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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公 众 环 境 研 究 中 心 和 美 国
自 然 资 源 保 护 委 员 会 合 作 开 发 的
120 个 城 市 污 染 源 环 境 公 开 指 数

（PITI）评 价 报 告 近 日 发 布 ，评 价 结
果 显 示 ，在 各 界 对 环 境 信 息 公 开 形
成 更 多 共 识 的 基 础 上 ，全 国 污 染 源
信 息 公 开 工 作 在 2014～2015 年 度
取得显著进展。

本 期 PITI 指 数 评 价 结 果 呈 现
出 新 的 格 局 ，120 个 评 价 城 市 的 污
染 源 信 息 公 开 平 均 得 分 同 比 大 幅
提高 54.4%。榜首 6 年来首次易主，
浙 江 省 温 州 市 以 69.3 分 跃 居 120 个
城 市 第 一 名 。 在 山 东 省 环 保 厅 的
强 力 推 动 下 ，以 分 列 全 国 第 三 、第
四 名 的 烟 台 和 青 岛 为 代 表 ，山 东 城
市 群 在 信 息 公 开 表 现 上 快 速 崛
起 。 这 改 变 了 历 次 评 价 中 东 南 沿
海 地 区 一 枝 独 秀 的 局 面 ，形 成 了 山
东和浙江两省齐头并进的新格局。

进步一
94个城市得分提高 10分以上

各评价城市得分普遍增长，平均
得分从上年度的 28.5 分，大幅提高到
44 分，提高幅度达 54.4%。平均得分
的大幅上升，首先源于各评价城市得
分的普遍提高。

本期评价结果显示，120 个评价
城市中，除本溪、克拉玛依、大庆 3 市

得分略有下降外，其余城市得分均有
所提升，其中，威海、济宁、岳阳得分
较上一年度提高 30 分以上，共计 94
个城市得分较上年上涨 10 分以上，占
总评价城市的 78.3%。

直辖市中，北京因其在“企业日
常超标违规记录”、“环评信息”等项
的良好表现得 67 分，连续 4 年位居直
辖市榜首。

对比 2013～2014 年度评价结果，
9 个评价项中 8 项较之上年度得分率
上升，其中依申请公开、重点企业数
据、环评信息公开和自行监测信息发
布上升幅度较大。

在自行监测公开、重点企业数据
披露和广东、山东等地的日常超标违
规项目中，省区环保厅建设的统一信
息发布平台，对部分城市得分的提升
起到了关键作用。

本期评价发现，企业日常超标违
规信息发布趋于系统化，发布渠道趋
于平台统一化，并结合新媒体发布渠
道“广而告之”，接受公众监督。

进步二
山东城市群迅速崛起

山东省平均得分从前 4 期评价徘
徊在 9～13 名之间，到上期评价排名
省区平均分第 五 位 ，到 今 年 名 次 跃
升至第二位，山东 10 个评价城市信
息公开的整体提升。

山东的信息公开进展是在省厅
的强力推动下形成的，因此其公开不

止限于各环保重点城市。以近期因
严格环境执法引起关注的临沂市为
例，其 PITI 的试评价得分达到 69.1，
在 本 年 度 评 价 中 可 以 排 到 第 二 位 。
如果纳入临沂得分，山东平均分将超
过浙江，排名全国第一。

进步三
多地探索创新机制

报告列举了山东采用“双晒”模
式发布污染源日常违规信息；广东搭
建“行政处罚信息”平台汇总各地市
处罚信息，便于公众查询；湖南在“企
业环境信用等级”评价上，引入公众
参与，征询公众意见，并在企业环境
信用等级升级过程中邀请环保组织
监督参与。

各地开通环保政务微博受理网
络环境投诉举报，其中，“山东环保政
务微博体系”以及“银川政务云系统”
尤为突出。

不足一
总体公开程度有待提高

作为一个百分制评价标准，本期评
价的平均得分仅为44分，体现出污染源
相关的信息公开仍有巨大提升空间。

在得分率较低的项目中，日常监
管记录发布和企业环境行为评价，是
主管部门自身的工作职责，应该做好
也更容易做好。

然而，多数城市污染源日常超标
违规信息的发布尚不全面，得分率仅

为 42.5%；企业环境行为/信用等级评
价工作也仅有 13个省区市开展。

不足二
企业排放数据公开及环评

信息有效公开是明显短板

企业排放数据公开进展缓慢，多
数企业未能系统披露其排放数据，特
别是有毒有害的特征污染物质。

因 环 评 信 息 公 开 时 限 过 短 、形
式 单 一 、覆 盖 人 群 有 限 、缺 乏 救 济
手 段 等 原 因 ，目 前 多 数 地 区 环 评信
息仍未能实现利益相关方充分知情、
难以有效参与。

这两项进展缓慢，很重要的原因
是，多数地区的环境主管部门仅按照
要求开展其直接负责部分企业排放
数据和环评信息的公开，而未能建立
管理体系和统一平台，促使企业承担
其公开主体的责任。

不足三
多数地区尚未能在信息公

开基础上与公众良性互动

建立环保政务微博的地区为 156
个，能够回应微博投诉举报的地区有
70 个，它们主要集中在山东、浙江、江
苏等少数地区；能够发布环境监管信
息的地区仅有 36 个。有 27 个微博账
号为不更新或长期未更新的“僵尸”
微博，而大量城市环保政务微博尚待
建立，还未能抓住新媒体提供的新的
沟通与互动的机会。

120个城市污染源环境公开指数（PITI）评价报告发布，得分从28.5分升为44分

城市环境信息公开进步明显
山东浙江齐头并进，温州跃居榜首

◆本报记者陈媛媛
见习记者何万军 通讯员丁威

江苏省南通市环保公益联合会近
日组织了一样别开生面的环境污染犯
罪的模拟法庭。

法庭上的法官、公诉人、被告、辩护律
师的角色均为南通大学绿色方舟的环保
志愿者所担当，模拟某化工贸易公司将废
酸排入河道导致水质严重污染，控诉双
方在模拟法庭上展开了激烈辩论。

素材源于真实案例

2013 年 8 月~2014 年，海门市汇泉
化工贸易有限公司通过私设暗管，直接
从竖罐的出酸总口排放逾 4000 吨废酸
至新江海河,成为南通市迄今所破获的
最大的废酸倾倒案。

担任模拟法庭的指导老师、崇川区
人民法院朱寿如庭长指出，虽然案件典
型，但法律规定和适用范围有了新规
定，无论是对公诉人、辩护人，还是法
官，都是全新的挑战。正式的庭审是非
常严肃的，一些的探索性、尚不确定性
的言论是不容许的；而在模拟法庭就不
同了，这是一个相对开放的语境。

唇枪舌剑显示专业水平

模拟法庭上，控辩双方首先围绕
“排入河道的废盐酸是否为危险废物”
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首先由模拟的公诉方进行举证，包
括证人证言、书证、现场勘查记录、鉴定
意见，认为被告行为违反了“两高”司法
解释的规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 3 吨以
上即可入刑。

此案所认定的数量超过 4000 吨，
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对此，被告的辩护

律师认为仅凭现场测定废酸的 pH 值
均小于 1，有腐蚀性，就属于危险废物，
理由不能成立。

紧接着公诉方对污染造成的损失
进行举证，公诉方出示了《污染损失评
估报告》，报告中认为对废酸的倾倒对
水体和水生生物造成严重的损害，需要
进行环境修复，修复费用为 937万元。

辩护律师表示不能接受，她用颇为
激动的声音，直接指责公诉机关偷换概
念，“污染损失”和“环境修复费用 937
万”不能混为一谈，这二者完全是不同
的所指。

对此，法院认为，废酸污染水体是
不争的事实，至于水体需要修复，不是
辩护律师说了算，而是由沿河的居民来
决定。

公众参与环保任重道远

模拟庭审结束后，南通市环保公益
联合会副秘书长李婷为活动进行了点
评，她说：“通过模拟法庭可以认识到法
律的神圣、庄严，认识到蔑视法纪、践踏
法律必将受到严厉的制裁。”

参加观摩的人员认为不但辩论得
精彩、有水平，而且对公众自身环境权
益受到侵犯时如何进行捍卫很有启发。

来自朝晖社区的居委会副书记郭
琦告诉记者，听说有环保模拟法庭，居
委会特定组织了社区环保科普团成员
来旁听，听了之后感觉办理环境污染案
件真是不简单：发现难、取证难、鉴定
难、判决难、修复难。

南通市律师协会副会长蔡斌说：
“环境问题已由局部的、影响私人利益
的问题发展成为涉及公共利益、直接影
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重大问题，公众参与
环保是大势所趋。”

南通学生模拟法庭审理案件
感受法律公正 增强权利意识

◆本报通讯员周斌如 李婷
见习记者李苑

本报讯 作为为数不多的城市萤火
虫观赏圣地，江苏省南京市紫金山又到
赏萤时节。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学雏鹰
假日蓝天小分队近日紧急集合，在紫金
山灵谷寺禁区开展“八礼四仪”之“观赏
之礼”宣传活动，倡导“文明观赏，拯救
萤火虫”。

近年来，由于游客的不文明举动，
诸如捕捉、闪光灯拍照、汽车进入观赏
区等，致使紫金山萤火虫数量急剧下
降。雏鹰假日蓝天小分队通过横幅宣
传、主题演讲、情景演示和实时劝阻等

形式，向赏萤游客宣传不捕捉、不使用
闪光灯拍照、不使用强光电筒、尽量使
用公共交通进入景区等保护萤火虫的
措施，践行文明观赏之礼。小分队的活
动赢得了游客的一致支持和响应，纷纷
表示保护紫金山萤火虫，文明观赏，人
人有责。

虽然孩子们的呼声是微弱的，但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每个人从文明观赏
做起，紫金山萤火虫必然生生不息，成
为南京永恒的城市名片。

张纪兵

紫金山萤火虫数量急剧下降

南京小学生呼吁文明赏萤

本报讯 一支来户外探险队穿越新
疆知名徒步线路——狼塔 C 线后，将途
中盗采天山雪莲作为“战利品”拍照并
在微信朋友圈“晒图”。网友就此事在
某网站论坛发帖曝光，引起了户外徒步
爱好者与环保人士的强烈反响。70 余
家户外俱乐部集体发声，谴责这起滥采
盗挖天山野生雪莲违法行为。

8 月 10 日发布的这则题为《狼塔在
哭泣，天山在哭泣，请不要把黑手伸向
雪莲花》的网帖反映：在 7 月 27 日~8 月
7 日期间，一位叫“红发”的户外领队带
领由 31 人组成的户外探险团队，徒步
穿越新疆狼塔 C 线路时采摘了很多天
山雪莲，拍照后并在网上晒图炫耀。

在这些图片中，天山雪莲像白菜似
的杂乱地堆放在地上，不少探险队员还
与雪莲花合影。此帖短短一天点击量就
近 26万次，在近 700条回复中，网民纷纷
谴责这种恶意盗采天山雪莲的违法行为。

天山雪莲属于国家二级、新疆一级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主要生长在新疆天

山、阿尔泰山和昆仑山脉海拔 3000 米
以上雪线附近。野生雪莲靠种子繁育，
生长期需 6 年~8 年，如果连根拔掉，雪
莲便不可能再在原地生长。近些年来
天山雪莲面积锐减，目前分布面积已不
足 1000 万亩，国家已明文规定禁止采
挖野生雪莲。

狼塔 C 线和夏特古道、乌孙古道并
称为新疆最为顶级的3条徒步线路，深受
内地徒步爱好者喜欢。近些年，内地每年
都会有超过1000人（次）的徒步爱好者来
到此地旅行。驴友们的素质参差不齐，给
当地的环境保护带来很大压力。

为此，8 月 11 日，新疆山友救援队
牵头组织新疆户外俱乐部联合召开“狼
塔雪莲事件”情况通报会，共同谴责盗
采盗挖野生天山雪莲破坏当地野生植
物资源的违法行为，并集体签名发出

《致全国山友公开信》，呼吁山友自律，
文明徒步，保护天山野生雪莲资源。据
悉，目前森林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

杨涛利

驴友盗采天山雪莲遭谴责
70余家户外俱乐部集体发声，公安部门介入调查

2015 年 5 月 15 日，湖南省环境保
护厅网站发布了《湖南省 2014 年度企
业 环 境 信 用 评 价 结 果 公 示》，共 计
1184 家企业参评，拟评定环境诚信企
业 31 家、环境合格企业 934 家、环境风
险企业 130 家、环境不良企业 89 家，并
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5 月 22 日公示期
间接受公众意见。

公 示 期 间 ，湖 南 当 地 环 保 组 织
绿色潇湘环保科普中心（以下简称绿
色潇湘）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网站、
微信/QQ 群等形式，将此消息进行二
次传播，并收集公众反馈。通过与公
开的环境监管信息进行比对，绿色潇
湘发现，有 63 家企业在 2014 年存在环
境违规记录，71 家企业在 2014 年度存
在自行监测数据超标情况。

绿 色 潇 湘 据 此 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向评级单位湖南省排污权交易中
心发出正式提示信。

2015 年 5 月 27 日 湖 南 省 企 业 环
境 行 为 信 用评价工作办公室回应提
示信，采纳绿色潇湘提出的“企业自行
监测数据作为评价依据”的意见。

“经过了几年的努力，中国的环
境信息公开有一种青山遮不住、毕竟
东流去的一种豁然开朗的局势。”在
近 日 召 开 的 2014～2015 年 度 120 个
城市污染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
评价报告发布会上，报告发布者之一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做出这
样的评价。

120 个评价城市的污染源信息公
开平均得分同比大幅提高 54.4%。这
份名为“格局和创新”的报告，用评分
的方式真实地反映出这一年环境信
息公开的进步。

进步源于各界达成共识

此次，浙江省温州市以 69.3 分跃
居 120 城市第一名。在如此傲人的
成绩背后，有不为人知的酸楚。

温州市环保局副局长林曙告诉记
者，2009年刚进入环保系统时发现，他
发现，老百姓对环保非常不理解，认为环
保部门与污染企业是一伙的。

痛定思痛，他们决定在舆情反映
最为强烈的网站上开辟“环保之声”，
把群众反映问题的查处情况公开，回
复老百姓，反复多次沟通。一些系列
环保信息公开措施和制度，让他们逐
渐赢得老百姓的理解。

“没有什么秘密可以不公开，越
不公开，老百姓越认为有猫腻。信息
公开了，就把责任撇开了，而且把企
业污染公之于众，减轻了政府的压
力。”林曙说。

在新环保法实施前，环保部门没
有强制权，对于反复污染的“老油条”
企业，环保部门走查封扣押程序往往
需要很长时间。于是，一些地方环保
部门转变思想，引入媒体、社会力量
进行监督，从过去防御性应对，转变
为融合性对话，环保难题很快得到了
解决。

近年来，有相当一批地方环保主
管部门 的 负 责 人 对 环 境 信 息 公 开
形 成 了 新 理 念 和 新 认 识 。 评 价 机
构 通 过 调 研 发 现 ，对 于 山 东 、浙 江
等部分省市的环保部门来讲，信息
公 开 已 经 不 仅 仅 限 于 达 到 上 级 部
门的工作要求，而且已经超越满足
公众知情权的需要，更被看作是动
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合力推动污
染减排的重要手段。

而在 6 年前刚刚开展 PITI 评价
时，各地环境信息公开程度十分有
限，内容也不完整。

从 2011 年开始，政府陆续出台
了多部法律法规，基本确立起环境信
息公开制度，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水
平总体上持续提升。

特别是近两年，环保相关的新法
新政密集出台，有力地推进了环境信
息公开。

新修订实施的《环境保护法》设
专章阐 述 信 息 公 开 和 公 众 参 与 ，特
别 提 出 了 对 重 点 排 污 单 位 要 实 行
强 制 性 公 开 环 境 信 息 ；《河 北 省 公
众参与环境保护条例》是第一个省
级的相关条例；环境保护部出台一
系 列 新 环 保 法 的 配 套 措 施 。 这 些
都 为 环 境 信 息 公 开 和 公 众 参 与 奠
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环 境 保 护 部 部 长 陈 吉 宁 在 全
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多次提及信
息公开，指出要让所有污染源排放暴
露在阳光下，让每一个人成为污染排
放监督者。

马军认为，此次 120 个城市成绩
明显提升，与大格局下的大局观不无
关系。信息公开已经形成一种新的
理念。大格局使信息公开在地方由
被动转向主动，形成一系列创新举
措，实现了质的飞跃。

公开是政府和企业的共同责任

报告显示，企业排放数据公开及
环评信息有效公开明显短板。

如何让企业切实担负起公开主
体的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胡
静认为，PITI指数主要是针对政府来
源公布的一些信息，这些信息有相当
一部分源自企业，但是公开主体还是
政府。新环保法实施后，这个格局有
了新的调整，从之前信息公开主体几
乎唯一是政府，发展到政府作为义务
主体和企业作为义务主体的二元格
局。在新环保法之前，一些企业认
为，公开环境信息，是政府的一种惩罚
手段，而在新环保法实施后，环境信息
公开变成常规要求。因此，政府信息公
开在内容和形式上需要重新做出调整，
开始侧重企业信息公开。

北京市环保局监测处处长刘贤
姝认为，在企业 自 行 监 测 信 息 公 开
方 面 ，特 别 强 调 企 业 责 任 ，政 府 要
推动，企业要履责。环保部门应要
求 所 有 污 染 源 单 位 在 自 己 的 网 站
上公开排放数据。2014 年，《北京大
气污染条例》正式发布实施，使不能
按时公开监测数据的企业有了罚责，
且有强制性。

“政府提供信息公开的平台，有

利于促进企业和环保部门公布数据，
以法律法规为基础的强制性要求，能
推 动 企 业 在 信 息 公 开 方 面 取 得 进
展。”刘贤姝说。

胡静建议，企业信息公开之后，
环保社会组织、公众和媒体可以把政
府和企业信息进行对比，用一种挑剔
的目光，比较判断政府公开的信息和
企业公开的信息，判断它们之间是否
吻合，如果不吻合，一定至少是一方
在说谎，也许双方都在说谎，有意掩
盖一些东西，这些都可作为追踪违法
行为的线索。

信息公开需要创新与融合

对 于 公 众 来 说 ，政 府 和 企 业 公
布的成千上万的环境数据，如果不
加 整 理 和 应 用 ，就 无 法 将 其 变 为

“宝藏”。
连 续 6 年 ，PITI 都 在 做 由 数 据

变为信息的 工 作 。 这 些 信 息 完 整
呈 现 出 环 境 信 息 公 开 的 发 展 变
化 轨 迹 ，为 环 保 部 门 环 境 决 策 提
供 了重要依据，为环保社会组织和
公 众 参 与 环 境 监 督 提 供 一 个 非 常
好的案例。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杨素娟认
为，信 息 公 开 创 新 的 核 心 是 融 合 ，
这 种 融 合 体 现 在 做 一 些 基 础 性 的
工 作 。 政 府 和 企 业 之 间 是 监 管 和
服务的关系，既要监管，还要服务于
企业的信息公开。同时，融合也体现
在环保部门如何满足社会组织、公众
的需求。

杨素娟认为，下一步，环保部门
应该思考，如何将这些数据变成可用
信息，基层环保部门应该尝试把监测
数据转换为信息，作为公共服务呈现
给社会。

胡静认为，政府应转变过去为公
开而公开的思想，而是要从这些信息
中发现什么，“信 息 不 是 看 的 ，是 拿
来 用 的 ，是 用 来 消 费 的 ，这 一 点 应
该 引 起 重 视 。”新 环 保 法 强调在实
施上多元共治，这不仅是一个数量上
的相加，而应该是在态度上面的一种
合作。

胡静做了一个比方，信息公开是
水，而环境管 理 或 者 说 环 境 治 理 是
舟 ，如 果 信 息 公 开 的 水 平 提 高 了 ，
一 定 是 水 涨 船 高 。 信 息 公 开 水 平
的 提 高 一 定 会 推 动 环 境 治 理 水 平
的提高。这层逻辑关系是存在的，
但 是 最 终 的 目 的 是 环 境 质 量 的 改
善。基层工作不做好，目的是达不
到的。

只有公开信息才能赢得信任

◆本报记者陈媛媛

■各地实践

山 东 自 2014 年 3 月 起 每 月 发 布
17 个设区城市落实《山东省区域性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 标 准》执 行 情 况
清 单 ，详 细 罗 列 了 每 一 家 涉 气 企 业
的 治 污 设 施 基 本 信 息 、达 标 排 放 情
况 、提 标 改 造 计 划 安 排 及 完 成 时
限 ，还 标 注 了 当 地 环 保 部 门 对 超 标
行为的监管和处理措施等信息。

一晒企业治污情况，二晒环保监
管情况，谓之“双晒”。“双晒”企业数量
亦不断增长，自去年开始的 800 多家
增加到了目前的 8000 余家。山东的

“双晒”模式，开创了污染源监管信息
发布新模式。

省级环保部门统一信息发布格
式要求各地市进行相关信息定期梳
理 及 汇 总 ，再 汇 集 于 省 级 环 保 部 门
官 方 网 站 统 一 平 台 按 月 规 律 发 布 ，
便于公众纵向跟踪了解各污染源达
标 情 况 ，也 便 于 公 众 横 向 比 较 本 地
区各污染源污染治理设施配套情况
及排放达标情况。

山东

开启“双晒”新模式

湖南

信用评价采纳NGO意见

在 省 级 平 台 中 ，广 东 省 环 保 厅
网 站 数 据 中 心 专 设“ 行 政 处 罚 信
息 ”栏 目 汇 总 各 设 区 市 及 部 分 区 县
自 2008 年 8 月 以 来 的 行 政 处 罚 信
息 ，累 计 达 24635 条 ，实 现 统 一 平 台
汇 总 各 地环境行政处罚信息，便于公
众查询。

广东

汇总行政处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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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