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环保法治环境下的中小企业
环境管理与执法

今年是环保工
作形势极为严峻的
一年，也是工作任
务异常艰巨、困难
挑战前所未有的一
年。市委、市政府
以“谋事要实，造福
一方”的郑重宣告，
着力推动“两大生
态”建设部署，积极
打造山清水秀的自
然生态和风清气正
的政治社会生态，
为“两美” 永康提
供有力支撑，环保
部门责无旁贷理应
冲在第一线。

永康是全国百
强县市之一，永康
经济发展贡献率，
工业占了大头，工
业企业在提供了经
济 发 展 积 累 的 同
时，同样也积累了
不 少 环 境 污 染 问
题。今年新《环保
法》实施赋予的各
种强化手段，给依
法规范未能有效监
管的大量中小企业
和家庭作坊提供了
有效突破口。解决
好总量巨大的中小
企业环境管理，对
永 康 工 业 污 染 防
控、城乡环境质量
改善，还有新《环保
法》实施后政府环
境责任落实，都有
很强的现实意义，
为此我们组织了本
次调研。

1. 永康基本情况。
永康环境容量不大，国土面积只有

1049 平方公里，人均水资源约为 1540

立方米，仅为浙江省和全国人均数的

74%和 63%，属严重缺水区域，全市平

均过境水量仅2.86亿立方米。

2014 年，永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51.4 亿元，其中一、二、三次产业比例

2.1：61.3：36.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618

家，完成工业总产值 907.1 亿元，规模以

下工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392.0 亿元。全

市有工商注册企业 5.9 万多家，其中个

体工商户4万多家。

2. 环境治理情况。

近两年，永康从本地现实环境出

发，把水污染治理作为改善环境质量

的突破口，全力推进“五水共治”等重

点工作，开展了“华溪风暴”“铁腕治

污”“黑臭河”沿岸企业专项整治、“利

剑斩污”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

动，严格实施河段长责任制和镇（街

道、区）河流交接断面水质通报制度，

完成化工行业整治，推进电镀行业整

治，加强辐射安全监管，推进大气污染

防治，淘汰黄标车及落后产能，划定高

污染燃料禁燃区，2014 年全市饮用水

源水质达标率 100%，地表水交接断面

水质省考合格，日环境空气质量 AQI

优良率 67.3%，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平均

值 54.8dB（A）。

今年 1-7 月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

100%，地表水交接断面水质考核结果

合格，五水共治考核 5 个断面主要污

染指标较上年同期氨氮下降 26.5%、总

磷下降 15.2%，工业集聚区下游的塔海

断面消灭了持续 5 年的劣Ⅴ类水质；

空气 AQI 优良率 79.7%，PM2.5 累计均

值 52 微克/立方米，较去年同期下降

21.2%，目前排名全省 47 位；城市区域

环境噪声平均值 54.9 分贝，较去年略

升 0.1 分贝，城市功能区噪声总合格率

100%。

一、永康基本情况和环境治理现状

二、产业集聚下的中小企业环境管理与执法探索

永 康 产 业 集 聚 度 较 高 ，“ 五 金 之

都”“防盗门之都”“保温杯之都”“炊具

之都”“休闲运动器材之都”等称号汇

集永康，曾经的“浪潮经济”特色让永

康深受其利其害——从经济到生态，

环保部门一直琢磨的是如何在环境容

量不足、环保能力不足的现状下尽力

管好不出大的问题。如今政府简政放

权全面深化改革，新《环保法》的实施

赋予环保部门更多权力,这需要执行

力 去 落 实 。 以 环 境 污 染 源 头 控 制 来

说，这是一直以来比较薄弱的环节，近

来自上而下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审批权限下放，但是就基层现实条件，

决 定 了 一 些 措 施 在 实 施 过 程 中 很 难

“下基层”，更决定了基层必须依据本

区域现状问题的解决去承担风险主动

探索。

1.基层执法力量薄弱问题短
期难以得到改善。

永康作为五金产业集聚区，企业众

多，或多或少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

投诉多是常态。监管力量短缺，使新

《环保法》在实施过程中容易出现虚化、

缺位问题，如：企业监管难以全面，目前

重点企业实施了“3+1”管理模式，618

家规上企业实行重点监控并建立起“一

企一档”环保档案管理制度和环保信用

评级制度，但监管难点的众多中小企业

和家庭作坊这些“低、小、散”企业，涉及

人员多、能力弱、环保意识不强，环保设

施简陋运行率低，甚至没有环保设施，

环境污染投诉率高，而且不少这类企业

流动性大、隐蔽性强，就算查处了也很

容易死灰复燃，最消耗执法力量；执法

力度难以跟上后，惯常做法是组织定期

排查行动、相关部门联动执法，虽然处

理起来相应快一些，但容易形成一阵风

的效果，引发逃避执法的侥幸心理；而

高强度工作环境下面对形形色色管理

服务对象和工作难题的环境稽查人员，

难免容易出现疏漏和畏难情绪。

2.环保队伍专业化水平亟待
提升。

永康环保队伍近年已有改善，但还

大大滞后于实际需要，专业精湛的通才

稀缺，教育培训力度和力量都不够，培

训渠道和培训手段单一，时间也很少，

执法管理人员工作繁重而忽略学习、被

动学习，与现阶段环保工作面临的形势

任务及社会公众期待有较大差距。目

前，审批制度改革权限下放，我们都清

楚放下的更多是责任，若承接能力不

能及时跟上做好对接衔接，对管理和

执法工作研究不透，对新《环保法》及

相关法律法规缺乏融会贯通的深度理

解，运用现有法律法规解决难题的能

力不强，肯定会抵消新环保法的效用，

影响环境执法效能。

3.环境执法公众参与氛围营
造任重道远。

全民治水、全面治气大环境下，公

众环保意识有了很大提高，但总的来说

对政府、对他人要求提高得多，还有很

大一部分人未充分认识到自己与环境

保护的关系，把环境执法与经济发展和

生活改善对立起来，没有真正理解“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片面强调企业

困难、眼前利益，不及时履行环保手续、

不按要求建设使用环保设施，甚至逃

避、干扰、阻碍环境执法，不懂环保法律

法规也不关心了解，甚至对相应的服务

性宣传敷衍推托只因无关眼前利益等

等，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宣传的针对性和

契合度。但目前环保部门因为宣传平

台和力量局限，在宣传的丰富性、可观

性、吸引力方面还需极大提高，发挥好

新闻舆论监督及公众互动引导作用。

当然，更有效的提高还有执法人员如何

在执法过程中善于向违法违规企业进

行宣传、如何替企业把脉看病解除病

灶、如何让不合法的企业变为合法、如

何避免环境违法行为的发生。

为此，我们进行了系列管理规范

化探索：

1.增强基层监管力量，提升环境管
理和执法能力。

创新谋划、加减法并用、尽力通过

整合来提升环境执法力量。

一 是 理 顺 工 作 机 制 ，在“ 五 水 共

治”框架下推进镇（街道、区）一级力量

向生态环境保护转移，建立环保与镇

（街道、区）相对独立又紧密合作的工

作新机制。

二是强化队伍建设，在尽力挖掘内

部潜能和提高作风效能的基础上，也参

考公安等部门招录部分临时编制环境

执法协管力量，新《环保法》提供了环境

执法的新手段，也带来了新挑战，如设

施设备的查封扣押权，增强了环境执法

的刚性，也相应加大了执法的阻力，必

须同时增强环保执法力量，建立起新的

执法模式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三是引进第三方检测机构，弥补当

前环境监测力量不足，对主要河流所有排

污口进行专项调查和后续监测监控，以便

准确判断污染源和污染因子动态变化，为

区域环境管理和各镇街区治水提供技术

支持。

四是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

执法管理工作机制，要求具备条件的

乡镇（街道）及工业集聚区配备必要的

环境协管人员，对内则强化执法能力

保障，建立学习小组制度、考试制度，

多 形 式 多 层 次 组 织 执 法 人 员 系 统 学

习、研究，交流各种疑难执法问题的解

决，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解决难

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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