制在固定污染源排放监管中的功

能和作用ꎬ开创固定污染源排放监管的新局面ꎬ是
排污许可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强化排污者责任”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

政府监管责任”ꎬ并进一步提出“构建以排污许可

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ꎮ ２０２０ 年

初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构

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ꎬ凝结、汇集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成果ꎬ以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为纽带ꎬ衔接了政府、市场、社会

三者职责、职权与责任的关系ꎬ明确了市场主体和

市场主体责任在环境监管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ꎬ
也为企业主体责任导向下排污许可的法治化推进

和制度构建指明了方向ꎮ
上述党内文件ꎬ是排污许可制度定位和制度

发展的重要指南ꎮ 排污许可制的制度构建ꎬ应推

动和促进将污染物排放治理的责任回归企业ꎬ改
变以往政府包办式、保姆式管理的做法ꎬ扭转以往

污染源管控过程中“重审批、轻监管” “重源头准

入ꎬ轻事中事后防治”的状况ꎬ厘清政府部门和市

场主体在许可证核发、执法环节的责任边界ꎬ落实

企业污染防治的主体责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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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我国排污许可制实施现状及存在问题

尽管排污许可制在我国实行较早ꎬ但在制度

的法定性、强制性、稳定性、独立性以及可操作性

方面ꎬ均与成熟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存在差距ꎮ
在有效约束排污主体的排污行为、准确界定排污

单位污染防治义务和责任内容方面ꎬ在规范环境

监管主体的监管行为方面ꎬ还有较大的完善空间ꎬ
距离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对排污许可制度的发展

定位和要求还有明显差距ꎬ制度效益并没有有效

发挥ꎮ
１ １　 法律位阶不高、法治化水平较低

当前排污许可制度的实施依据主要是以生态

环境行政部门颁布的行政规章为主ꎬ规章效力和

适用范围有限ꎮ 与之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大多以解

决排污许可规范化过程中的障碍或指导地方污染

源排查、底数摸清以及污染源分类管理、监管执法

为主ꎮ 与排污许可证的申请、授予、监督检查、证
后监管等相关的法律责任内容较为粗糙ꎬ法律位

阶低ꎬ规范的稳定性弱ꎮ
１ ２　 对上位法贯彻不够

我国 ２０１４ 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五

条规定ꎬ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

度ꎮ 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

物ꎻ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ꎬ不得排放污染物ꎮ «水
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ꎬ直接或间接向水

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的企事业单位ꎬ应当

取得排污许可证ꎻ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

规定ꎮ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

定ꎬ向大气排放污染物实施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ꎬ
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ꎮ 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和实

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ꎮ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第三十九条规定ꎬ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

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ꎮ 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和

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ꎮ 但是ꎬ时至今日ꎬ有关

排污单位按证排污的权利义务规范、环境行政

部门依证监管的职责清单、执法手段、法律责任

等尚未明确ꎮ

１ ３　 压实排污单位治污主体责任的法律规范

不足

排污许可证的法律性质、法律效力、权利边

界、法律责任构成等方面缺乏具体化和法定化ꎬ监
管主体的监管职责、法定权限、履责清单、监管程

序、免责情形等法律依据模糊ꎮ
１ ４　 排污许可制在固定污染源环境监管体系中

的地位尚未显现

当前的排污许可制度相对于环评制度、总量

控制制度ꎬ尚处于从属地位ꎮ 我国排污许可制度

的法定化与稳定性不足ꎬ缺乏上位法依据和行政

资源保障ꎬ仅在项目建设和试运行阶段发挥作用ꎬ
核心地位缺失ꎬ“重发证、轻监管”现象严重ꎮ
１ ５　 排污许可制度与其他制度在法律规范的衔

接上缺乏针对性

排污许可制度在实施中更多地体现为区域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的实施手段和某一环节ꎬ
与环评在制度内容上相互独立、互不支撑ꎬ主导性

地位尚未体现[１]ꎮ 如在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

可制衔接实施过程中ꎬ存在基本内容、管理要求、
技术规范、时间节点、管理平台等方面的衔接问

题ꎮ 环评报告内容没有考虑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

与项目排污许可ꎬ排污许可证的申请、审核与发放

也没有考虑环评的结论与审批要求ꎮ

２　 企业主体责任导向下排污许可制的制

度内涵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明确提出ꎬ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

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ꎬ在凸显排污许可制度极端

重要性的同时ꎬ也明确了排污许可制度在污染源

排放控制制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ꎮ 以排污许可制

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ꎬ包括以下制

度内涵ꎮ
２ １　 回归排污许可行政许可的法律属性

尽管从制度定位上排污许可是行政许可的一

种ꎬ但在排污许可制度实施过程中ꎬ部分环节偏离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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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行政许可的本质ꎮ 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ꎬ在许可内容上ꎬ排污单位“法无禁止皆可

为”ꎬ排污许可本质上是排污单位履行污染防治

义务的清单ꎬ也是监管部门依法监管的依据ꎮ 但

事实上ꎬ排污单位履行污染防治义务的边界并不

清晰ꎬ排污许可证载明内容与监管部门监管内容

并不完全一致ꎬ存在脱节现象ꎮ 第二ꎬ在许可对象

上ꎬ依据«行政许可法»ꎬ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ꎬ应
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ꎮ 现实中ꎬ
因缺乏授予排污许可对象的具体规定ꎬ授予行政

许可的对象并未涵盖所有的排污主体ꎮ 一方面存

在大量无证排污脱离监管的情形ꎬ有悖公平原则ꎻ
另一方面无证排污的法律定性并不统一ꎬ存在介

于违法与合法中间地带的脱法现象ꎮ 第三ꎬ在授

予排污许可的条件审查上ꎬ对于未达到法定标准

的排污单位ꎬ现行法律采取的是不予审批环评文

件ꎬ而非不予核发排污许可证ꎮ 因此实际上审批

是对建设项目进行的审批ꎬ而非对排污许可进行

的审批ꎮ 回归排污许可行政许可的法律属性ꎬ强
化排污单位依法排污、持证排污的主动性和主体

性ꎬ明确排污单位持证排污的具体义务和责任边

界ꎬ需要将原«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

的排污许可证核发部门修改为审批部门ꎬ增加对

排污许可申请的审查内容和程序ꎮ
２ ２　 实现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制度的精简整合

改革、完善排污许可制度的目的ꎬ是希望通过

排污许可证申请的受理、审批与发放ꎬ整合固定污

染源排污单位的污染防治义务ꎬ打通多项环境管

理制度之间在法律规范体系、技术支撑体系、管理

体系之间的链接ꎬ充分发挥制度的合力作用ꎬ按照

“生产设施—治污设施—排放口”工序关系优化

简化排污许可证的内容ꎬ实现固定污染源“一证

式”管理ꎮ 排污许可制在回归行政许可法律属性

的同时ꎬ应建立排污单位污染排放控制的义务清

单ꎬ有效解决制度之间脱节、重叠等造成的运行

不畅、相互掣肘问题ꎬ实现企业按证排污、依证

履责ꎬ环境监管部门依证监管、依证执法ꎬ最终

实现环境管理制度效能提升、企业负担减少的

制度目的ꎮ

２ ３　 融合衔接其他环境管理制度

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制度分为源头控制型、

过程型(事中)和末端型(事后)ꎮ 排污许可制度

与同处于环境准入阶段的环评制度、“三同时”制

度、总量控制制度等同属于预防性的源头控制型

制度ꎮ 如何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完善排污

许可制度的重点ꎮ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

明确了排污许可证申请、核发、实施、管理等事项ꎬ

但对其相互之间的衔接整合并没有做出明确规

定ꎮ 尽管原环境保护部专门印发有«关于做好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污许可制衔接相关工作的通

知»(环办环评〔２０１７〕８４ 号)ꎬ但是依然没有很好

地解决上述问题ꎮ

为推动排污许可制度与环评制度、总量控制

制度的衔接ꎬ环境监管部门着力在技术支撑体系、

管理体系方面加强制度之间的链接ꎮ 通过颁布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２０１９ 年

版)»«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

报告技术规范 总则(试行)»«排污单位自行监测

技术指南 总则»(ＨＪ ８１９—２０１７)及工业固废和危

险废物治理、废弃资源加工工业五个行业排污许

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等ꎬ推动形成环评与排

污许可衔接“一个名录、一套标准、一张表单、一

个平台、一套数据”ꎻ通过改革总量控制制度ꎬ以

许可排放量作为总量控制指标ꎬ以许可证执行报

告中的实际排放量作为考核固定污染源总量控制

指标完成情况ꎬ以排污许可数据作为环境统计主

要数据来源ꎬ与环保税交换共享企事业单位实际

排放数据和纳税申报数据等ꎬ实现固定污染源环

境管理制度之间的衔接ꎮ

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

制度体系ꎬ并不意味着取代其他环境管理制度ꎬ而

是按照污染物产生的工序关系ꎬ秉持 “生产设

施—治污设施—排放口”全过程监管的理念ꎬ整

体设计固定污染源监管流程ꎬ突出重点环节ꎬ弥

补事中事后监管短板ꎬ实现对监管流程的优化

重整ꎬ融合衔接环评、总量控制等制度ꎬ发挥制

度合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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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强化排污单位污染防治的主体义务和责任

强化排污单位的主体责任和义务ꎬ是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思路的重大转变ꎬ是落实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强化排污者责任”的具体体现ꎬ其核心是

排污治理的责任回归企业ꎬ改变以往政府包办式、
保姆式管理的做法ꎬ厘清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在

排污许可证核发、执法环节的责任边界ꎬ落实企业

污染防治的主体责任ꎮ 排污许可证是排污单位承

担污染排放控制义务和责任的法律文书ꎬ具有法

定性和强制性ꎮ 排污许可制度通过排污许可证的

申请和授予ꎬ载明市场主体排污行为依法应当遵

守的环境管理要求和承担的法律义务ꎬ明确了排

污单位污染排放管控的具体要求和预期ꎬ规定了

违反法定义务的法律后果ꎬ有助于排污单位自觉

守法ꎮ
２ ５　 厘清固定污染源排放控制中政府、市场与社

会的边界

排污许可制同时在排污管理和证后监管方面

发力ꎬ在制度设计中既注重企业合规履责的自主

性和主体性ꎬ又重视污染源环境监管的规范性和

体系化ꎬ既体现了监管者的监管理念和意志ꎬ也包

括了排污者的合规意志ꎬ顺应了环境治理转型的

趋势ꎬ具有双向性、互动性ꎮ 排污许可证载明了排

污主体污染排放管控的要求和义务ꎬ是企业守法、
部门执法、社会监督的依据[２]ꎬ为准确厘清政府、
市场与社会的职责边界创造了条件ꎮ 第一ꎬ落实

排污单位治污主体责任ꎬ在监管理念上从“保姆

式”监管变为基于信息的严格监管体系ꎬ通过执

法监测、环境管理台账核查、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等手段ꎬ判断排污单位合规性ꎻ第二ꎬ建设全国排

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ꎬ接入执法信息ꎬ建立企

业环境守法与诚信信息共享机制ꎬ强化排污许

可证的信用约束ꎬ为信用型监管、社会监督留下

空间ꎮ

３　 企业主体责任导向下排污许可制的法

律价值

　 　 企业主体责任导向下的排污许可制度ꎬ明确

了排污许可制在固定污染源监管体系的核心地

位ꎮ “一证式”载明并明确了对排污单位的守法

要求ꎬ将排污许可证作为“沟通”环境监管部门监

管要求与市场主体守法义务的桥梁[３]ꎬ顺应了当

前固定污染源排放控制的立法需求ꎬ回应了«环
境保护法»和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 «大气污

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对

排污许可制度独立性、基础性地位的确认ꎬ为提升

排污许可制度实施的法治化水平ꎬ增强制度的确

定性和可操作性ꎬ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

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奠定了法治基础ꎮ
３ １　 确立排污许可制度在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

制度中的核心地位

所谓核心ꎬ意味着中心、统领和基础性ꎮ 构建

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体系ꎬ意
味着排污许可制度在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中

的基础性和统领性地位ꎮ 在固定污染源排放管理

的工作实践中ꎬ我国形成了以“老三项”和“新五

项”为主体的环境管理制度体系ꎮ 其中ꎬ排污许

可和排污申报登记一起ꎬ作为污染总量控制的实

施手段和工具ꎬ并不具有独立性ꎮ 排污许可制度

与环评制度、“三同时”制度、环境标准制度、环境

税费制度等之间的联系并不密切ꎬ制度实施中存

在不同程度的脱节、重复甚至冲突ꎬ未能协调一

致ꎬ发挥整体性制度效能ꎮ 确立排污许可制度在

环境管理制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ꎬ明确制度的有

效衔接ꎬ真正实现“一证式”管理[４]ꎬ并通过«排污

许可管理条例»将污染防治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

容确立下来ꎬ为进一步厘清制度之间的关系ꎬ明确

固定污染源排放控制的关键环节和监管内容ꎬ奠
定了基础ꎮ
３ ２　 迈出调整和重组固定污染源排放控制制度

体系的实质性一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我国在践行以最严格制度

保护生态环境的严密法治观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中取得的重要进展ꎬ是建立、健全源头预防、过程

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

制度体系ꎮ 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上升为法律制

度ꎬ一方面需要以全过程控制的整体系统观ꎬ对
制度体系中每一具体制度的功能和地位进行重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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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定位、调整和优化ꎬ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立法ꎬ
对制度成果和优良实践做法予以法律转化和立

法确认ꎮ
严密法治观指导下的固定污染源排放控制ꎬ

需要遵循法治逻辑ꎬ通过立法ꎬ明确排污单位、监
管部门、社会公众在污染防治中的职能和职责ꎬ这
也是污染防治制度体系调整和重组的任务ꎮ 协同

有序、稳定高效的监管制度体系ꎬ能够将排污单

位、监管主体、社会公众权利(力)义务衔接和对

应起来ꎮ 排污单位切实担负起污染防治的主体责

任ꎬ监管部门在法规、标准、规则和技术规范上履

行监管职责ꎬ社会公众运用媒体监督、公众参与和

信用评价的力量ꎬ实现污染防治制度联动、协同一

致、目标措施一体ꎮ
３ ３　 推动生态环境监管部门职能转变和角色的

准确定位

排污许可制度的完善ꎬ是在审批制度改革、转
变政府职能的大背景下进行的ꎮ 当前ꎬ生态环境

部门正处于职能转变、角色重新定位的历史关头ꎬ
生态环境部门要从准确界定政府、市场、社会三者

在生态环境保护中职能及相互关系角度出发ꎬ厘
清各自职责界限ꎬ系统推进行政审批、许可事项的

整合与精简优化ꎮ 生态环境部门要从污染源排

查、现场检查、环评审批等活动中解放出来ꎬ以构

建“大环保”格局为中心ꎬ厘清部门界限ꎬ激发市

场动力ꎬ发动社会力量ꎬ将市场能够做的还给市

场ꎬ落实市场主体污染防治的主体责任ꎬ充分发挥

社会主体的监督功能ꎬ大力推行排污单位信息披

露和环境信用记录制度ꎬ推动排污许可证、执法监

督、信用监管、信息公开等的政策联动ꎮ
３ ４　 促进以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的生

态环境监管体系形成

健全、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和制度ꎬ需要将

落实企事业单位治污主体责任、减轻企事业单位

负担、整合衔接固定污染源管理相关制度、稳定企

业污染排放管控要求和预期、公平规范环境执法

有机结合起来ꎮ
构建以排污许可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体

系ꎬ将污染防治的思路从管企业转移到对排污口

的精细化管控上来ꎬ使得生态环境监管有条件从

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出发ꎬ按“生产设施—治

污设施—排放口”工序关系优化简化排污许可证

内容[５]ꎬ通过排污许可证将污染防治任务分解、
落实到每个企业、每个排放口ꎮ 根据排污单位污

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及环境影响程度大小ꎬ科学分

类管理ꎬ明细化、差别化、精准化排污单位污染防

治设施运行、排放浓度、排放去向及自行监测、排
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等具体要求ꎮ
３ ５　 以“一证式”监管执法开创生态环境保护执

法新局面

排污许可制度改革ꎬ有效打通了“环评—许

可—执法”的技术规范体系ꎬ实现固定污染源排

放管理的法规体系、技术支撑体系、管理体系的统

一协调ꎬ建立固定污染源一体化信息平台ꎬ逐步推

动排污许可标准化ꎬ通过执法监测、环境管理台

账、排污许可证报告等手段ꎬ实现精准化监管执

法ꎮ 通过检查排污许可事项和环境管理要求落实

情况ꎬ判断排污单位合规性ꎬ开创生态环境监管执

法的新局面ꎬ也为协商式监管、信用型监管、柔性

监管创造有利条件ꎮ

４　 企业主体责任导向下排污许可制度的

构建路径

　 　 排污单位污染防治主体责任有深厚的政策法

律基础ꎮ ２０１４ 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损害担责

原则”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承担主体范围的延

展ꎬ«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九条将产

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纳入排污许可ꎬ«民法典»
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承担范围的法律确认ꎬ
均对企业承担污染防治主体责任有所指向ꎮ 从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的“强化排污者责任”ꎬ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

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和“严格落实企业主

体责任”ꎬ到«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

意见»中的“健全环境治理企业责任体系依

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ꎬ上述法规和法律ꎬ清
晰地勾勒出了企业主体责任导向下排污许可制度

的构建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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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履行立法义务ꎬ提升排污许可制度的法治化

水平

«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均规定排污单位应依法申

请排污许可证ꎬ依证排污ꎬ排污许可的实施方法和

步骤由国务院规定ꎮ 因此ꎬ由国务院出台«排污

许可管理条例»及有关规范性文件ꎬ对排污许可

实施方法和步骤加以规定ꎬ是国务院履行立法义

务的必然要求ꎮ 同时作为压实排污单位污染防治

主体责任的核心要求ꎬ需要明确和具体化排污许

可证的申领条件、界定排污单位的法定环境管理

义务ꎬ厘清排污单位和监管部门在污染防治方面

的职责职权和权利边界ꎬ并确立相应的法律责任

体系ꎬ同样需要国务院通过行政法规或其他规范

性文件加以规定ꎮ

４ ２　 清单化排污单位污染防治主体义务

提升排污许可法治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措施ꎬ

是明确排污单位排放管理的预期ꎬ“法无规定不

禁止”“法无规定不处罚”ꎬ排污许可证颁发时要

最大限度地穷尽排污单位的污染防治义务ꎮ 除此

之外ꎬ不额外增加排污单位的污染防治负担或减

损依法履责后应当享有的权益ꎮ 在推行排污许可

制的过程中ꎬ通过明确企业健全内部环境管理制

度、自行监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排污许可证执

行报告、信息公开等具体要求ꎬ并将其载明于排污

许可证书中ꎬ实现企业承担主体责任的“清单

化”管理ꎬ排污许可证也就具有了排污单位承担

污染排放控制义务和责任的法律文书的法定性

和强制性ꎮ

４ ３　 重视排污许可制度的内生激励机制

法律从来不是单纯依靠强制手段实施的ꎮ 压

实排污企业污染防治主体责任ꎬ履行“清单化”环
境管理义务ꎬ不能仅靠政府管制和法律责任的强

制ꎮ 法律责任也从来不是为惩罚而产生的ꎮ 要高

度重视排污许可制度运行中的内生激励机制ꎬ即

通过守法促进ꎬ将政府管制转化为企业“守法激

励” [６]ꎬ将排污单位履行排污许可环境管理义务

内化为企业合规守法的动力ꎮ

如同权利具有双面性一样ꎬ法律义务也具有

双面性ꎮ 排污许可证在规定法律义务的同时ꎬ也

给排污单位带来丰厚的“守法激励”ꎮ 良性运转

的排污许可制度应通过守法促进和守法激励ꎬ确

立排污单位污染防控义务责任框架ꎬ实现排污许

可全覆盖制度目标ꎮ 因此ꎬ为排污许可制度嵌入

内生守法激励机制ꎬ应遵循环境监管执法的规律ꎬ

创新执法手段ꎬ通过环境监管和排污许可执法ꎬ为

排污单位和被管理对象提供环境合规教育和技术

援助ꎬ创造良好的氛围ꎮ 必要的时候可提供经济

激励ꎬ增强企业的环境管理能力ꎬ降低企业守法成

本ꎬ大幅度地增加企业环境违法成本ꎬ逐步提升排

污单位合法排污的收益预期ꎬ从而将企业守法和

依证排污内化为企业自身的行动和动力ꎮ

４ ４　 以灵活有度的监管执法推动管理的精准化

排污许可制的另一政策目标ꎬ是通过类别化

分类监管ꎬ实现固定污染源的精细化管理ꎮ 为实

现污染源的精细化管理ꎬ首先应明确ꎬ排污单位污

染源监管的精细化来自企业内部污染源排放管理

的精细化ꎬ以内部管理的精准化带动污染排放源

监管的精准化ꎮ 为实现这一要求ꎬ环境监管部门

应着力打通有效支撑“环评—许可—执法”的技

术规范体系ꎬ实现环评分类管理目录、豁免目录、

备案目录等环评技术要求与排污许可技术要求相

吻合ꎮ 其次ꎬ应认识到企业内部环境管理的精准

化ꎬ是为企业发展注入“环境合规”基因的重要途

径ꎮ 将环境法律要求和合规标准内化为企业内部

的环境管理ꎬ是实现以权利义务机制带动企业履

行主体责任的必由道路和唯一途径ꎮ

４ ５　 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ꎬ增强排污许可监管执

法的实效性

排污许可监管执法的信息化ꎬ是健全完善排

污许可监管执法体制机制、提升法治化水平的重

要抓手和工具ꎮ 充分运用信息化工具和手段ꎬ强

化排污许可、环评和执法之间的联系和有机衔接ꎬ

构建环评管准入、许可管排污、执法管落实的污染

源全流程管理体系ꎬ宏观微观相结合ꎬ以信息化助

推排污许可监管执法的有效性ꎮ

９２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参考文献:

[１] 　 秦曾雄.浅谈排污许可制实施中问题及对策建议[ Ｊ] .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ꎬ２０１９ꎬ４４(０３):４２－４４.

[２] 　 李媛媛ꎬ李丽平ꎬ姜欢欢ꎬ等.中国台湾地区排污许可执法经

验及启示[Ｊ]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ꎬ２０１８ꎬ４３(０４):９５－９９.

[３] 　 刘建ꎬ崔小爱ꎬ薛鹏程.排污许可证证后监管现状及对策建

议研究[Ｊ] .环境与发展ꎬ２０１８ꎬ３０(１２):２２４－２２５.

[４] 　 许康利ꎬ熊娅ꎬ贺蓉ꎬ等.排污许可证监管和执法关键问题及

解决路径研究[Ｊ] .环境保护ꎬ２０１８(２２):５６－５９.

[５] 　 余洲ꎬ张新华ꎬ江淼ꎬ等.江苏省排污许可证后监管实施现状

及对策[Ｊ] .环境影响评价ꎬ２０１９ꎬ４１(０２):２８－３１.

[６] 　 王曦.环境执法原理[Ｍ].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４８－５１.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ꎬｌｅｇ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ｐｅｒｍ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ＵＩ Ｊｉｎｘｉｎｇ１ꎬＷＥＮ Ｈｕｉｒｕ２

(１.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９ꎬＣｈｉｎａꎻ

２.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Ｍｉａｎｙａｎｇ ６２１０１０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ｐｅｒｍ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ａｓ ｒｉ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ꎬ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ｐｅｒｍｉｔｓ.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ｌｅａ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ｔｏ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ｅｌ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ꎬ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ꎬ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ｙ ｐｏｌｌｕｔｅｒｓꎬ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ꎬ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ｓｓｕｍ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ꎻ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ｐｅｒｍｉｔꎻｌｅｇａｌ ｖａｌ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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