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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看台

排污许可证制度是重要的环保制度，至今我国

共有 28个省（区、市）出台了相关的地方法规、规章

或规范性文件，但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如污染源“数出多门”“多头管理”；依证监管力度不

足，处罚结果不能形成震慑；排污单位污染治理责

任落实不到位，缺乏履行环保责任主动性等。

日前，环境保护部发布了《排污许可管理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新的《管理办法》

将给环境保护带来哪些新变化、新气象？

明了责任 让企业自己算
清“环境账”

从“十三五”开始，我国无论是在法律还是政

策层面都将全力推动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将建立

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事业单位排放许可制，

排污者必须持证排污，禁止无证排污或不按许可

证规定排污。

长期以来，环境监管部门与排污企业是如同

“猫和老鼠”。如何让排污单位主动减少污染排放，

强化排污单位治污主体责任依然是薄弱环节，这也

正是《管理办法》要解决的。

根据《管理办法》，对每个排污单位，不但有污

染物排放浓度要求，还有排放总

量的要求。为确保排污单位能监

控自己的总量排放情况，做到总

量排放，排污企业还需建立企业

承诺、自行监测、台账记录、执行

报告、信息公开等制度，这就如同

让企业自己建立一套“环境会计”

制度，以方便了解自身排放了什

么、排放了多少、怎么排放以及如

何控制排放等，进一步落实持证

排污单位污染治理主体责任。

环保部表示，这改变了以往

“保姆式”环境管理模式，让企业

自我监测、自我管理、自主记录和

申报，环保部门则依规核发、按证监管。

据统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全国共核发

排污许可证两万多张，完成 15 个行业排污许可证

的核发工作，发布了 15 个行业的排污许可证申请

与核发技术规范等。

扫下二维码 环境信息即
可一目了然

对环境监管部门来说，《管理办法》不仅对排污

许可证申请、核发、执行、监管全过程做了进一步完

善，可操作性也得到了提高。

如今，在河北、上海等地，每个排放口的各项要

求，已被做成了二维码，贴在排放口标识牌上。环

境执法人员到现场直接扫描二维码，即可知道这个

排放口的所有环境信息，包括许可浓度、许可排放

量、监测要求、在线监测情况、历史执法记录等，避

免出现执法部门面对量大面广的排放口，不知道应

该检查哪个，某个排放口不清楚应排多少等问题。

“这不仅为环境执法提供极大便利，也为社会

公众监督提供了更大平台。”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监管执法部门职能

也在细化，包括制定排污许可执法计划，明确执

法重点和频次等，特别是实现了排污口的“卡片

式管理”。

“通过排污许可证，我们对企业的环境监管逐

步从企业细化深入到每个具体排放口，从主要管四

项污染物转向多污染物协同管控，从以污染物浓度

管控为主转向污染物浓度与排污总量双管控。”该

负责人说，特别是针对雾霾防治，在排污许可证中

增设重污染天气期间等特殊时段，对排污单位排污

行为的管控要求，不仅推动了对固定污染源的精细

化监管，同时还可将排污许可更好地与环境质量改

善要求密切挂钩。

制度衔接 让信息晒在阳光下

信息公开是监管的“利器”，当一切都在“阳光”

下时，必然对违法行为形成威慑。

据介绍，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已提

前建成。在网上，可以看到每个企业的排污许可

证和企业定期报告的排放情况等内容；监管执法

部门也将公开监管执法信息、无证和违法排污的

单位名单等。

该负责人说，排污许可制度还与环境保护税、

排污总量、环评、排污权交易、环境统计等制度开展

了衔接。经过与税务总局的沟通，现已明确排污许

可管理形成的企业实际排放量将作为环境保护税

征收的主要依据，两部门对数据共享达成一致意

见，也能更好发挥环境保护税、排污权交易等经济

手段的调节作用。

《管理办法》还明确规定了排污单位无证排污、

违证排污、材料弄虚作假、自行监测违法、未公开信

息等 5 种情况的处罚条款，罚款金额可达百万元，

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关闭等。环保部表示，这

将逐步改变“企业违法、环保部门渎职”的怪圈。

企业自主申报，环境管理将告别“保姆”模式

本报记者 李 禾

“我们依靠一项项技术创新，不但占据了国内一半以上的

市场，还包揽了饲料机械出口 65%的份额，成为亚洲第一、全球

第二的行业‘巨头’。”在江苏牧羊集团董事长范天铭看来，7 年

来 4夺国家科技大奖的牧羊，正是科技创新的受益者。

科技有实力，产业才有活力。江苏牧羊仅仅是扬州在“聚

力创新”中涌现出的“领军企业”之一。

近日，扬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扬在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时说：“我市聚力创新，将科技创新作为产业转型升级和

城市发展的主动力、主引擎，推动形成以企业为主体、以科研院

所为依靠、以科技综合体和高新区为载体平台、以高层次创新

人才为支撑、以相关政策配套为保障的扬州科技创新发展新格

局，全面实现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科教资源相对匮乏，传统产业比重过大，中小企业创新能

力普遍薄弱，这些都是影响扬州创新发展的主要瓶颈。”扬州市

科技局局长陈星说。

如何补齐科技创新“短板”，实现产业与经济“弯道超车”？

为营造具有竞争力的宜创生态，扬州出台了《关于推进科

技创新工程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实施意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战略加快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等 20 项创新专项政策，

实施涵盖建设 1 个国家级示范（全国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

市示范）、20 个特色小镇、3 大创新板块、40 个重大服务业和 50

个重大工业项目的“12345”创新发展工程，用 3年 100亿元的“硬

投入”，全力打造宜创宜业的“软环境”，为企业创新发展助力、

减负。

扬州还抓精准施策，有的放矢补长地方创新“短板”。连续

5年，扬州实施“科教合作新长征”和“科技产业合作远征计划”，

带领企业赴国内创新资源富集的地区开展“大院大所拜访”活

动，与国内重点理工科院高校及中科院、中关村等建立了“10+

2”的全面合作模式，在国外开辟了 30 余个国别的合作渠道，建

成校企联盟 675 个，引进名校名企研创中心 182 家，成功实现人

才流出向“净流入”的转变。

同时，扬州拿出全市区位最优越、配套最齐全的区域，规划

建设了 28个集孵化器、加速器、人才公寓、综合配套于一体的科

技产业综合体，大力发展软件和互联网、科技服务业等智力密

集型产业。目前，已建成 409 万平方米，累计入驻企业超 1700

家、引进本科以上人才超 2 万人，成为科技人才的集聚地。去

年，全市累计签约产学研合作项目 495项。

围绕重点产业，扬州每年通过科技计划扶持的方式，引导

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实施 100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项目和 100

项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全市省级以上企业“三站三中心”突

破 800家，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省农业重点研发项目立项和资

金数多年居全省前列，年均新开发高新技术产品 600项以上，有

力支撑了产业调高调优，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只有充分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创

新才能如源头活水，生生不息。如今，这样的发展理念已在扬

州形成共识。

陈星告诉记者，扬州“聚力创新”，激活了企业转型升级“主

动力”，开创出“新产业、新人才、新城市”的发展新格局。2017

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064.92 亿元，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4219亿元，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60%。

江苏扬州：
3年百亿“硬投入”
激活企业转型主动力

新政追踪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讯员 胡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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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从 湖 南 省 环 保

厅获悉，近日，《湖南省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办

法》获 通 过 ，将 于 今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明确政府

兜底担责，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纳入政府和部门年

度考核内容。

湖南是有名的“有色金属之乡”，有色金属的采选、冶炼、化

工等企业推动全省经济高速发展，也产生了大量工业固体废物

和危险废物。

湖南省环保厅介绍，《办法》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和完善

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纳入政府

和部门年度考核内容；对无法明确责任主体的固废污染，由所在

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管辖权限确定有关责任主体履行污染

环境防治责任。

《办法》高度关注矿山固废污染防治，要求矿山企业定期对

矿山周边的地下水、土壤、大气和地表水等环境质量状况和尾矿

库坝体的位移情况进行监测，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情况。

针对日益凸显的危废跨省转移风险，《办法》规定，严格禁止

将省外危险废物转移至本省行政区域内贮存或者处置，对其资

源化利用也实施严格控制。 （据新华社）

湖南
固废污染防治
纳入政府年度考核

给每一粒沙子分配一个“SIM 卡”，这是物

联网产业未来蓝图的形象释义。这个仰仗无

线电频段进行信息传送的产业，近段时期却频

起波澜。

不久前，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局发布《微功率短

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对

其公开征求意见。其中针对 470—510MHz 民用

计量频段提出的“限单频点使用、不能用于组网

应用”规定，被认为是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大事，

“可能导致部署上亿终端的物联网应用变成非

法，中国数万物联网应用企业无法生存。”近日，

无线电管理局发布工作动态，表示将对收集意见

进行认真研究、仔细分析和科学论证。

那么，“限单频点使用、不能用于组网应用”

短短 14 个字，究竟会怎样影响物联网企业的生

存发展？新规的出台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科

技日报记者就这一话题走访了行业内外的多位

专家。

本报记者 张佳星

要弄清楚这 14 个字的含义，需要先弄清“沙

子的 SIM 卡”之间是怎么联络的。

人与人通讯目前通常使用 3G、4G 甚至 5G，

物之间的通讯却完全不同，不仅要传播得远，还

要低能耗。也就是说，信号不能太强产生背景噪

音、范围要足够广能够互联、耗电不能太高电池

能坚持几年不断电。随着“低功率广域网”技术

的诞生，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业 界 有 个 形 象 地 比 喻 ：4G 网 像“ 重 机

枪”，射程远、火力猛；WiFi 网络像冲锋枪，射

程 短 、超 高 速 ；低 功 率 广 域 网 则 像 狙 击 枪 ，点

对 点 射 击 、省 子 弹 、射 程 远 。 而 当 下 物 联 网

“狙击枪手”使用的技术主要有 NB-IoT、Lo-

Ra、Sigfox 等。

而征求意见稿中“限单频点使用、不能用于

组网应用”的规定正是对这些物联网实现技术所

做的限定。“目前看，的确只有 NB-IoT 可以不组

网。”国家电网一位不愿具名的技术人员表示，除

了“NB-IoT”可以实现不组网直接接入通信网络

基站外，其他技术均需要先进行组网，再汇集到

运营商网络进行传递。

他补充道：“严格来说，NB-IoT 也是要依赖

组网的，只是它本来就依赖运营商的网络，所以

省去了自己组网的环节。”

因此，“限单频点使用，不能用于组网应用”

的规定一旦通过，犹如“庄稼收割只留一垅”，其

他物联网实现技术可能被划定为非法，从而遭到

齐茬腰斩。

新规释义：

“庄稼收割只留一垅”

“会导致除 NB-IoT 以外的物联网应用停滞

发展两年以上，形成一种技术独占的物联网市场

局面。”北京博大光通物联科技公司 CEO 廖原表

示，以巨大的市场为基础，中国在物联网领域的

技术和产业已领先于其他国家，不应在现阶段错

失发展机遇。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拥有数千家成员单

位，《征求意见稿》中的规定对很多企业都有影

响，最近他们也在不断向联盟进行咨询。”中关村

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刘军认为，由于物联网

产业内容的丰富多样、应用场景是五花八门的，

更需要竞争发展，互利共赢，“百花齐放是毋庸置

疑的，只靠三大运营商，肯定不足以支撑物联网

的广泛应用。”

“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应该通过百家争

鸣 ，才 能 让 更 符 合 产 业 发 展 的 技 术 涌 现 出

反对者：

“一技独大”会阻碍行业创新

“无线电确实是国家资源。”炼石网络首席营

销官岑义涛表示，规定中的 470—510MHz 频段

原本是分配用于居民抄表的。

“小打小闹的局域网，随便用什么技术都行，

广域网还得是国家的。”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

士认为，实现对广域网的信息监管，是国家管理

的分内职责。

“NB-IoT 要连接到运营商，而运营商本身

是受到监管的。”岑义涛说，以 LoRa为例，其最大

的问题是过于开放，可以随意组网，而且范围极

广。“目前是用于智能消防、智能停车等应用上，

未来会有哪些应用不得而知。”换句话说，一个连

接范围极广，却不受监管的“暗网”对于公共安全

来说存在风险，任何国家、地区、部门甚至个人都

不能随意使用无线电资源，否则会造成相互干扰

不能确保正常通信。

岑义涛分析，之所以造成这样的问题，是因

为物联网是近几年新兴起来的，之前在这方面的

政策监管还是空白。

“管控频谱资源是为了合理规划。”岑义涛

说，“每个国家对于无线电监管是有差异的，比如

中国和日本就有频段上的差异，有些中国能用、

日本不能用，不能说在国外能用在中国不能用就

是政府限制。”

一位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也

撰 文 写 道 ，无 线 电 管 理 一 体 化 将 有 助 于 解 决

重 复 建 设 、流 程 断 裂 、接 口 混 乱 、信 息 孤 岛 等

问题。

支持者：

拒绝不受监管的“暗网”

技术率先发展，才有政策跟进，这已成为许

多行业发展的规律。在更多物联网企业看来，如

今政策“空窗期”已过，既然提起了“靴子”就希望

尽早落地。

“如果频段状况不明朗，无疑会影响到客户

层面的信心。”北京升哲科技有限公司 CTO 赵东

炜表示，“如果行业客户在认知上产生了疑惑，担

心频段是不是可以用，技术是不是合法，损害的

将是整个行业的利益。”

为了推动尽早有明确、利好的政策出台，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行业自律以及抱团发展的

做法可能有效。“无线电传输的安全和干扰问

题是管理部门关心的重点。”门思科技公司的

工作人员分析，从技术角度上，产业链上的企

业都要自律，发射功率严格限定在标准之内，

避免干扰。

刘军认为，“物联网企业应该抱团，在低功

耗应用领域尽快制定自己的行业标准，只有尽

快多出台和多申报一些团体标准，才能在行业

里立足”。

企业心声：

盼“靴子”早日落地

来。”中科院计算所天津分所窄带通信研究中

心 主 任 辛 东 金 也 认 为 ，如 果 只 存 在 一 种 可 用

技 术 ，将 阻 碍 行 业 的 创 新 和 发 展 。 辛 东 金 解

释，电信网络由 3 大运营商运营，因为其主体

是 人 ，业 务 主 要 是 话 务 和 流 量 业 务 。“而 物 联

网具有多样性，有着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比

如 中 石 油 的 油 气 管 网 、消 防 安 检 行 业 等 对 网

络有着多样性的需求。建议在物联网频谱的

使 用 划 分 上 ，可 以 通 过 竞 争 或 拍 卖 的 形 式 进

行分配。”

“不能因为有自主知识产权就借助搞行政

性垄断，强推落地。”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

观点更犀利，“这是有历史教训的，在移动互联

网的兴起过程中，为了推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

术，由于技术缺陷使得中国移动在 3G 时代，差

点垮台了。”

物联网支撑技术起波澜物联网支撑技术起波澜
是行政垄断还是政策规范是行政垄断还是政策规范

“限单频点使用、不
能用于组网应用”短短
14 个字，被认为是关乎
企业生死存亡的大事，
它对物联网企业究竟意
味着什么？

（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