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

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

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为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

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我国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形成“1+N+4”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其中，

“1”是指基础性、综合性的环境保护法；“N”是指

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专门法律；“4”是针对特殊地

理、特定区域或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所进行的立

法。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涵盖 30 多

部法律、100 多件行政法规、1000 多件地方性法

规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立法成就举世

瞩目。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涵盖广阔、特色

鲜明，既有一般环境法共性的污染防治、生态保

护、能源利用等传统领域，还开创性地从区域、流

域尺度开展各类生态环境要素的系统保护和治

理，比如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

保护法等。

徒法不足以自行。为有效提升环境执法水

平，我国不断从纵向垂直与横向综合两个层面探

索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比如，推动建立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在省以下实行生态

环境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改革，解决独立性欠

缺、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问题，不断提升生态环

境监管执法效能，推动法律落实。

目前，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正在稳步有序研究

推进，以法典化的方式系统整合现行生态环境保

护法律体系，令人期待。不断夯实守护绿水青山

的法治根基，亮出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的利剑，将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更加扎实有力

的制度保障。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法学院教授，本报记者寇江泽整理）  

夯实守护绿水青山的法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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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环保法“钢牙利齿”
作用充分发挥，压实环保
责任

春节前，江苏省南京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

执法局三级高级主办李红卫来到江宁滨江经济

开发区，为这里上百家工业企业开展普法宣传。

执法人员不是很忙吗，怎么有空到企业搞

服务了？这位在岗位上干了 20 年的“老执法”

笑呵呵地说：“新环保法实施以来，不仅全社会

环保意识提高了，违法案件少了，而且执法人员

腰杆子挺起来了，执法流程更高效了。”

“过去，企业环境违法成本低，有些企业宁

可缴纳罚款也不愿意上马环保设备。”李红卫表

示，新环保法规定对环境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可

以实施行政拘留，对构成犯罪的案件追究刑事

责任，“这明确了环境执法和行政司法衔接工作

机制，让执法更有底气。”

前段时间，南京市一家负责运维污水处理

厂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公司，被发现多次篡

改设备系统参数，造成监测数据失真，给企业偷

排留下可能。“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新环保法实

施前很难处理。执法人员调查取证困难，也缺

乏有效手段固定证据。”李红卫说。

如今，根据新环保法的规定，重点排污单

位 应 当 保 证 监 测 设 备 正 常 运 行 ，保 存 原 始 监

测 记 录 ；第 三 方 机 构 在 有 关 环 境 服 务 活 动 中

弄虚作假，对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负有

责任的，承担连带责任。“这就堵住了可能的漏

洞——即便设备因没有维修导致的数据监测

失真，也要严厉追责。”李红卫告诉记者，南京

市生态环境局依法对这家企业相关设施进行

查封扣押，有效地固定了违法证据，及时将运

维公司涉嫌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移送公安部门，

进行严厉打击。

环境保护法作为生态环保领域基础性、综

合性的法律，在生态环保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

地位。201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环保法进行

全面修订，并于 2015 年 1 月实施。新环保法在

创新环保理念、强化政府责任、完善监管制度、

加大惩处力度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新环保法被称为‘史上最严’，是一部‘长

了牙齿’的法律，环境监管执法一改之前偏软、

偏松的状态，其中关键在于压实环保责任，新增

了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手段。”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环境资源与能源法研究

中心主任邓海峰表示，新环保法实施以来，我国

生态环境执法水平持续提升，推动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

折性、全局性变化。

环境监管执法力度显著增强。生态环境部

生态环境执法局局长赵群英表示，10 年来共查

办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移送行

政拘留和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等 5 类案件共计 19
万多件，查办环境行政处罚案件 129.5 万件，罚

款金额总计 860.2 亿元。“其中，‘十三五’期间共

查办 83.3 万件，相较‘十二五’增长了 1.4 倍，充

分发挥了新环保法的‘钢牙利齿’作用，生态环

境违法高发态势得到遏制。”

环境监管执法模式不断创新。“在执法过程

中，我们广泛应用技术手段，包括遥感、在线监

控、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赵群英介绍，大气

监督帮扶持续优化问题筛选机制，综合运用热

点网格、用电用能监控、污染源自动监测等技术

手段，问题线索精准性达到 80% 以上。充分整

合全国 11 万余条入河（海、库）数据与涉水重点

排污单位、工业园区、自动监控、河流监测断面

等数据，初步构建涉水环境执法“一张图”。

环境公众参与水平不断提升。“新环保法在

总则中明确规定了‘公众参与’原则，并对‘信息

公开和公众参与’进行专章规定。”邓海峰表示，

目前，我国已构建了较为全面的公众参与环境

保护法律规则体系，环境公众参与已实现立法、

执法、司法全流程法律保障，并在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等领域拓展，公众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

督环境保护的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企业环境治理力度不
断加大，全社会环境守法意
识显著提升

走进位于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的河北艾科

赛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干净整洁的厂房里，

数台机器正在运转。企业负责人介绍，公司经

营严格遵守新环保法，从管理思维到实际运行

都有了全面提升。就在两年多前，这家公司还

曾因未按要求对开式循环水进出口进行

总有机碳检测、未开展地下井自行监测

等，被生态环境部门处罚过。

“以前，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相关工作的重

要性，仅关注废气、噪声等的监测，缺乏主动性和

自觉性。”公司环保科科长王静说，被处罚后，环

境执法人员上门指导，详细讲解环保法律法规和

相关政策。如今，企业已将环保理念融入经营管

理各个环节，监测更加规范、严格，在节能减排、

资源循环利用、清洁生产等方面也加大了投入，

全面提升了企业的管理水平。

随着新环保法深入实施，企业环境治理力

度不断加大，全社会环境守法意识显著提升，生

态环境处罚案件呈现下降趋势。“2023 年，全国

共办理处罚案件 8 万余件，其中 5 类案件 8300
件 ，较 最 高 峰 时 期 的 2017 年 分 别 下 降 66% 和

79%。”赵群英介绍。

“企业达标排放是底线。”邓海峰表示，必须

严格环保执法，守住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坚

持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查处环境违法行为，

促进实现市场公平和竞争公正，让守法企业不

吃亏。

走进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绿树

掩映，堆场里看不到裸露的原材料，作业线上看

不到粉尘。“用矿不见矿、用煤不见煤、运料不见

料、出铁不见铁的背后，是我们落实新环保法减

少 污 染 物 排 放 要 求 ，进 行 全 流 程 超 低 排 放 改

造。”南钢公司安环部副部长卞双喜介绍。

这家企业耗资数十亿元，建设 4 座铁矿封

闭大棚、24 座煤筒仓、39 个焦炭仓，对原料场进

行封闭式管理。仓棚内部还实行无人化操作，

鹰眼雾炮一旦监控到粉尘含量超标立即启动喷

淋。过去依靠汽车来回倒料的传送方式，也被

皮带自动化传输取代。

花这么多钱进行改造升级，是否划得来？“算

算生态账，改造后，企业吨钢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颗粒物排放量分别下降 61%、73% 和 82%。算

算经济账，企业每年节约环境税 6000 万元、差别

电价 1.2 亿元、物料损失 1.3 亿元，再加上煤气等

回收利用，每年直接减少支出约 5 亿元。”卞双喜

介绍，为了鼓励企业进行超低排放改造，南京市

生态环境局帮助企业成功申请了中央大气污染

防治补助资金支持，累计超过 1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2024 年 3 月，南钢成为江苏

省首个长流程钢铁 A 级企业。“在秋冬季重污染

天气应急管控时，重点行业限产停产，但 A 级企

业可以自主安排生产，保障持续生产，节能环保

给我们带来真金白银的实惠。”卞双喜说。

守底线和促发展相结
合，执法既有力度、又有
温度

春节前夕，河北省邯郸峰驰精密制造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里一片繁忙。“在生态环境部门

的帮扶指导下，我们持续提升环境治理水平，

被纳入监督执法正面清单，重污染天气应急响

应 期 间 也 会 得 到 优 先 保 障 。”企 业 总 经 理 陈

琳说。

原来，2023 年，生态环境部门对企业进行一

对一帮扶。“组织环保专家深入生产一线，实地

查看生产设备、污染治理设备、危废暂存间、台

账记录等，帮助我们制定整改提升措施，并通过

现场查验，纳入正面清单。”陈琳介绍。

纳入“正面清单”有啥好处？邯郸市生态环

境局峰峰矿区分局执法大队大队长杜鹏说：“对

于已经纳入正面清单的企业，我们通过分表计

电平台数据分析，实施非现场监管，对企业‘有

事帮扶，无事不扰’，以实际举措助推生态环境

高水平保护和企业高质量发展。”

陈琳介绍，公司营收连年增长，2024 年营收

比 2023 年增长 20%，比 2022 年营收增长 68%，发

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近年来，我们积极探索执法与服务相统

一、守底线和促发展相结合，帮助引导企业自觉

守法，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比如着力抓

主要矛盾，对弄虚作假、偷排偷放等严重违法问

题依法严惩，对轻微违法企业依法实施不予处

罚，给予适度的容错空间。”赵群英表示。

2024 年，全国共实施生态环境轻微违法不

予处罚案件 1 万余件，免罚金额 15.5 亿元。同

时，指导各地落实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制度，将信

用好、风险低的企业纳入正面清单，原则上以非

现场监管为主。截至 2024 年 9 月底，全国各地

纳入正面清单企业 5 万余家。

如何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执法水平，以高

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新环保法实施成效显著，不过也存在一些

不足之处。”邓海峰认为，部分条款操作性有待

提高；随着长江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

护法等实施，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呈现出

多层次、跨地域的特征，客观上增加了跨区域、

跨层级政府部门协调配合和信息共享的难度，

限制了部分环保措施的实施效果。

邓海峰建议，通过立法细化、政策补充等方

式进一步完善环境法律法规体系，结合生态环境

法典编纂这一契机，对原则性条款进一步细化规

定。对新兴领域环境问题，可以通过政策试点先

行先试，待条件成熟后上升为法律规范。

“同时，强化部门间协同配合，加强跨部门、

跨地域监管主体之间共享环境信息，统一裁量

基准。进一步建立系统完善、全面覆盖的环境

执法体系，实现清单式执法。推动科技赋能环

境 执 法 ，提 升 环 境 执 法 人 员 的 数 字 化 运 用 能

力。”邓海峰建议，要明确生态优先、节约集约、

绿色低碳发展的制度预期和责任边界，让企业

有不想违法的格局、不用违法的动力、不敢违法

的压力、不能违法的制约。

赵群英表示，生态环境部门将积极推进监督

执法正面清单，研究制定环境执法助力优化营商

环境的文件，加强对企业技术帮扶和政策引导，

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干扰。

“我们将更加注重运用先进科技手段，继续

运用水质指纹、卫星遥感、人工智能等技术手

段，发现并推送违法问题线索。进一步研究拓

展用电用能监控、工况视频监控等非现场执法

手段。针对污水处理、废气治理等重点行业和

新污染物、土壤与地下水、固废‘新三样’等新领

域，编制执法检查技术指南，今后形成规范的执

法流程和模式。”赵群英说，将持续提升生态环

境执法水平，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

丽中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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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观察R

■专家点评R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最严格的制

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

被称为“史上最严”“长了牙齿”的新环

境保护法自 2015 年 1 月实施以来，已满 10
年。随着新环保法的深入实施，生态环境

部门持续提升生态环境执法水平，全社会

环境守法意识显著提升，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

新环保法实施取得哪些成效进展？如

何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执法水平，以高水

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记者就这些问题

进行了采访。 ——编   者   

图①：长江岸边，江西九江柴桑区赤湖公用

码头，采用全封闭胶囊式穹顶进行仓储、装卸，

有效控制和降低扬尘、噪声。  
朱海鹏摄（人民视觉）  

图②：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丹顶鹤展翅飞翔。 汤德宏摄（新华社发）  
图③：安徽合肥骆岗中央公园，人行步道、

城市建筑、蔚蓝天空构成一幅冬日画卷，美不

胜收。 马二虎摄（人民视觉）  
图④：湖北武汉东西湖区金银湖国家城市

湿地公园，冬景怡人。 王   江摄（人民视觉）  
图⑤：浙江台州长潭水库，执法人员正在水

上巡逻。 喻跃翔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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