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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概述

• 排污单位的主体责任和义务

• 违法排污单位的法律责任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概述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概述

• 《条例》是对固定污染源管理和改革实践的总结和规范，是对现行环境

保护法律法规规定的全面梳理，进一步明确排污单位持证排污的责任和

义务，从制度上保障排污单位的合法权益。

• 《条例》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深度衔接融合环境管理的其他制度，如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总量控制、环境标准、环境监测、环境执法、环境

统计等各项环境管理制度，将分散的环境管理制度整合成为按照源头预

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实现固定污

染源全过程管理。



分类管理

管理方式 污染产生量 排放量 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重点管理 较大 较大 较大

简化管理 较小 较小 较小

登记管理 很小 很小 很小

• 实行重点管理和简化管理的为《条例》所指的排污单位，应当申请取得排

污许可证，按证排污。

• 判断依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



排污单位的主体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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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内部环境管理制度

• 《条例》第17条、第18条

• 企业应建立完善环境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加强环境合规的内部防控。

• 依法建设规范化的排污口，设置标志牌，严格按证排污。

•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规定对污水排放口、

废气排放口、固体废物贮存、堆放场及固定噪声排放源设置排污口+标

志牌。

• 污染物排放口位置和数量、污染物排放方式和排放去向应当与排污许可

证规定相符。



自行监测和信息的真实承诺义务

• 排污单位应依法自行开展排放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 排污单位应当对自行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不得篡改、伪造

• 重点管理类的排污单位应当安装、使用、维护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排污单位发现自动监测设备传

输数据异常的，应当及时报告，并进行检查、修复。

•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数据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现场执法的监测数据不一致

时，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测数据为执法依据。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

• 《条例》第21条

• 排污单位应当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格式

、内容和频次要求，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和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

以及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等。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制度

• 《条例》第22条

•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内容、频次和时间要求，向审批部门

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行为、排放浓度、排放

量等。

•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发生停产的，排污单位应当在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中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变化情况并说明原因。（处于停产期的企业也需

要提交执行报告）

• 按报告周期分为年度执行报告、季度执行报告和月度执行报告。



信息公开义务

• 《条例》第23条

• 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如实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

平台上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包括：

1. 污染物排放种类；

2. 排放浓度和排放量；

3. 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运行情况；

4.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5. 自行监测数据等。



其他主体责任和义务

• 排污许可证的有效期为5年。

申请延续：

应当于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60日前向审批部门提出申请。

审批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完成审查；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延

续，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延续并书面说明理由。



其他主体责任和义务

• 排污许可证的重新申请取得：

排污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

（一）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项目；

（二）生产经营场所、污染物排放口位置或者污染物排放方式、排放去向

发生变化；

（三）污染物排放口数量或者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量、排放浓度增加。



其他主体责任和义务

• 排污许可证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向审批部门申请办理

排污许可证变更手续：

排污单位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



其他主体责任和义务

• 需要填报排污登记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应当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填报基本信息、污染物排放去向、

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等信息；填报的信息发生

变动的，应当自发生变动之日起20日内进行变更填报。



违法排污单位的法律责任



加大对违法排污行为的处罚力度

• 《条例》第33条、第34条、第35条：

提高了部分违法行为最低处罚金额：

最低处罚金额由10万元提升至20万元

• 《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在做好与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上

位法衔接的前提下，对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超标排放污染物

等违法排污行为，都提高了罚款处罚的力度。



规定多种处罚措施

• 《条例》第33条、第34条、第35条、第36条：对情节严重的违法排污行

为，规定了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停业、关闭等处罚措施。

• 《条例》第37条：对未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未按照规定提交排

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等违法行为，规定了按次处罚的措施。

• 《条例》第38条：对复查发现排污企业继续实施违法行为或者拒绝、阻

挠复查的违法行为，规定了按日连续处罚的措施。



加强与治安管理处罚和刑事处罚相关规定的衔接

• 《条例》第44条、第45条：与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拘留处罚措施相衔接，

规定了对通过逃避监管方式违法排污等行为，可以依法对其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拘留，对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常见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常见违法行为 相应法律责任

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
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业、关闭。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或者延续
申请未经批准排放污染物；

被依法撤销、注销、吊销排污许可证后排放
污染物；

依法应当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重新
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

条例第三十三条：



常见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常见违法行为 相应法律责任

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 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
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
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责令停业、关闭；
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照本条例规定予以处罚
外，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
规定处以拘留。

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
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
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

条例第三十四条：



常见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常见违法行为 相应法律责任

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控制大气污染物无组
织排放

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
款，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

特殊时段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停止或者限
制排放污染物

条例第三十五条：



常见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常见违法行为 相应法律责任

污染物排放口位置或者数量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

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污染物排放方式或者排放去向不符合排污许可证规定

损毁或者擅自移动、改变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安装、使用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或者未保证污染物
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并开展自行监测

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公开或者不如实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

发现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传输数据异常或者污染物排放
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等异常情况不报告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控制污染物排放要求的行为

条例第三十六条：



常见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常见违法行为 相应法律责任

未建立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度，或者未按照排污许
可证规定记录

责令改正，处每次5千元以上2万元以下
的罚款；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未如实记录主要生产设施及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
或者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量

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未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行为或者污染物排放浓度、
排放量

条例第三十七条：



案例

• 某地生态环境部门在利用非现场监管方式检查时发现，该地某公司在

“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未提交2021年《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

第一季度季报，涉嫌违反《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6月

初，经现场调查询问，该公司仍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提交排污许可证

执行报告，故对该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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