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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so	in	the	actual	development	stage,	relevant	units	are	required	to	conduct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	and	establish	a	pollution	discharge	permit	system	to	restrict	relevant	enterprises	and	reduce	pollutant	emissions	as	much	
as	possible.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pollution	discharge	permit	system.	On	the	one	hand,	standardize	 the	admission	
of	enterprises;	on	 the	other	h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s	used	 to	analyze	 the	pollution	emissions	of	enterprises,	
comprehensively	analyzing	their	pollution	emissions,	and	achiev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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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社会发展环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工业的发展，环境污染状况愈发严重，所以实际发展环节，就要求相关单位
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且制定排污许可制度，对相关企业进行制约，尽可能地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此外，为了进一步提升
环境治理水平，还需要实现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的衔接。一方面对企业进行准入规范；另一方面通过环境影响评
价对企业的污染排放状况进行分析，全面对企业污染排放进行分析，实现对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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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发展中，部分企业在生产环节会排放出大量的废

弃物，对周围环境产生很大影响，如果不加处理就随意排放，

就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此背景下，相关企业的环境治理

就十分必要，需要相关人员加强对其的重视。实际作业环节，

相关单位以及企业需要将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制度相

结合，一方面提升准入门槛，另一方面对作业环节的企业污

染排放进行分析，实现对企业的污染控制。然而实际作业环

节，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的衔接十分复杂，再加上

污染排放企业污染状况较为复杂，二者的衔接就存在诸多难

点，制约其功能的发挥。所以实际作业环节，论文就从环境

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的衔接入手，浅谈衔接的优势以及

难点，然后结合这些难点制定解决策略，实现对环境污染的

规范与治理。

2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概述

2.1 环境影响评价概述
环境影响评价是针对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在实施前

对其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价的程序。该评价旨在

帮助决策者和利益相关方了解项目可能对环境、社会和经济

造成的影响，并提出控制和减轻这些影响的措施。

2.2 排污许可制度概述
排污许可制度是一种管理措施，用于监管和控制排放

到环境中的污染物。这种制度通常由政府或环境保护机构设

立和执行，其基本目的是促使企业和组织合法合规地处理废

水、废气和固体废物，以保护环境和公众健康。通过排污许

可制度，政府可以更有效地监管和管理企业的排放行为，促

进环境保护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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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的特点
与优势

3.1 实现了信息共享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包含了项目对环境可能产生的影

响以及相应的管理措施，这些信息可以为排污许可制度提供

重要参考。通过信息共享，排污许可管理部门可以直接获取

到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结果，从而更好地制定排污许可条件

和监测要求。

3.2 具有前瞻性规划
EIA 作为项目实施前的环境影响评估工具，可以帮助

识别可能的环境风险并提出相应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排污许

可制度依据 EIA 评价结果，对企业的排放活动进行合理的

安排和控制，以确保符合环境保护要求。

3.3 实现了环境管理一体化
EIA 评价结果直接影响到排污许可的颁发和相关限额

的设定，实现了环境管理的一体化，如图 1 所示。通过将

EIA 和排污许可制度相衔接，可以确保企业的排放活动不会

对环境造成过大的不利影响。

图 1 排污许可证

4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的难点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还存在一些难点，

需要相关人员进行分析。一是衔接标准和监测方法方面的问

题，EIA 评价和排污许可制度的衔接还存在着标准和监测方

法的不一致问题。EIA 评价和排污许可制度所依据的标准和

监测方法可能存在差异，导致两者在具体要求和执行过程中

出现不协调的情况。二是效果评估和监管落实方面的问题，

EIA 评价和排污许可制度衔接后，如何进行效果评估和监管

落实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一旦排污许可颁发后，实际的排放

情况和环境影响是否符合 EIA 评价的预期也需要得到有效

监管和评估。三是还存在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在实际操作

中，EIA 评价和排污许可制度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管理

机制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或者交叉的情况，需要更加清晰地

界定两者的职责和权限范围，以确保各自的合法性和科学

性。这些难点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作业的落实，需要相关

人员进行深入分析。

5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中常见
问题的应对措施

5.1 统一作业标准
要促进环境影响评价（EIA）与排污许可制度的衔接，

标准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需要相关人员进行深入分析。一

是制定统一的排放标准，确保 EIA 评价和排污许可制度使

用一致的排放标准和监测方法。这可以通过相关环保部门、

科研机构和行业协会合作，共同制定并更新适用于不同行业

的排放标准。二是完善监测方法，要建立统一的环境监测方

法，用于评估企业的排放情况和环境影响。这包括空气、水

和土壤等多个方面的监测方法，以确保全面且标准化的数据

收。三是统一评估指标体系，要制定统一的环境影响评价指

标体系，确保在 EIA 评价和排污许可申请过程中使用相同

的环境影响评价指标和标准，以便更好地衔接两者。四是共

享技术和经验，应鼓励不同地区、行业和利益相关方分享最

佳实践、技术和经验，以便对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制度

的标准进行不断改进和完善。通过这些举措，可以促进环境

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制度的标准统一。

5.2 重视部门之间的协调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分属不同部门的管理，

所以实际作业环节，部门之间的协调就成为作业落实的关

键。一是要成立跨部门工作组，建立由环保、规划、国土资

源等相关部门组成的协调工作组，负责协调 EIA 评价和排

污许可制度之间的衔接工作。该工作组应定期召开会议，交

流信息，解决问题，并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协调作

用。二是制定协调指导意见，发布跨部门协调的指导意见或

工作方案，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和协作方式，规范 EIA 评价

和排污许可制度之间的衔接程序和标准。三是加强信息共享

平台建设，应建立跨部门环境信息共享平台，使 EIA 评价

结果、排污许可数据等信息能够互相流通和共享，提高相关

部门之间的信息透明度和协同效率。四是推行联合执法，要

鼓励相关部门联合执法，共同监督企业的环境保护责任履行

情况，确保 EIA 评价和排污许可制度的有效衔接和执行 [1]。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可以提高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

许可制度之间的协调性，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合作，

确保环境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5.3 合理确定制度衔接的时间节点
环境影响评价（EIA）和排污许可制度的时间节点对接

可以确保两者在环境管理过程中的协调一致，需要相关人员

加强对其的重视。一是制定统一的审批时间表，相关部门可

以共同制定统一的审批时间表，明确 EIA 评价和排污许可

申请、审批的时间节点，并向企业和社会公众公布。二是协

调审批程序，各相关部门应当在 EIA 评价和排污许可申请

审批程序中加强协调，明确各自的审批程序和时间要求，并

尽量避免重复审批和耽误时间。三是简化审批流程，应简化

EIA 评价和排污许可制度的审批流程，提高行政效率，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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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对两者的时间节点进行协调。四是提前规划和预警，

各相关部门可以提前规划并预警可能出现的审批延误或瓶

颈，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以保证 EIA 评价和排污许可

制度的顺利推进 [2]。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可以更好地实现环境影响评价

和排污许可制度的时间节点对接，提高审批效率，促进企业

合规发展，同时保障环境保护的有效实施。

5.4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的标准转化

机制建立
转化机制的建立能够对二者的衔接进行规范，是保证

作业的关键，需要相关人员加强对其的重视。一是建立统一

标准体系，要建立统一的环境标准体系，将 EIA 评价和排

污许可制度所涉及的环境指标、技术要求等进行统一编码和

标准化，以便于衔接和转化。二是制定对接标准，应明确

EIA 评价报告中的环境影响评价标准与排污许可制度中的排

放标准之间的对应关系，并将其纳入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

中，形成明确的衔接标准。三是建立技术交流平台，应组织

专家学者和相关从业人员，就 EIA 评价和排污许可制度的

标准内容进行深入研讨和交流，形成共识，为标准转化提供

技术支持 [3]。四是制定转化指南，各相关部门可以联合制定

EIA 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标准的转化指南，明确标准转

化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技术要求。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可以建立健全声环境影响评价

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标准转化机制，促进两者之间的无缝衔

接，提高环境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5.5 强化衔接的监督管理
环境影响评价（EIA）与排污许可制度的衔接需要加强

监督管理，以确保两者之间的有效对接和协调。一是设立专

门机构，应建立专门机构或部门负责 EIA 与排污许可制度

的衔接工作，明确职责和权力，统筹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是制定监督管理规定，要通过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明确

EIA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的监督管理规定，包括监督的对象、

内容、方式和周期等，确保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三是加

强信息公开，要求相关企业在 EIA 评价和排污许可申请、

审批过程中公开信息，包括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排放标准等，

以便社会公众和监管部门对其进行监督；四是建立监督检查

机制，要建立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检查机制，对 EIA 评价

和排污许可制度的衔接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并追究相关责任；五是强化执法力度，对违反 EIA 与排污

许可制度衔接规定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增加违法成本，

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可以加强对环境影响评价与排

污许可制度衔接的监督管理，促进相关工作的规范进行，保

障环境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

5.6 重视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是实现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定衔接的

完善还需要强化信息共享，以保证污染信息的有效共享。实

际作业环节，相关单位可以通过建立信息平台、开展数据交

换、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技术支持、拓展信息渠道以及

推动政务公开等手段，保证信息的流转。通过以上措施的实

施，可以有效强化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的信息共

享，促进相关信息的互通共享和利用，提高监管部门和公众

对环境管理工作的参与度和满意度。

6 结语

综上，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排污许可制度都是生态环

境保护管理工作中重要的管理制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

发展，这两项制度存在衔接不畅的问题。因此，以环境影响

程度来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的分类管理，以排污

单位作为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的对象，既是精准治污的

体现，也是有效衔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污许可制度的现

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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