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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排污申报登记与环境监理的关系。指出, 排污申报的作用应当体现在对污染源监理的全过程中, 应对

申报数据进行核查,形成一个有效的污染源动态管理系统,并建立相应的污染源动态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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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of discharging reporting and reg istering and env ironmental superv ision w as expounded. The impor-

tance of discharg ing reporting and register ing should be r eflected in the ful-l stag es of pollution sourcesc superv ision. The reported

data must be checked to make an effective dynamic pollution sour cesc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dynamic database of pollution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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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制度是5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6中规定的一项法律制度,是排污企、事

业单位及个人必须履行的一项法定义务。在环境

监理工作中,排污申报一般被认为是实施依法征收

超标排污费的基础。然而,排污申报信息对于环境

监理、环境管理的意义远非于此, 如何从对污染源

实施动态的全方位的管理上来充分认识排污申报

登记工作的重要意义,是环境监理部门, 特别是县

级环境监理部门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1  排污申报是环境监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环境监理的重点对象是污染源,经过不断采撷、

筛选、修正的污染源信息是环境监理工作的基础,环

境监理工作的运行实际上就是对污染源信息的监控

和处理。但是污染源信息量大、离散程度高,各类信

息来源广泛,而且信息的初始处理方法不一致,必须

经过统一的处理及严格的核查筛选后才有利用价

值。环境监理工作的法律依据是国家的各项环保法

律、法规,而环境监理特别是污染源监理的技术依据

则是来自污染源的各种正确信息。环境监理过程中

判定污染源排放状况及其他相关状况是否异常,就

必须有一个较为客观合理的企业排放参照物,这个

参照物就是排污申报。排污申报通过强制性的手

段、规范化的程序、统一的信息采撷方法及数据处理

方法使污染源的信息较其他来源更为规范、可信。

它既是目前获得系统真实的污染源信息的可靠方

法,也是环境管理与监理必不可少的基础环节。如

排污总量的核定、分配,排放污染物总量控制工作的

推行,排污许可证的实施等都离不开准确的排污申

报。

2  排污申报及环境监理程序的建立

从排污申报的形式看,排污申报可分为排污申

报登记和排放污染物变更申报登记。其基本程序

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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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监理工作中针对污染源的监理大致有如

下几种:污染防治设施监理, 建设项目/三同时0监

理,限期治理项目监理,排污许可证监理,征收排污

费监理。污染源监理所得到的相关信息,应作为对

通过排污申报所得到的污染源信息库的修改和补

充的重要依据。污染源监理的过程,就是判断污染

源的工况及排污情况是否异常的过程, 就是对现场

检查情况和污染源信息库库存信息进行比较的过

程, 也是对污染源信息库不断修正、完善的过程。

污染源监理的程序见图 2。

  由此可见,污染源现场监理工作的实质就是从

污染源信息库提取信息,进行现场核查、比较,并依

据有关法律、法规视情处理后, 再将变更结果反馈

到污染源信息库的过程。这是一个对信息库原有

信息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排污申报登记工作自然

延伸的过程。通过这一系列过程,使原来表现为静

态的污染源信息库动态化。

3  污染源信息库的建立
排污申报是污染源基础信息的主要来源。污

染源信息库的建立,从程序上看, 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企事业单位的申报阶段,二是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核查阶段,三是归档建库阶段。而主要的工

作又集中在信息的收集与核查筛选两个方面。

311  与排污申报相关信息的收集

与排污申报相关的信息, 就其来源分类, 可分

为外部信息和内部信息。

外部信息包括排污申报表中企业自填的全部

信息,以及企业主管部门对企业自行申报的有关情

况的初审意见。这些信息是企业对自身的基本情

况、生产情况及排污状况的综合估价,代表了企业

自身对环境保护工作的认知程度,对自身生产及排

污情况的评价程度, 体现了企业的环境意识, 是环

境管理部门对企业最初的第一手信息。

内部信息是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内部产生的或

采撷的信息,主要是指同级环保部门各科室、各基

层监理机构、监测站所产生的信息。如新、改、扩建

项目审批信息、监理信息, 限期治理监理信息, /三

同时0监理信息,污染源监测信息,污染源日常监测

信息,本区域的大气及水环境质量状况, 噪声污染

状况,与本区域有关的相邻区域质量状况等等, 甚

至还包括本区域环境保护长远规划、近期计划,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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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境综合整治计划及实施情况, 污染治理专项基

金投放情况等信息。这些信息纷繁复杂、来源广

泛,但细加梳理归纳后, 可成为排污申报及后续工

作的重要信息资料, 是污染源信息库的重要的辅助

信息库。

312  排污申报信息的核查筛选

排污申报的信息是各类有关排污状况及其他

有关信息的综合体, 由于信息量大、信息质量参差

不齐,真假混杂, 因此及时进行信息的核查、筛选、

归类是提高排污申报信息质量以及实现信息价值

的关键所在。排污申报信息的核查筛选,一般应把

握以下几个环节。

31211  现场监理核查

现场监理核查是排污申报信息核查的重要环

节。所谓现场监理核查, 是指环境监理部门收到排

污单位上报的5排污申报登记表6后,应及时深入现

场,按5排污申报登记表6中所载明的事项, 对照企

业的现场情况, 核查生产工艺状况、排污状况、治理

设施运行状况、排污计量装置、排污路线等情况是

否与5排污申报登记表6中所填状况相吻合,排污申

报登记表是否反映了企业实际的生产状况及污染

状况。

31212  监测核查

监测核查是指通过环境监测部门依照国家规

定的标准监测方法, 对企业的常规性监视监测或排

污专题监测结果来核查排污申报单位排污的种类、

数量和浓度,核对企业自身监测的准确性和排污申

报中有关污染物排放情况申报的可信度。

31213  经验核查

经验核查是对监测核查的补充,核查的依据是

企事业单位以往的申报资料、监测资料、同行业比

较数据、国家或省市规定的经验估计方法、经验参

数等。

31214  综合核查

综合核查,是指环境管理部门根据来自于外部

的信息及水源、能源、统计、企业主管部门的数据,

对企业的排污申报数据进行核查。环保部门对核

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分析,进行排污现场的调查

核准,发现瞒报、谎报的应予以教育和纠正。

313  信息的筛选分类、归档建库

排污申报信息的筛选分类,是指对企业申报的

且通过核查验证后的信息, 按其属性进行筛选归

类, 确定优先等级, 输送到不同的信息库,以便进行

综合利用。通过科学的筛选分类,可以形成区域或

流域的重点污染源库和重点污染物的重点污染源

库, 从而确定区域的主要监控目标,形成层次分明、

重点突出的环境监理工作机制。

综上所述,对排污申报的全过程管理应体现在

对污染源进行各项监理的全过程中,环境监理可视

为排污申报登记工作的延续, 通过申报、核查、监

理,形成一个有效的污染源信息的动态管理系统。

通过这个系统的良性运行,可以使环境监理工作始

终掌握主动, 更加富有活力, 从而达到保护环境、控

制污染的最终目的。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李文峻

#简讯#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实行内部改革

为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提高环境监测和环境信息为环境管理服务的效能,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成立内部改革

领导小组, 积极组织实施内部改革, 调整内部机构设置,改革用人、分配制度。在深入学习中共中央5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

革纲要6等文件、召开全体职工动员大会、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 制订并出台了内部改革初步方案。内部改革坚持公开、

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坚持/ 三个代表0和依法办事的原则, 坚持双向选择, 逐级聘用的原则, 坚持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相

结合的原则,根据/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0的原则,试行按岗定酬、按任务定酬、按业绩定酬的分配办法,并实行专业技术人员

科技成果奖励制度。方案经职工大会讨论通过,并报江苏省环境保护厅批准生效后,于 2001 年 1 月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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