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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监测数据公开要求，并明确信息公开平台，督促各级环保部门搭

建统一信息发布平台或积极探索利用已有的信息发布系统，便于社会

公众通过统一渠道获取信息，从而监督污染源减排。

对于主动安装在线监控设备，并愿意公开在线监测数据的企业，建议

各级环保部门积极利用现有的信息公开平台，为其提供公开渠道，便

于向社会公开监测数据。

3. 提议环保部督促地方环保部门落实大气法要求，对纳入名录中而未

按照环保法、大气法要求进行环境信息公开要求的企业事业单位落实

执法，对于未履行执法职责的主要负责人予以处分。

提案三：关于推动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实施的提案

案由：

近年来，我国各地企业环境违法现象仍然非常突出，环境质量改善的

努力受到了较大的阻碍，各类工业企业导致的工业污染仍然是影响环

境质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为了督促企业落实治污主体责任，主动履

行环境社会责任，中央，国务院，环保部会同发改委等部门，对企业

环境信用建设进行了系统化的顶层设计，规划是到 2020 年，国家，省，

市，县等各个层面的企业环境信用信息系统基本建成，环保守信激励

和失信惩戒机制有效运转 。 

但此项工作截止目前进展并不顺利，在顶层设计和实际执行过程中，

均存在较多问题。企业环境信用建设工作推进的滞后，会严重影响我

们国家污染治理的效果，无法通过融资，信贷，政府采购，评优创先

等多种方式对守信企业进行激励，对失信企业进行惩戒。 

问题：

1. 当前办法中规定每年评价一次的时效性过低

2014 年 1 月发布的《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 第二十条规

定评价周期原则上为一年，省级环保部门可以根据情况进行调整。目

前来看所有在执行的省份， 都是以一年为周期进行评价。但这个周期

过长导致对企业的环境信用变化不能及时跟踪，从而导致绿色金融等

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无法有效及时应用评价结果，严重影响企业

环境信用评价机制的实际效果。

2. 当前办法中对企业环境信用评价执行过程和结果公开透明程度要求

不够细致

当前办法规定各级负责信用评价的环保部门要公开企业信用评价结果，

但并未规定必须至少要公开哪几项，特别是具体评价依据，比如每一

条评价标准都应有具体分数及事实或数据。

当前只有 1/3 的省份公开了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的结果，而且即使是公

开了结果的省份，也存在只公开部分评价结果（比如只公开环保守信

企业名单，不公开环保失信企业名单），没有任何省份公开每个公司

的评价结果所依据的具体评价依据的事实或数据。而有些企业明明存

在违法排污等办法中规定的失信行为，评价结果却偏高，不公开评价

具体依据导致公众无法有效监督信用评价的公正性，企业也会质疑评

价结果，降低了政府环保部门的威信，使下游的信用激励和惩戒机制

失效甚至扭曲。

3. 尚有接近一半的省份没有出台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的本地实施方案

2014 年 1 月发布的《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 第三条，第四条，

第十七条规定，省级环保部门可以针对本省实际，对参评企业范围，

管理职责，数据来源与采集频次，评价周期，评价期间，完成时限等

做出具体规定。 然而，截止 2016 年底，尚有接近一半的省份没有出

台本省的实施方案 ，也就是说还没有做好施行该办法的本地化准备工

作，没有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做好落地实施的细致规划。

4. 已出台的各地本地实施方案存在很多不规范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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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出台的各地本地实施方案中，很多省份存在人为缩小参评企业范

围，比如仅对国控企业进行评价，而未将环保部办法中的其它类型企业，

省控，市控等企业，或者重点排污单位纳入评价范围；缩短公示日期，

从环保部办法中规定的 15 天，缩短为 7 天；本地实施方案中，未对

评价指标进行说明等。

分析：

形成“守信一路畅通，失信寸步难行”社会大格局是自十八大，三届，

四届全会以来中央对全社会层面诚信建设的规划，已出台多个指导意

见，环境领域信用建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江苏省等

先行先试的地方对企业环境信用建设及其应用的效果也说明，企业环

境信用建设对于企业主动履行环境责任，改善环境质量有着积极的推

动作用。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应该从中央和环保部政策制定与督查，

各级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具体实施，社会监督，市场等多维度应用等

多个方面进行系统性改进。

建议：

为落实相关法规要求，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推动环境保护领

域诚信建设，

提议：

1. 环境保护部在总结各地实施经验基础上，广泛听取各界意见，对《企

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进行修订，或者出台实施细则及指导

意见等，从顶层设计层面，提高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的时效性，向实时

评价、实时公开、实时应用的方向推进。

2. 环境保护部在进行上述顶层设计时，应明确要求给出评价结果的环

保部门必须要公开每家参评企业评价结果的具体依据事实或数据，保

证评价过程和结果的公正、公开、透明。

3. 环境保护部在进行上述顶层设计时，应将参评企业范围与新《环境

保护法》，《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确定的“重点排污单位”

进行衔接，确保所有应强制参评的企业都能进入参评范围，保证机会

公平。

4. 环境保护部应对各省级环保部门进行督促，对于还没有制定本地实

施办法的，没有开始执行的，要尽快根据环保部的上述最新办法开始

准备启动；已经制定本地实施办法或开始实行的，应对本地办法进行

检查梳理，比如参评企业范围，评价周期，公示时间，公开具体评价等，

凡是在环保部办法基础上降低标准的，应该进行清理和修改，并鼓励

在环保部办法基础上先行先试更加有效、规范的做法。

5. 环境保护部应出台指导意见，鼓励社会环保组织依据政府及企业主

动公开的环境信息，依法参与监督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及应用，并探索

社会第三方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及应用工作。

提案四：关于抢救性保护十一处重要滨海湿地的提案

案由：

我国现有滨海湿地面积为 579.59 万公顷，占全国湿地总面积（8.01

亿亩，折合 5340 万公顷，2014 年国家林业局数据）的 10.85%。

与第一次湿地调查比较，滨海面积减少了 136.12 万公顷，减少率为

22.91%，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湿地减少率（8.82%）。目前，中国已

经损失了 53% 的温带滨海湿地、73% 的红树林和 80% 的珊瑚礁。

在我国所有类型湿地中，滨海湿地的保护更为急迫。

湿地保护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4月2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明

确提出：确保我国湿地面积不低于 8 亿亩（目前湿地面积 8.01 亿亩， 

2014 年国家林业局数据） ；扩大湿地等生态空间和湿地面积等。

问题：

1. 快速、大范围的围垦和填海造成滨海湿地面积急剧减少

2017万捷在“两会”的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