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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固定污染源管理工作中,排污许可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2020年,我国的排污许可制

度已经覆盖到了所有的固定污染源。在排污许可证颁发力度逐渐加大,相关技术体系不断完善的情况下,

排污许可证的监管与执法工作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重点针对排污许可证监管和执法

关键问题及解决路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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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xed pollution source management work, the sewage permit system is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2020, China's pollution permit system has covered all fixed pollution sources. In the concept of  sewage 

permit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relevant technical system, the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of sewage permits has appeared a variety of problem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key issues and solutions for sewage permit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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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11月颁

发了《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

并对排污许可制度在固定污染源环境管

理中的重要性进行了充分的强调。之后,

排污许可的工作进度就在不断的加快。目

前,排污许可已经成为固定污染源管理

工作的基础与核心,在固定污染源排放

管理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

面向排污企业发放排污许可证仅是第一

步, 关键的还是后续的监管与执法工

作。只有不断的加强监管与执法,才能够

将排污许可证的实施效果充分发挥出

来。但是,各种问题的存在,却对监管与

执法工作的有效性产生了影响。在这种

情况下,非常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详

细的分析,并制定出针对性的解决策略。 

1 排污许可证监管和执法的相

关概述 

1.1排污许可证的监管工作要点。在

向企业发放了排污许可证之后,还需要

做好相应的监督管理工作。因为企业在

领到证之后,需要严格按照《排污许可管

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进行排污。而监

督管理工作的重点就是了解这些排污企

业是否将“按证排污”落实到位。 

1.2排污许可证的执法工作要点。在

排污企业领导排污许可证之后,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需要按照《排污许可管理办

法(试行)》和排污许可证中的相关规定,

对排污企业是否落实“按证排污”进行

现场执法检查。 

2 排污许可证监管和执法中存

在的关键问题 

2.1执法监管条例有待细化。《排污

许可管理办法(试行)》中的第53条中明

确提出“排污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

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核发环保

部门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

警告”。但是,这一条款仅针对排污许可证

书发放之前的问题[1]。如果排污企业在领

到排污许可证书后出现此类行为,应当给

出怎样的惩罚措施,始终没有得到明确。

第58条虽然明确规定了企业偷排、超标以

及超总量排放的相关规定,但是针对排污

单位漏报排污口、无组织放源、漏报污染

物种类却没有超标等行为,却并没有给出

具体的惩罚措施。另外,《排污许可管理

办法(试行)》中针对许可事项中的排放口

位置、高度、内径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问

题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2.2执法监管规定太过宽泛。《排污

许可管理办法(试行）》中的第54条明确

提出“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未及

时申请变更排污许可证的；或者违反本

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未及时补办排污

许可证的,由核发环保部门责令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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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针对排污单位基本信息的变更、排

放口的变更、排放方式的变更、污染物

排放浓度的变更以及许可排放量的变更,

核发环保部门虽然“责令改正”的权利,

但是却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改正期限和

预期不改的后果,自主裁量权较大。 

2.3排污者责任与监管执法没有实

现同步对应。《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

行)》中,排污企业的责任与监管执法之

间并没有形成同步、对应的关系。虽然

针对排污企业的责任条款非常多,但是

与之相对应的执法条款却非常有限。例

如,《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中的第

33条、35条以及37条分别对排污企业的

许可证管理、台账记录以及执行报告提

出了要求,但是如果排污企业没有将这

些要求落到实处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则

没有具体的规定[2]。 

2.4错误监管与执法问题的解决方

案缺失。排污企业提出排污许可证的申

领要求之后,需要由环保主管部门进行

层层审核,并 终进行许可证的办法。但

是,如果环保主管部门没有及时发现排

污企业申请填报中存在的问题,或者审

核不严格,使许可证颁发出现错误,那么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中并没有

给出明确的纠错机制。 

2.5排污许可证的执法形式不够明

确。排污许可证的执法形式不够明确,

明显增大了相应的监管执法难度。排污

许可证涉及到的细节非常多,例如前端

原辅料的使用、燃料及其有害物质的含

量、生产工艺、生产设施即治理设施的

相关参数、排污口数量、污染排放浓度

以及排放量等。但是,执法人员在实际

的执法检查中,只会对排污企业的具体

行为做出判断,例如排污企业是否配置

了污染治理设施、治理设施是否处于正

常运行状态、排污企业是否做好了台账

记录工作、其对污染排放情况的监测频

次是否合理、排污口数量是否足够等。

但是,对于各项执法检查内容之间的关

联性与逻辑性,却无法做出量化监管与

执法。 

3 强化排污许可证的监管与执

法路径 

3.1制定完善的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要想强化排污许可证的监管与执法效果,

需要制定完善的排污许可管理条例。首

先,对国家层面排污许可立法缺失的问

题,进行重点解决,为排污许可制度改革

的有效开展提供保证[3]。其次,对排污许

可制度在环境管理制度中的重要性进行

明确,将排污许可制度与环境管理制度

充分的融合在一起,将“一证式”管理落

到实处。 后,由于《排污许可管理办法

(试行)》中的很多条款仅明确了排污单

位的责任,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也要

在《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中体现

出相应的监管执法思路。 

3.2对属地监管责任进行强化。由于

现阶段的《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

中并没有对属地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管责

任提出系统的要求,所以建议在完善《排

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的时候,对属地

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进行重点区

强调,对排污许可证辖区的监管机制加

以明确,确保具体的执法时间、执法事

项以及执法频次、执法不力责任的追究

等内容。 

3.3强化排污许可证的监管执法力

度。要想强化排污许可证的监管与执法

效果,需要强化排污许可证的监管执法

力度。由于《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

中进对排污企业的责任进行了明确,却

没有给出与之相匹配的监管执法明细；

只明确了部分违规事项,却没有给出相

应的处罚标准。对此,建议强化相应的监

管力度,明确如果排污企业没有将《排污

许可管理办法(试行)》中的要求落实到

位,应当承担什么样的后果与责任。 

3.4制定相应的纠错机制。要想强化

排污许可证的监管与执法效果,需要制

定相应的纠错机制。首先,针对错正情况,

要制定针对性的错证责任追究机制和错

证纠正机制。同时,借助信息公开、经济

刺激等手段,将社会监督的作用充分发

挥出来,尽可能的减少错证问题的出现。

其次,按照“边推动、边制定、边完善”

的思路进行排污许可制度的改革,采取

一系列激励措施激发排污企业和核发部

门的积极性。并对现有的容错纠错机制

进行完善,通过严格的制度来为相关工

作人眼的合法权益提供保障。 

3.5提高监管执法能力。要想强化排

污许可证的监管与执法效果,需要提高

监管执法能力。首先,生态环境部门要制

定完善的监管技术体系、排污许可证监

管执法规范、行业排污许可证执法检查

指南等文件,并对监管组织的实施程序、

职责分工、监管方式、监管内容以及执

法记录内容等进行明确[4]。其次,对监管

执法人员进行系统的培训,帮助监管

执法人员总结实际的工作经验,借此

提升排污许可证监管执法的规范性与

高效性。 

4 结语 

对《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的相关

规定进行分析,发现监管工作与执法工

作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相辅相成的关

系。即监管工作中的要点正是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执法检查的重点。但是,要想

提高排污许可证的监管与执法效果,不

仅要对具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理

性的分析与解决,还需要制定完善的排

污许可管理条例和纠错机制、强化属地

监管责任和排污许可证的监管执法力

度。与此同时,还要重点提高监管执法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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