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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接目的是什么？

2.什么情形应该罚？

3.责令改正决定怎么作
出和送达？

4.“打”了，还罚不罚？

5.怎么就算拒不改正？

6.依据什么标准处罚？

7.企业报告改正情况后
还要不要复查？

8.是不是可以一直罚下
去？

9.为什么规定三十日之
内？

10.能 解 决 违 法 成 本 低
的问题吗？

1.哪些限制生产？

2.哪些停产整治？

3.限期改正期间企业能不能

违法排污？

4.限产、停产的同时，还应采

取哪些措施？

5.限制生产期限多长？

6.停产整治有没有期限？

7.怎么就算企业整改完成？

8.排污者报备的材料不实怎

么办？

9.哪些可以不停产整治？

10.限制生产和停产整治决定

怎么下达？

11.决定要让哪些人知晓？

12.怎么确保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落实到位？

13.哪些停业、关闭？

1.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有哪些职责？

2.地方环保部门有关经费从

哪里出？

3.重点排污单位有哪些义务？

4.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由谁确

定？

5.重点排污单位依据什么确

定？

6.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公开哪

些信息？

7.重点排污单位通过什么方

式公开信息？

8.如何接受社会监督？

9.重点排污单位哪些情形应

当处罚？

10.对违反规定的重点排污单

位有什么处罚？

1.适用拘留的 21 种具体违法

情形是什么？

2.谁是责任人？

3.谁批准移送？

4.公安机关认为事实不清、证

据不足的怎么办？

5.公安机关认为不符合拘留

条件的怎么办？

6.上级机关发现下级应当移

送未移送的怎么办？

7.当事人不服的怎么办？

1.使用的概率有多大？
2.谁执行？
3.谁担责？
4.哪些可以？
5.哪些应当？
6.哪些可以不？
7.谁保管？
8.排污者阻碍执法怎么办？
9.保管费用谁出？拍卖变卖

了钱归谁？

10.需要什么证据？
11.如何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

权益？
12.主管部门负责人认为不需

要实施的，算不算错？
13.最长期限是多少？
14.如何促进违法者改正和自

律？
15.案件移送了怎么办？
16.谁是见证人？

最严之法怎么成为最严执法？

◆本报记者曹俊

2015 新年伊始，关于环境保护的第
一热词，当属新《环保法》。2014 是新

《环保法》的宣传年，2015 则是新《环保
法》的实施元年。宣传的关键词是史上
最严，实施的目标是史上执行最严。

（一）

如果说，长达 3 年的修法过程，充
分考验了环保部门的话语权，那么，实
施新《环保法》，就是对环保部门执行力
的一次大考。

能不能严格实施新《环保法》，考验
环保部门对依法治国重大决策的履职
能力。

环保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监管，是
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
大决策，对环保部门依 法 行 政 提 出 了
更 高 标 准 ，要 求 环 境 保 护 全面进入法
制轨道。作为环境保护的基本大法，新

《环保法》规范了政府、环保主管部门和
企业必须履行的责任，通篇贯穿依法治
国理念，是环境监管执法的总章程、总
规则。

环保部门落实依法治国战略决策，
首先就是严格实施新《环保法》，在新

《环保法》的规范下，依法约束政府决策
行为，依法规范环境监管，依法打击违
法排污，依法保障公众环境权益。环保
部门严格执法，就是践行生态文明和依
法治国理念。从政治高度把握新《环保
法》，就会精神一振，境界全开。

能不能严格实施新《环保法》，考验
环保部门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
创造力。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伟大建设成就，也积累了大量
生态环境问题。很多矛盾到了集中暴
发期，不好解 决 ，也 绕 不 过 。 当 前 和
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都将处于增长
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
政策消化期，这是新常态。打造经济
升 级 版 ，从 粗 放 到 集 约 ，从 低 端 到 高
端 ，结 构 调 整 的 任 务 更 加艰巨，肯定
会遇到一些新课题，需要明确怎么看，
怎么办。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用严格的法律
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有效约束
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
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强化生
产者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大幅度提高
违法成本。这就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及
其环保部门，紧紧抓住法制这个纲，以
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通过改革创新
解决制约发展的资源能源、生态环境等
瓶颈问题。

严格实施新《环 保 法》，就 找 到 了
一 条 以 环 境 保 护 优 化 经 济 发 展 的 法
制 途 径 ，打 开 了 解 决各种环境问题的
总开关。

能不能严格实施新《环保法》，考验
环保部门环境管理战略转型的主动性。

环境管理战略转型，是环境管理走

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其核心在于依法
行政，依法监管。新《环保法》确立了现
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基本法律框架，为环
境管理战略转型提供了法律保障。推
进环境管理战略转型与严格实施新《环
保法》，相辅相成，互为动力。

当然，实施新《环保法》，最直接考
验的，是环保这支队伍的素质和能力。
新《环保法》授予的权力，不仅在于量的
增加，更在于质的变化。特别是强制执
行，已经属于国家机器性质，环境监管
由此进入新的法律层面。实施新《环保
法》，对环保部门是一次大考，而且是必
须合格的入门考试。

（二）

新《环保法》规定的环保部门的权
力与责任，有的属于国务院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有的属于地方，更多的则属于
基层环保部门。在基层职责中，马上就
会遇到的是行政处罚，特别是强制执
行，如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限产、
停产整治、移送行政拘留等。

新《环保法》关于强制执行的条款，
以及环境保护部、公安部等部门制定的
实施办法，规范明确，内容丰富。这些
条款和实施办法，体现了 5个特点。

第一，对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发
现必查，查处必严，一天都不许违法排
污。取消了限期整改等规定，就是不留
违法排污的空间。对于未批先建项目，
不再允许先上车后补票，强行上车的必
须下车。

第二，处罚立足于督促改正。从最
基础的罚款、责令改正，到按日连续处
罚 ，查 封 、扣 押 ，限 产 ，停 产 ，直 到 拘
留 ，目 标 都 指 向 一 个 ，就 是 督 促 违 法
排污者改正。罚款，是为了今后不需
要罚，限产、停产，是为了改正之后正
常 生 产 。 除 了 责 令 停 业 关 闭，每种处
罚都给违法者留下改正机会。这是由
环境管理的特殊性决定的，也是环境执
法的初衷。

第三，增强环境执法的威慑力和权
威性。新《环保法》与之前最大的不同
在 于 ，违 法 者 被 责 令 改 正 ，就 必 须 得
改。对于每一次拒不改正，都有进一步
处罚的后手，亦即救济措施。

罚 款 和 责 令 改 正 之 后 ，拒 不 改 正
的，可以按日连续处罚。按日连续处罚
直接针对的不是违法 排 污 ，而 是 拒 不
改 正 。 就 是 说 ，不 改 正 ，不 行 。 对 于
现场排污影响严重，危害随时可能扩
大 ，或 者 违 法 证 据 可 能 灭 失，需要紧
急制止的，可以查封、扣押。对于长期
超标、超总量排污的，可以限制生产；还
不管用的，可以停产整治；仍不管用的，
可以责令停业、关闭。违法排污者不落
实，不行。

第四，强化企业主体责任。特别是
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罚决定的解除
与否不再依赖于环保部门核查验收，而
取决于排污者的态度和行动。排污者
提交整改报告并向社会公开之日，就是
处罚解除之日。环境监管不再如猫捉
老鼠，而逐步转向企业自律。

第五，注重信息公开。为了接受公
众和监管对象监督，环保部门的监管执

法信息，特别是处罚决定、重点排污单
位名单等，都要向社会公开。环保部门
强制重点排污单位公开信息，鼓励其他
单位自觉公开信息。

（三）

从最严之法到最严执法，环保部门
和社会公众充满期待。

一个很有趣现象是，在法律向某些
强势部门授权时 ，舆 论 往 往 持 慎 重 态
度 ，甚 至 担 心 执 法 机 关 滥 用 职 权 ；相
反 地 ，新《环 保 法》授予环保部门这么
多权力，社会舆论却一边倒地担心执行
不严。

这种担心，一些基层环保工作者也
曾有过。新《环保法》刚刚颁布时，有人
感觉问责条款过多，过严，甚至觉得给
了权力不敢用，不能用。这种担心并不
奇怪，过去环境执法受行政干预的情况
不在少数。

实施新《环保法》，基层环保部门面
临很多新课题，新考验。法律赋予了权
力，执法者就必须尽职。不履行法定职
责或者履行不到位，是失职、渎职，就要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使权力，就要
对法律后果负责任。执法者违法，无论
是该办的没办，还是办错了，都必须受
到严格追究。权责对等，是立法基本规
则，并非对环保部门要求例外。经过半
年的培训，环保部门已经基本适应，现
在，已经做好准备，进入状态了。

新《环保法》刚刚实施，就显示出了
强大威力，各地首战频频告捷。新年第
一个工作日，广州市环保局贴出了首张
封条。同一天，湖南湘潭市雨湖区环保
局开出了第一张行政拘留处罚案件移
送书。环保部门的责任感和执行力引
来舆论点赞，媒体纷纷报道，称新《环保
法》实施开篇精彩。

在新《环保法》实施的同时，环境保
护部正在配合立法机关，全力推动《大
气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核安全法》以及《排
污许可证条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生物遗传资源获取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的制定或修订，以尽快
形成一整套生态环保法律法规体系，有
些地方性环境法规也呼之欲出。从中
央到地方，完善环境法律体系的努力从
未中断，依靠法律手段推进环境保护的
探索正谱新篇。环境法治建设，正在大
步前行。

法 律 的 权 责 更 均 衡 ，更 有 前 瞻
性 ，更 强 操 作 性 ，是 我 们 共 同 的 期
待 。 我 们 也 有 理 由 相信，对新《环保
法》的执法实践，必将有助于这些期待
转化为新的惊喜。

那么，环保工作者现在要做的，就
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
是责任与担当，也是推进法治建设的力
量。每一次严格执法，每一次实践努
力，都将让我们想要的未来来得更快，
都会让我们共同的期待来得更好。

点击 1

点击 2

点击 3

点击 4

点击 5

按日连续处罚，

是制裁还是督促？

——关于实施按日连续处罚

的 10个重点问题

查封、扣押，是常态还是应急？
——关于实施查封、扣押的 16个重点问题

企业限产、停产期，是自定还是强制？
——关于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的 13个重点问题

强制信息公开，是责任还是权力？
——关于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的 10个重点问题

移送行政拘留，是线索还是案件？
——关于环境违法案件中行政拘留的 7个重点问题

如果说修法过程考验了环保部门的话语

权，那么实施新《环保法》就是对环保部门执行

力的一次大考。

能不能严格实施新《环保法》，考验环保部

门对依法治国重大决策的履职能力，考验环保

部门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创造力，考验

环保部门环境管理战略转型的主动性。最直接

考验的，是环保这支队伍的素质和能力。

实施新《环保法》，对环保部门是一次大考，

而且是必须合格的入门考试。

2015 年 1 月 1 日，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第一天，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环保局开展突击执法，下达了
9 份《责令停止排污决定书》，这是湖南省首批责令
停止排污决定书。1 月 4 日，新法实施后第一个工作

日，雨湖区环保局再次行动，对已 责 令 停 止 排 污 的
企 业 进 行 复 查 。 复 查 发 现 有 3 家 企 业 拒 不 执 行
责令停止排污决定，仍在违法排污。执法人员现
场取证，依据新《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第（二）项

之规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3 名企业负责人均被
处以行政拘留 5 日。图为监测人员对企业外排废水
进行采样。

刘剑摄

本文转载自《新环境》2015年
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