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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工作简报
（总第 473 期）

环评司（第 18 期） 2023 年 12 月 11 日

环评司组织开展六大片区排污许可证
质量核查现场帮扶情况

为推动排污许可提质增效，强化排污许可证质量管理，

加大排污许可宣传培训和帮扶指导力度，2023 年 7 月—9

月，环评司会同部评估中心组织开展六大片区排污许可证质

量帮扶培训，通过现场帮扶、带审排污许可证等新形式、新

方法，提升基层管理人员业务水平，来自全国 600余名排污

许可证审批和管理人员以及排污许可技术服务机构人员参

加。培训重点解读《排污许可证质量核查技术规范》，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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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级管理、遗漏主要排放口、排放标准及限值错误、许可排

放量错误四类重点质量问题开展案例分析，并采取点评和问

答的形式实操带审，指导基层管理人员全面掌握排污许可证

质量审核要点，提升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能力。培训后，各

地结合培训内容积极开展自查，举一反三，推动培训成果转

化应用。

一、现场帮扶培训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准确选取污染物排放标准及限值是排污许可证

质量提升的重要制约因素

排放标准及限值是排污许可证管理的核心内容。目前排

放标准及限值错误问题数量始终占排污许可证主要问题总

数的一半以上，其问题情形包括未执行更为严格的地方排放

标准或行业排放标准，浓度限值未取严，排污许可证未执行

最新排放标准等情形。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

一是排放标准体系尚未健全，不满足现行环境管理需

求。如废水污染物间接排放标准有缺失，导致部分行业间接

排放“无标可依”；电镀、炼焦等行业通过“绿岛”项目集中处

理工业废水，导致上游企业无法满足排放标准中的间接排放

限值要求；工业炉窑等排放标准过于老旧，无法满足现行环

境管理需求，导致部分工业炉窑执行其他更加严格的排放限

值，与《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要求不符。

二是未制定排放标准执行细则，排放标准选取等问题突

出。《生态环境标准管理办法》明确了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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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及执行顺序，但缺少排放标准执行细则，导致许可排放浓

度确定依据存在争议，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三级限值是否可

以通过城市下水道水质等标准进行补充，回用水水质标准能

否作为排放限值的确定依据等。

三是污染物排放标准数量多、频繁变更，排污许可证核

发标准更新不及时。基层同志反馈，对于上百项排放标准的

要求，以及新排放标准的频繁发布实施，基层核发部门难以

跟上标准变更节奏。据统计，截至 2022年底，现行国家污

染物排放标准 178项。其中，“十三五”期间，国家新发布排

放标准 46项、排放标准修改单 13项，地方排放标准备案数

134项；“十四五”期间，国家新发布排放标准 7项，地方排

放标准备案数 28项。

（二）全面提升基层管理人员能力水平是排污许可证

质量提升的制约因素

排污许可证核发任务要求与基层人员配备与技术能力

水平严重不符，人手普遍不足，从业时间不长，短时间内需

要吃透多部法律法规、近 80个排污许可技术规范等，对基

层核发人员也提出了太高的要求。出现问题原因具体表现为：

一是未落实联合审查制度，未形成合力，基层核发部门

单打独斗。排污许可证管控内容涉及大气、水、土壤、固废、

监测、执法等，但在实际核发过程中，相关科室未参与排污

许可证内容联合审查；部分实行联合审查的，多数属于形式

审查，排污许可证内容的实质性审查不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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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第三方机构质量审核责任不明确，对第三方机构质

量管理疏松。部分地方主要依靠第三方机构开展排污许可证

审核工作，第三方机构责任义务基本依靠合同约定，工作质

量问题管理缺乏有效手段，在排污许可证核发和质量管理中

第三方支撑作用难以发挥。

三是部分地方重视程度不够，人手短缺与技术能力较弱

难以满足排污许可证质量管理要求。特别是区县级的基层培

训力度不够，培训内容未传达到基层排污许可管理部门；基

层排污许可岗位的人员配置不足，且同时负责环评、排污许

可等多项工作，基本无暇顾及排污许可证事中事后监管。

（三）系统平台智能化水平不高，排污许可信息化管理

相对较弱。

全国排污许可证申请、核发、监管等，均通过全国统一

的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实施办理，实现了“一网通

办”“全程网办”。但是，系统平台未对接、数据共享不及时、

智能辅助审核未上线、数据统计与分析功能不全面，也是排

污许可证核发质量一直难以大幅提升的限制因素。

一是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多个系统平台并行，未实现信息

共享互通，造成一数多报、一企多数。某地调研发现，市内

排污许可管理企业需要填报国家和地方各种管理系统/平台

约 29个（如环统、危废、许可、环境税、信息披露、风险

隐患、手工监测、自动监测等），且存在同样内容反复填报

的情况，增加了企业填报负担，也增加了数据不一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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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系统平台未提供自动审核功能，智能化管理水平明

显不高。许可平台排污许可证填报模块内容较多、信息量很

大，急需引入智能化模块及自动审核功能，实现排污许可证

质量智能化校验、数据统计分析自动生成功能，尽量减少企

业填写内容，才能为有效提升排污许可证质量提供系统支持。

二、进一步提升排污许可证质量的工作建议

（一）进一步规范使用污染物排放标准。一是建议出台

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细则或使用手册，研究给出排放标准使

用情况说明，进一步明确各种标准在不同实际生产情况的适

用条件；二是完善排放标准更新库，及时提醒排放标准动态

更新变化，帮助地方避免出现许可证标准未及时变更问题。

（二）持续优化平台智能化水平。一是逐步打通许可平

台与环评统建系统、在线监测系统，实现环评、在线监测数

据与排污许可数据共享；二是增设平台汇总、统计、分析、

导出功能，打通许可数据应用“最后一公里”，帮助基层进

行排污许可证数据核验；三是开发平台辅助审核功能，为基

层排污许可证质量审核设立源头第一头。

（三）持续提升基层质量审核能力。一是加大培训帮扶

力度，创新培训方式，拓展政策解读渠道；二是开展一把手

培训计划，针对核发部门负责同志、企业法人代表每年开展

轮训，进一步提高重视程度；三是强化工作激励与宣传，指

导地方开展排污许可大比武，提高排污许可证参与人员的工

作积极性，提升自豪感、荣誉感、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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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加强排污许可工作考核。一是建立以核发

人员、第三方机构为主的排污许可专业技术队伍，设立全国

排污许可首席专家、资深专家及普通专家梯队，采用末位退

出、降级退出的动态管理更新机制。二是在污染防治攻坚战

考核中，明确将排污许可证质量管理纳入常态化考核指标，

继续强化考核要求，方向不变、力度不减，持续传导压力，

不断提高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视程度。

报送：金龙、润秋、翟青、英民、郭芳、西元、保同同志，

炳江同志

分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评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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