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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排污许可制已正式实施,火电与造纸行业作为第一批开展排污许可试点工作的行业,截至2017年6月30日,各地市环保部门根据规

定时限基本完成火电企业排污许可证的核发工作。排污许可制作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突出了排污单位的主体责任。基于此,

本文就排污许可制下火电行业环保管理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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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排污许可制概述 

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简称排污许可制)是依法规范企事业单位排

污行为的基础性环境管理制度,环境保护部门通过对企事业单位发放排污

许可证并依证监管实施排污许可制。排污许可制是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

环境管理基础制度,排污许可证是排污单位生产运营期排放行为的唯一行

政许可。一证式管理既指大气和水等要素的环境管理在一个许可证中综合

体现,也指大气和水等污染物的达标排放、总量控制等各项环境管理要求；

新增污染源环境影响评价各项要求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应当承担的污染

物排放的责任和义务均应当在许可证中规定,企业守法、部门执法和社会

公众监督也都应当以此为主要或者基本依据。截至2017年9月底,环保部发

布了火电、造纸、钢铁、水泥、石化、制药、氮肥、农药、焦化、印染、

电镀、平板玻璃、制革、制糖、有色金属冶炼(铜、铅锌、铝)等15个重点

行业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相关行业的自行监测指南等配套

技术规范性文件也在陆续编制和发布。 

2 火电行业环保管理现状分析 

电力工业在世界各国环境保护历史进程中均作为管理和监督的重点

领域,中国煤电为主的发电结构使得火电行业大气污染物历史排放总量较

大而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目前,中国火电行业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环境保护

管理制度体系,基本实现从立项、建设、运行到退役的全过程规范化管理,

环境管理能力和守法水平相对较高。在日趋严格的排放标准约束和环保电

价激励下,特别是GB13223-2011《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煤电

超低排放政策实施后,火电行业大气污染防治水平大幅提高,2012年起

全行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增长态势得到彻底扭转,污染防治成效

显著：2017年与1985年相比,火电发电量增长约13倍,烟尘、SO2,NOx排放

总量分别下降约92%、51%、20%。 

3 排污许可制下火电行业环保管理措施 

3.1完善技术支撑体系 

《火电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作为先行先试的产物,

一方面其作为部门文件的附件而效力较低；另一方面与后续发布的排污许

可相关部门规章和标准要求不尽一致。因此,尽快将其纳人环境保护标准

体系将有利于推动火电行业贯彻排污许可制度,建议完善技术支撑体系时

重点考虑以下内容。 

(1)由于频繁启停、深度调峰、长期低负荷已成为火电企业运行常态,

应优化自动监测数据达标判定方法,可参照欧盟、美国和世界银行相关排

放标准中,按长期尺度(例如月或30日滚动)严格执行标准限值、短期尺度

(例如小时)达到标准限值一定保证率的原则,使得火电企业确实能“按证

排污”。 

(2)火电企业废气一般排放口配套布袋除尘器等可行措施后,排放浓

度一般低于控制限值,可按采用污染防治可行措施+厂界浓度管控的方式

简化管理,或者简化自行监测要求(如降低监测频次、抽样监测等),使得火

电企业“自证守法”更有可操作性。 

(3)按照循序渐进摸清企业家底、规范环境管理行为的原则,现阶段可

对排污许可证载明信息简化管理要求,突出与产排污重点环节相关的信息,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精细化管理。 

(4)优化环境管理台账和执行年报填报要求,推动排污许可证管理信

息平台与其他平台的数据互联互通工作,解决环境信息重复申报或多口径

申报问题。 

3.2优化企业机制体制 

排污许可制极大强化了排污单位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火电企业环境管

理机制需要与时俱进、不断优化,建议优化机制体制时重点考虑以下内容。 

(1)引人环保管家服务,火电相关生态环境管理法规政策数量多、更新

快、要求严,可适当引人第三方提供系统的专业知识培训、环境保护监察、

环境问题整改等管家式服务,积极“学法”。 

(2)如实申报排污信息,实事求是申报产排污节点和排放水平,扎扎实

实开展自行监测和台账记录,确保环境信息真实、准确、公开,自觉“遵法”。 

(3)加强管理制度建设,完善内部生态环境保护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

保障污染防治经费,提升全过程管理水平,确保“守法”。 

(4)树立环境成本意识,本着对生态环境负责的原则管理企业活动的

环境影响,宜综合考虑污染防治费用、环境保护税、环保电价、绿色采购

等有形、无形成本及收益,有序推进废气深度减排、废水零排放等愿景,

合理“用法”。 

4 结语 

实施排污许可制进一步强化对企业的监管力度,对企业自身环保管理

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需重点提升,适应环保监管新要求,落实环保全过程

管理要求。在将环保设备当作主设备运维的基础上,要将环保要求落实到

企业的全生命周期与全生产流程中,提升环保全过程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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