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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I N A E N V I R O N M E N T N E W S

本报利马讯 利马当地时间 11 月 21
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秘鲁总统库琴
斯基的共同见证下，中国外交部部长王
毅代表环境保护部与秘鲁环境部部长
加拉尔萨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部与秘鲁共和国环境部环境合作
协定》。

自 2000 年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和秘鲁共和国政府环境合作

协定》以来，通过邀请秘鲁环境官员来
华参加环境保护援外培训班等形式，双
方开展了一系列交流。2016 年 7 月，应
秘鲁共和国政府邀请，环境保护部部长
陈吉宁作为习近平主席特使出席了秘
鲁总统权力交接仪式。本次协定结合
双方新的重点关注领域，对原有协定内
容进行了补充和更新。

中秘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当前，

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继续发展，通过
此次签署合作文件，双方将在环境保
护、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及环境科技创
新等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合作。双
方将通过务实合作，挖掘环保领域的合
作潜力，助力落实两国 2016 年至 2021
年共同行动计划，为全球 2030 可持续
发展议程做出积极贡献,在合作中实现
绿色发展和谐共赢。 国际

环境保护部与秘鲁环境部签署环境合作协定
双方将在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等领域开展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
保护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着眼于
落实地方党委政府环境保护责任、企事
业排污单位污染治理主体责任这两条
主线，全面深化改革，实行最严格的环
境保护制度，着力推动环境质量改善。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等明确提出要改革环境治理基
础制度，建立和完善覆盖所有固定污染
源 的 企 事 业 单 位 控 制 污 染 物 排 放 许
可制。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控制污
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对完善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
制度、实施企事业单位排污许可证管理
作出总体部署和系统安排，是全面深化
生态环境领域改革、推进环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的有力举措。全面落实《方案》，改革完
善和实施好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使
之成为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
度，有利于全面落实排污者主体责任，
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持续提升环境治
理 能 力 和 水 平 ，加 快 改 善 生 态 环 境
质量。

坚持问题导向，推动落实企事业排

污单位治污主体责任，实现污染源全面
达标排放，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企事
业排污单位是我国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来
源之一，控制和减 少 企 事 业 单 位 排 污 ，
对 于 降 低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至 关 重 要 。
长 期 以 来 ，一 些 排 污 单 位 积 极 主 动 治
污的主体责任意识淡薄，偷排、漏排以
及 超 标 排 放 等 违 法 违 规 问 题 时 有 发
生 ，直 接 导 致 一 些 地 区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恶 化 。 实 行 最 严 格 的 环 境 保 护 制 度 ，
必须紧紧扭住企事业排污单位排污行
为 不 放 松 ，强 化 源 头 严 防 、过 程 严 管 、
后果严惩。改革后的排污许可证是每
个 排 污 单 位 必 须 持 有 的“ 身 份 证 ”，是
企事业单位生产运行期排污行为的唯
一行政许可，是排污单位守法、执法单
位 执 法 、社 会 监 督 护 法 的 基 本 依 据 。
按 照 方 案 要 求 ，企 事 业 排 污 单 位 应 当
及 时 申 领 排 污 许 可 证 ，向 社 会 公 开 申
请 内 容 ，承 诺 按 许 可 证 规 定 排 污 并 严
格 执 行 ，同 时 加 强 自 我 监 测 、自 我 公
开，并自觉接受监督，排放情况与排污
许 可 证 要 求 不 符 的 ，及 时 向 环 保 部 门
报 告。要通过排污许可证实施，建立从
过程到结果的完整守法链条，推动企事
业单位从“要我守法”向“我要守法”转
变，全流程、多环节促进企事业排污单位
改进治理和管理水平，主动减少污染物
排放。

坚持目标指引，改革以行政区为主

的总量控制制度，建立企事业排污单
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更好地促进
环境质量改善。排污许可是促进总量
控制和质量改善紧密关联、有效协同
的关键环节。区域性总量控制真正转
型到服务于环境质量改善这一核心，
必须通过企事业排污 单 位 精 细 化 的
总量控制和许可要求来实现。改革
完 善 控 制 污 染 物 排 放 许 可 制 ，将 流
域 控 制 单 元 、城 市 的 环 境 质 量 改 善
要 求 落 实 到 企 事 业 单 位 ，通 过 差 别
化 和 精 细 化 的 排 污 许 可 管 理 ，改 变
以 往 单 纯 以 行 政 区 为 单 元 、自 上 而
下层层分解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
方 式 ，逐 步 实 现 由 行 政 区 污 染 物 排
放总量控制向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
放 总 量 控 制 转 变 ，控 制 的 污 染 物 种
类逐步扩大到影响环境质量的污染
物，范围逐步统一到固定污染源。环
境质量不达标地区要对企事业单位排
放污染物实施更加严格的管理和控
制，做到“一厂一策”，排污许可证周期
性换发要与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相
衔接，推动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和污染控制水平。

坚持系统思维，逐步整合、衔接固
定源环境管理相关制度，构建固定污
染源环境管理核心制度。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环境管理先后建立了排污收
费、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排污申

报与许可、总量控制等一系列制度，在防治
污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固定污染
源管理来看，制度衔接不够，相互协同不
好，管理效能不高，没有实现体系化、联动
化、链条化。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能否
实用管用好用，关键在于整合衔接固定源
环境管理的相关制度，使之精简合理、有机
衔接，实现分类管理、一企一证，并与证后
监管与处罚一体推动，使这项制度真正成
为固定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一要衔接
环评制度，在时间节点、污染排放审批内容
等方面相衔接，实现项目全周期监管要求
统一。二要整合总量控制制度，实现排污
许可与企事业单位总量控制一体化管理，
将企事业单位总量控制上升为法定义务。
三要以实际排放数据为纽带，衔接污染源
监测、排污收费、环境统计等制度，从根本
上解决多套数据的问题。通过精减、整合
和衔接，以排污许可证为核心和基础，明确
各方责任，制定配套政策，改革推动固定源
环境管理体系的重构。

坚持依法行政，严格依照排污许可证
规定，规范监管执法行为，提升环境管理效
力。排污许可证既是企事业单位的守法文
书，也是环保部门的执法依据。依证监管
是排污许可证实施到位的关键环节。环保
部门对企事业单位排污行为的监管执法必
须统一到排污许可证执行上，重点聚焦企
事业单位许可证执行情况，核实企事业单
位排放数据和执行报告的真实性，严厉打

击无证排污和不按证排污的违法行
为。通过排污许可证，既明确了企业
的守法要求，也划定了环保部门的执
法边界，给企业明确稳定的污染排放
管控要求和预期，推动形成公平规范
的执法守法秩序。

建立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的目
标已经明确，路径已经清晰。要抓紧
制定工作计划，对固定污染源实施全
过程管理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实现
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精细化、信息
化的“一证式”管理。当前，重点抓好
两方面工作：

一是规范有序发放排污许可证，
逐步推进排污许可证全覆盖。进一步
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技术支撑体系，加
大宣传培训力度。按照国家统一要
求，率先在火电、造纸行业核发企业排
污许可证，2017 年完成《水污 染 防 治
行动计划》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重 点 行 业 及 产 能 过 剩 行 业 企 业
排 污 许 可 证 核 发 ，2020 年 全 国 基 本
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各地要制定
实施计划，明确发放权限、程序和受
理 时 间 等 相 关 工 作 要 求 ，并 向 社 会
公布。环保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审核
程 序 和 技 术 要 求 ，对 符 合 要 求 的 企
事业单位及时核发排污许可证，对存
在疑问的开展现场核查，指导企事业
单位及时申领，做到应发尽发。现有

排 污 许 可 证 要 按 方 案 要 求 及 时 进 行
规范。

二是构建统一信息平台，加大信息
公开力度。建设统一的固定污染源管
理信息系统，实现各级联网、数据集成、
信息共享、社会公开，所有许可证的申
请、核发、执法等管理纳入信息平台。
建立企业环境守法和诚信信息共享机
制，强化排污许可证的信用约束。环保
部门建立信息通报制度，对信用低、违
规情况多的企业设立“黑名单”，联合发
改、工信、工商、税务、金融等部门共同
惩治“黑名单”企业。设立企业污染物
排放信息查询和反馈窗口，畅通公众查
询和反馈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信息的
渠 道 ，树 立 企 业 环 境 保 护 主 体 责 任 意
识。强化地方党委政府履行环境质量
改善主体责任意识，引导社会各界、公
众 、媒 体 共 同 关 注 和 监 督 企 业 排 污 行
为，形成政府依法监管、企业依证守法、
社会监督护法的良好氛围。

柱立则墙固，梁横则屋成。建立控
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涉及面广、改革任
务重，要有序有力统筹推进，将控制污
染物排放许可制建设成为固定源环境
管 理 的 核 心 制 度 ，建 立 系 统 化 管 理 机
制，实现对企业环境行为的“一证式”管
理，有效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持续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原载于11月22日《经济日报》）

建立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 为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新支撑
环境保护部部长 陈吉宁

本报记者王昆婷11月22日北京
报道 环境保护部今日发布《2016 年全
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
报》（以下简称《年报》），从全国大、中城
市固体废物信息发布情况、全国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工作进展情况、全国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能力建设情况以及地方固
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实践 4 个方面，系
统介绍了 2015 年我国固体废物污染防
治工作的相关情况。

2015 年，全国共有 246 个大、中城
市向社会发布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信息。此次发布信息的大、中城市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 19.1 亿吨，工
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 2801.8 万吨，医疗
废物产生量约为 68.9 万吨，生活垃圾产
生量约为 18564.0万吨。

2015 年，在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
作方面，全国各省（区、市）颁发的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证共 2034 份，经营单位
核准利用处置规模已达到 5263 万吨/
年，实际经营规模为 1536 万吨；持续深
入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查考核

工 作 ，各 环 境 保 护 督 查 中 心 共 抽 查
1509 家 企 业 ，整 体 抽 查 合 格 率 为
79.0%，比 2014 年 提 高 4.1 个 百 分 点 。
在电子废物污染防治方面，全国共有
29 个省（区、市）的 109 家废弃电器电
子 产 品 拆 解 处 理 企 业 纳 入 废 弃 电 器
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企业名单，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年处理总能力为 1.4
亿台，实际拆解处理总量达 7625.4 万
台，同比增长 8.2%。在可用作原料的
废物进口方面，2015 年进口废物 4698
万 吨 ，同 比 减 少 约 5.3%；从 事 进 口 废
物 加 工 利 用 企 业 2142 家 ，同 比 减 少
约 7.6%。

《年 报》还 介 绍 了 我 国 现 行 固 体
废物污染防治主要政策法规、固体废
物管理机构能力建设情况、固体废物
管 理 技 术 培 训 情 况 以 及 固 体 废 物 污
染 防 治 相 关 科 研 成 果 。 并 选 择 4 个
代表性省份，介绍了他们在解决固体废
物管理重点、难点问题方面的经验和
做法。

《年报》相关内容详见今日二版

环境保护部发布大、中城市固废污染环境防治年报

246城产生一般工业固废19.1亿吨

青土湖是甘肃省民勤县境内的湖泊，1959 年完全干涸。经多年治理，干涸了半
个多世纪的青土湖于 2010 年“起死回生”。2010 年到 2015 年，青土湖水面由 3 平方公
里扩大到 22.36 平方公里。2016 年，水域面积进一步扩大至 25.16 平方公里，地下水位
缓慢上升，区域环境质量有效改善。 新华社供图

近期有媒体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要求制药、水
泥、铸造、钢铁等行业采取临时性停产、限产措施，同
时对机动车实行单双号限行。对此，有人支持，认为
这是治理大气污染的必要举措；也有人质疑甚至反
对，尤其是一些相关污染企业。

今年 10 月以来，石家庄成为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
最严重的城市，PM2.5浓度均值比区域内城市均值高出
近 60%。很显然，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已经大大超出
了环境容量，污染防治形势十分严峻。对这类城市来
说，必须坚持治标和治本相结合，既要着眼长远调整
产业结构，也要立足当下污染形势采取一些临时性的
应急措施。

从改善环境质量、保障公众健康的角度出发，对
一些重污染行业企业实施停产、限产措施，可以说是
不二之选，不仅必要，而且必须。这势必触及相关行
业企业利益，引发一些不同意见、不同声音。这也很
正常，估计当地政府对此也有一定预判，不必有太多
顾虑，更不能因此影响大气污染防控大局。

当然，对企业来说，停产、限产一定程度上会使其短
期利益受损，刚开始实施时企业很可能会表现出不习惯、
不理解。然而，减少污染物排放本就是企业的义务，有些
污染企业所谓的经济利益本身就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的。类似的管控措施实际上早就应当实施。

停产、限产措施名单中的企业，往往都是对大气
污染影响较大的重污染企业，采取一定的管控措施，
能有效降低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削减重污染天气的
污染峰值。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近些年各地采取错峰生产等
措施并不鲜见，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为惯例。秋冬季是
大气污染多发时节，污染企业对于上述管控措施应早
有心理准备，早做预案。

类似石家庄市这样的强硬措施，无异于给污染企
业传递了明确的信号，企业必须在通过工艺革新减少
自身污染物排放和停产甚至破产之间做出抉择。事
实上，通过科技创新减少自身污染物排放，将减排压
力转化为转型发展动力的成功案例并不鲜见。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牵涉的利益方众多，短期来
看，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公众而言，产生一定的影响在
所 难 免 。 但 从
公 众 健 康 的 大
局、改善环境质
量的大势出发，
各 方 不 妨 对 治
理 措 施 多 一 份
理解和支持。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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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童克难北京报道 11 月 21
日，环境保护部副部长赵英民在京会见
了应邀来访的欧盟委 员 会 环 境 、海 洋
事 务 和 渔 业 委 员 卡 尔 梅 努·韦 拉 先
生。双方就全球环境议程进展、中欧
各 自 环 境 政 策 及 中 欧 环 境 合 作 等议
题交换意见。

赵英民代表陈吉宁部长对韦拉先
生的来访表示欢迎。 他 说 ，中 国 与 欧
盟在环保领域保持了长期、友好的交
流与合作关系。多年来，双方开展了
深入务实的合作项目，欧盟为中国的
环 保 工 作 提 供 了 大 量 的 管 理 理 念 和
政 策 措 施 上 的 支 持 。 中 方 高 度 重 视
与欧盟在环境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深
化 和 加 强 中 欧 环 境 合 作 将 是 全 面 落
实《中欧合作 2020 战略规划》的重要措
施，是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具
体行动。

赵英民指出，中欧处在探索新型

互利共赢环保合作的关键时期，机遇
与挑战并存，未来合作潜力巨大。中
国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工 作 的 深 入 发 展 和
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不断推进，为中
欧 双 方 在 新 时 期 的 环 保 合 作 提 供 了
新的领域和舞台。通过商签《中欧促
进 深 化 技 术 合 作 共 同 原 则》，双 方 将
在 现 有 环 保 合 作 基 础 上 进 一 步 加 强
实质性合作，促进大气、水、土壤污染
防治，以及在绿色增长和循环经济相
关环保政策等领域开展合作，为全球
可 持 续 发 展 事 业 和 推 进 双 边 关 系 做
出贡献。

韦 拉 对 赵 英 民 的 欢 迎 表 示 感
谢。他说，欧盟与中国的环保合作不
断 深 入 ，对 双 方 的 合 作 成 果 表 示 满
意 。 希 望 双 方 在 现 有 环 保 合 作 基 础
上进一步加强务实环保合作，为中欧
全 面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的 进 一 步 深 化 做
出贡献。

赵英民会见欧盟委员会环境、海洋事务和渔业委员
本报记者王昆婷11月22日北京

报道 为利用新媒体及时发布 权 威 信
息、回应社会关切，提升环境宣传工
作 的 时 效 性 和 影 响 力 ，环 境 保 护 部
今 日 正 式 开 通新媒体新闻发布平台

“环保部发布”微博及微信公众号。
环境保护部新媒体发布平台将对

外发布有关新闻稿、重要讲话、文件、
活动，重要政策、措施、法规、标准、工
作进展、热点回应等信息。

“环保部发布”微博微信开通

详见今日三版

车合格油合格为啥还限车？
导

读

为鼓励车主更新淘汰高排放老旧车，北京市政府将于 12月 1日实施
《北京市促进高排放老旧机动车淘汰更新方案》，进一步强化对机动车污染的
管控。一方面，国一、国二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五环路（不含）以内道路工
作日限行；另一方面，报废国一、国二排放标准的轻型汽油车可获得政府补
助。这一方案再次引发热议，有人提出，车合格，油也合格，为什么还要限
车？对此，本报今日刊登几位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听听大家怎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