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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邢飞龙

近日，雾霾再次扰动人们的视线。11 月 17 日 0 时，
北京市启动了今年首次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为了切实
落实预警应急措施，加强机动车污染防治，北京市移动源
监管部门按照橙色预警应急方案要求，以重型柴油车为
监管重点，全员上岗，开展执法检查。

在北京仍有数千辆“套牌”货车，实际排放水
平与车辆信息不符

“你好，请出示行驶证。”11 月 17 日晚间 7 时许，记者
跟随环境保护部与北京市环保局组成的联合督查组在北
京市房山区展开夜查，对 107 国道琉璃河检查站进京方
向的所有重型货车进行抽查。

不到一小时，督查组与房山区环保局工作人员就发
现了 5辆排放超标的柴油货车。

“对于这些超标排放的车辆，我们处罚和登记后都进
行劝返。”房山区环保局排放管理站的张进雄表示，这些
超标排放的车辆一旦被登记，将无法年审和过户，必须在
一个月内进行修理，并到检测场重新检测，待排放合格之
后方可上路。

据不完全统计，从 11 月 16 日 9 时至 11 月 17 日 14 时，
全市移动源监管部门共出动检查组 95 个、执法人员 339
人（次），检查机动车 4.42 万辆（次），处罚超标车 103 辆，
处罚金额 3.41 万元；各进京口共发放环保凭证 4724 份，
劝返外埠进京超标车 185 辆，检查加油站 107 座，检查检
测场 24家。

督查发现，道路上至今仍有“假国四”车辆正常行
驶。在琉璃河检查站，一辆河北牌照的“假国四”货车就
被执法人员及时拦下并处罚。

“一辆这种车的氮氧化物排放量就相当于 200 辆国
四小轿车的排放量总和。”环境保护部机动车污染监控中
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实际排放水平与车辆信息
不符的“套牌”货车，在北京还有数千辆。

重型柴油车和车龄较长轻型汽车的污染问
题突出

据悉，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大、使用强度高，重型柴
油车和车龄较长轻型汽车的污染问题尤为突出。目前，北
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达570多万辆，排放的氮氧化物和碳氢
化合物量分别占大气污染物的50%和40%左右。其中，车龄
10年以上的轻型车辆达 50多万辆，这些车辆排放的碳氢化
合物占 500万辆轻型车的比重达到了 40%左右。重型柴油
车保有量有 20多万辆，颗粒物和氮氧化物占机动车排放量
的 90%和 60%左右。

在近日的重污染天气期间，环境保
护部和北京市环保局联合开展的路检抽
测结果表明，车龄 10 年以上的车辆排放
超标率较高；运行里程超过 30 万公里的
出租车排放超标率达到 80%~90%；重型
柴油车超标问题突出，一些车辆车用尿
素添加不到位，导致排放严重超标。

虽然近年来环保监管力度逐渐加
大，但国四以上重型柴油车进京比例仍
有所提高，由于相当部分车辆没有正常
添加尿素溶液，导致氮氧化物排放依然
居高不下，甚至超过国二排放水平的黄
标车。

此外，外地进京车辆的污染问题也
十分严重。据计算，目前每天进入北京
的车辆达到 30 万辆，其中重型车辆占了
1/3。这些重型车辆有一半以上都达不
到国三排放水平。

“几万辆重型货车在一夜之间进城
就相当于几百万辆小轿车晚上还在街上
跑。”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污染治理处处
长李昆生此前对媒体表示。

北京市大气细颗粒物源解析结果表
明，机动车排放已经成为细颗粒物的首
要来源，年平均占本地排放源的 31.1%；
在一些极端不利条件下，其比重甚至会
超过 50%。

监管酝酿创新，油品将再升级

针对机动车污染问题，环境保护部
部长陈吉宁此前曾表示，由于移动污染
源涉及区域范围较大，跨区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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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控制污染物排
放许可制实施方案》，明确到 2020 年，完成
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
作。这是今年继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
直管理制度改革启动后，生态环保领域改革
的又一重大进展。

这一重大改革，有利于形成系统完整、
权责清晰、监管有效的污染源管理新格局，
深度契合了当前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的
环境管理要求。今后，我国将形成以排污许
可制为核心的新型环境管理制度体系。作
为依法规范企事业单位排污行为和环保部
门环境管理行为的基础性环境管理制度，实
施排污许可制对于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实 施 这 一 改 革 ，实 则 酝 酿 良 久 。 从
2013 年开始，包括《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及《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的建议》在内的一系列中央文件，都
对完善排污许可制度提出了要求。此次实
施方案的出台，正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改
革要求的重要举措。

我国现行的环境管理制度不少，但缺乏
核心制度。污染源监测、排污收费、环境统
计、排污权交易，多项环境管理制度并行，不
仅造成数据冗杂、资源浪费，也在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企业和环境监管的负担。将排污
许可制建设成为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核
心制度，作为企业守法、部门执法、社会监督
的依据，可为提高环境管理效能和改善环境
质量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排污许可制，取
得初步成效。但总体来看，排污许可制定位
不明确，企事业单位治污责任不落实，环境

保护部门依证监管不到位，使得制度效能难
以充分发挥。此次实施的排污许可制相当
于给每个固定污染源定制了“身份证”，将排
放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数量、去向以及企业
治理设施等多项内容集中到一个证上，作为
统一的污染物排放数据上报，将在很大程度
上提升固定源环境管理的系统化、科学化、
法治化、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

按照制度设计，建立以排污许可制为核
心的新型环境管理制度体系，一方面，解决
了“多套数据”问题，使环境管理更加高效。
另一方面，通过自行监测、公布排污许可证
执行报告，企事业单位治污主体责任得以加
强。同时，“一企一证”，强化了对固定污染
源实施全过程管理和多污染物的协同控制。

制度衔接是此次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
决定排污许可制改革成效的关键所在。用
好这一制度，必须加强与现有环境管理制度
的有序对接，避免出现管理真 空 。 首 先 要
做 好 与 环 评 制 度 的 有 机 衔 接 。 作 为 环 保
系 统 两 项 最 基 本 的 行 政 许 可 ，环 评 审 批
重 在 准 入 ，排 污 许 可 制 重 在 事 中 事 后 管
理 ，环 评 审 批 对 排 污 行 为 的 要 求 要 在 许
可 证 上 落 实 ，许 可 证 对 污 染 物 排 放 的 要
求应与环评的排放要求一致。其次要整合
总量控制要求。将企业的排污总量落实到
排污许可证上，将控制范围细化到固定污染
源，实现由行政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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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也要做好与拟开征的环境保护税等其他
制度的有机衔接。

排污许可制牵一发而动全身，既需要雄
心来推动，也需要耐心来完善。唯有坚定信
心，按照部署，脚踏实地，有序推进落实，排
污许可制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发挥作用，不
断推动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和环境质量的
改善。

固定源环境管理迎来重大变革
本报评论员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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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管理作出部署。

《方案》指出，实施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
制，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环境保护工
作的一项具体举措，是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
度的重要内容，对加强污染物排放的控制与
监管具有重要意义。《方案》明确，到 2020
年，完成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
核发工作，基本建立法律体系完备、技术体
系科学、管理体系高效的控制污染物排放许
可制，对固定污染源实施全过程和多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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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提出，要衔接整合相关环境管理
制度，将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建设成为固
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通过实施
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行企事业单位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实现由行政区域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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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逐渐统一到固定污染
源；有机衔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现从污
染预防到污染治理和排放控制的全过程监
管；为相关工作提供统一的污染物排放数
据，提高管理效能。

《方案》要求，规范有序发放排污许可
证。制定排污许可管理名录，分行业推进排

污许可管理，逐步实现排污许可证全覆盖。
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环境保护部门负责排污
许可证核发，地方性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要将现有法律法规对企事业单位污染
排放控制的要求细化落实，依法确定许可内
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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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提出，要严格落实企事业单位环
境保护责任。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所有企
事业单位必须持证排污、按证排污，不得无
证排污。企事业单位应依法开展自行监测，
建立台账记录，如实向环境保护部门报告排
污许可证执行情况。

《方案》指出，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监督
管理。依证严格开展监管执法，重点检查许
可事项和管理要求的落实情况，严厉查处违
法排污行为；综合运用市场机制政策，引导
企事业单位主动削减污染物排放。要强化
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管，2017 年基本建成全
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及时公开企事
业单位自行监测数据和环境保护部门监管
执法信息。

《方案》强调，要做好控制污染物排放许
可制实施的各项保障工作。加强组织领导，
明确目标任务，制定实施计划，确保按时限
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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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这一制度得到有效落实。

《方案》全文见今日二版

国办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
到 2020 年，完成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

制图/陈琛

本报记者肖颖 通讯员王泽琳11月
21日西安报道 由中国环境报社与陕西
省环保厅联合主办、中国生态文明研究
与促进会指导、宁波德安生态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大讲
堂今日走进陕西，首讲活动在西安市开
讲。此次大讲堂陕西站活动为期 3 天，
分别走进西安、榆林两市开展宣讲。

大讲堂首讲活动受到当地的热烈欢
迎，与会代表表示，大讲堂送来了崭新的
理念、具体的指导，也送来了先进的技
术、优质的资本以及宝贵的合作机会，实
现了生态文明宣传教育“虚与实”的有机
结合。

据介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大讲堂
活动以“建设生态文明，圆梦绿色中国”

为主题，紧紧围绕当前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战略部署以及地方政府推进各地生态
文明创建的工作需要，组织开展一系列
理念传播、政策解读、创建指导及产业对
接活动，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要求
的具体举措。

环境保护部原总工程师万本太，原
国务院参事、国家能源专家委员会副主

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徐锭明，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
长常纪文分别做了精彩的讲座。

据主办方透露，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大讲堂全国第二场活动选择在陕西省举
行，一是考虑陕西地处祖国西部，生态环
境脆弱，但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
明建设。二是希望借大讲堂活动进一步
助力陕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开展。

来自西安、宝鸡、渭南、铜川、咸阳、
商洛市政府，杨凌示范区、西咸新区管委
会，韩城市政府等社会各界代表约 300
人聆听了精彩演讲，并就提交的生态环
境建设项目合作清单与组委会邀请的
各大环保企业与绿色金融机构进行了
交流。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大讲堂走进陕西

传播生态理念 助力产业对接

江苏省省长石泰峰考察无锡河流治污工作

把河长制真正落实到位
本报记者李莉 范晓黎无锡报道 江

苏省省长石泰峰日前赴无锡考察九里
河—望虞河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他在
考察中指出，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认真贯彻“水十
条”，把太湖水环境综合治理作为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突出问题导向，
强化河长制管理，切实传导压力，确保
太湖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各
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作为太湖最大入湖河流望虞河的
河长，石泰峰首先来 到 望 虞 河 重 要 支
流 九 里 河 的 钓 渚 大 桥 断 面 考 察 。 今

年以来，九里河水质仍有数月指标波
动 ，石 泰 峰 要 求 找 准 污 染 源 头 ，采 取
精 准 措 施 ，狠 抓 长 效 管 理 ，确 保 稳 定
达标。

在考察九里河常熟段时，石泰峰注
意到两岸围网养殖设施林立，存在污染
隐患。他要求，认真排查治理水岸“边
边角角”，从小处细处抓起，为太湖水质
提供源头保障。

石泰峰强调，要持续加大流域河流
环境综合整治力度，深入开展沿岸工业
污染防治，大力推进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全

面实施河道清淤和生态修复。要把河
长制真正落实到位，发挥先发优势，进
一步创新体制机制、明确细化职责分
工 ，严 格 督 查 考 核 ，确 保 工 作 责 任 落
细落地。要树立绿色协调发展理念，
整合部门力量和资源，综合考量生态
保护等工作，出台一揽子整改保护计
划 ，促 使 各 地 各 部 门 增 强 大 局 意 识 、
担 当 意 识 ，同 心 协 力 齐 抓 综 合 整 治 。
要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加快太湖
流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坚
决淘汰严重污染项目，关停污染治理不
达标企业。

环境保护部和北京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在香山公交车场站检查柴油公交车仪表
盘 OBD 运行状况。 本报记者王亚京摄

比较难解决，突出的就是京津冀机动
车尾气污染问题。协作力度弱，效率
不高，是其中的重要问题。

“要全面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
法》和国务院关于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便民惠民的决策部署，
坚持‘车油路’统筹、全方位监控、全过
程监管，以降低机动车污染排放水平
为核心，以重型柴油车等高排放车辆
为重点，加快构建以信息公开为引领、
排放标准为依托、数据互联为支撑、严
格执法为保障的中国机动车环境管理
新模式。”按照这个总体思路，环境保
护部已着手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

依法实施新生产机动车和非道路
移动机械环保信息公开制度，建立环
保达标监督检查、环境保护召回制度；
加快制修订标准，加快国六排放标准
制定发布进程，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
提前实施，强化新生产机动车环保一
致性检查；强化监督管理，降低在用机
动车排放水平，加快推进国家、省、市
三级机动车排污监控平台联网，加强
对重型柴油车等高排放车辆的监督管
理，推进黄标车、老旧机动车的淘汰。

记者获悉，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
全国将开始供应国五标准车用汽、柴
油。此外，环境保护部还将配合有关
部门加快制定发布国六的油品标准，
推进车用柴油、普通柴油和部分船用
燃料油并轨。相关报道见今日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