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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 ∃中规定了一项重

要程序: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排污单位申报

的污染物种类、数量进行核定, 并将核定后的污染

物种类、数量书面通知排污单位 (以下简称排污量

的核定 )。排污量的核定已经作为排污收费工作

中的法定程序, 是排污收费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

节,各地环保部门也都在加以实施, 但在工作实践

中发现,此环节大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向环保部门排污申报是法律赋予排污单位的

法定强制性义务,排污单位必须向环保部门申报企

业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数量和排放去向等相

关内容。对排污单位拒报谎报的行为,法律还规定

了相应的罚则。因此排污申报的真实性应由排污

单位负责。

在排污费征收程序中,企业向环保部门排污申

报后, 环保部门应当对企业的排污申报核定,并在

规定的时间内向企业送达 #排污核定通知书 ∃。

#排污核定通知书 ∃上的排污量是经过环保部门认

定的数据,此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由环保部门负

责。因此,实施了由环保部门对企业排污情况核定

的程序后, 企业排污量是通过 #排污核定通知书∃

认定, 其真实与否的责任已转由环保部门承担。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对排污量的核定按顺序规

定了几种方法。第一顺序:按自动在线监测仪的监

测数据核定;第二顺序:按监督监测数据核定; 第三

顺序: 按环保总局规定的物料衡算方法核定。

自动在线监测仪的监测数据最能代表企业实

际排污情况,可自动在线监测仪目前还处于安装和

完善阶段,故障率较高,性能不稳定, 数据准确性欠

佳,目前此类数据很少用于排污量核定。核定方法

还规定自动在线监测仪必须是通过国家强制检定

并经依法定期校验的仪器,可现在这些仪器并未列

入国家强制检定的目录, 依法  定期校验也不知

法在何处? 严格地讲,自动在线监测数据用于排污

量核定,至少目前在法律上还不完善。监督监测数

据大多是瞬时采样的数据, 用以排污量的核定,缺

乏代表性。用物料衡算方法核定企业的排污量是

较为合理的方法,可环保总局规定的物料衡算方法

却少之又少。面对那么多的行业、不同的企业规

模、不同的生产工艺、不一样的治理水平和环境管

理水平,用物料衡算方法核定也会遇到种种问题。

企业申报的排污量应是企业排放污染物的真

实反映,对其核定是一项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

作,要考虑排污单位的生产规模、工艺水平、治污水

平,结合生产现状、监测数据和环境管理现状,参考

相关技术资料才能得到科学准确的数据。目前从

事此项工作的环境监察队伍, 一般只有几人到十几

人,而面对的排污单位却有几百家乃至上千家,即

使按每季度核定一次,所有监察人员把其他监察任

务弃置一边,也不可能完成排污量的核定工作。因

此,排污量的核定, 无论是在技术还是从人力资源

上,都还存在许多问题。而将排污量的核定作为排

污收费的法定程序, 要求环保部门对排污情况逐家

核定,实际上环保部门承担了企业应该承担的责

任,减轻甚至免除了排污单位对排污申报真实性应

该负的法律责任, 不但混淆了责任主体, 而且让基

层环保部门承担了不能承担之重。

排污量核定程序的运作是政府环保部门职能

的错位。政府职能应该是对被管理对象的行为进

行监督管理,而不是包办代替。具体在排污申报工

作中,环保部门的职责是对排污单位排污量的真实

性进行监督,以法律的威慑力, 辅之以技术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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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用去离子水洗净并于烘箱 105 % 烘干的蘑

菇、木耳等菌类样品研成粉末, 称取 0. 500 0 g于

50mL高型烧杯中,加浓硝酸 5. 0mL,盖上表面皿,

低温加热至消解完全,再蒸至近干 (约 1mL) ,冷却

至室温,移入 50mL容量瓶中定容, 同时做空白试

验。自动进样器依次自动吸取空白或样品溶液

20. 0 L、2 g /L钯溶液和 5 g /L抗坏血酸溶液各

10 L,按表 1中条件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 1! 酸与酸度

硝酸与盐酸均适用于石墨炉原子吸收法的测

定。考虑到溶样, 该试验选用硝酸,又考虑到酸对

石墨管使用寿命有直接影响,选择所有测定溶液酸

度为 1. 0%。

2. 2! 干扰及消除
菌类样品基体复杂,对镉和铅的测定均有不同

程度的干扰。该试验采用了可校正高背景干扰的

塞曼效应,消除原子化气相干扰的最大功率升温,

以及能使镉和铅的灰化温度分别从 300 % 和
500 % 提高到 700 % 和 850 % 的钯基体改进剂,有

利于尽可能多地排除基体干扰。加入抗坏血酸溶

液可改善镉的灵敏度, 而对铅无影响
[ 6]
。该试验

选择 2 g /L钯溶液和 5 g /L抗坏血酸溶液各加入

10 L,取得了消除干扰同时提高测定灵敏度的

效果。

2. 3! 校准曲线
由自动进样器将镉和铅混合标准使用液自动

配制成标准系列, 镉为 0. 50 g /L、1. 00 g /L、

1. 50 g /L、2. 00 g /L、 2. 50 g /L, 铅 为

10. 0 g /L、20. 0 g /L、30. 0 g /L、40. 0 g /L、

50. 0 g /L,在此浓度范围工作曲线呈良好线性

关系。

2. 4! 检出限
连续测定试剂空白溶液 11次,以 3倍标准差

测得 的 检 出 限 镉 为 5. 0 & 10
- 13

g, 铅 为

4. 0 & 10- 12
g。

2. 5! 精密度与加标回收率
应用 该 方 法 测 得 蘑 菇 样 品 中 镉 为

0. 036 mg /kg, 铅为 0. 15 mg /kg; 木耳样品中镉为

0. 078 mg /kg, 铅为 0. 64 mg /kg。连续测定样品溶

液 6次, 相对标准偏差在 2. 8% ~ 7. 1%之间。加

入样品溶液中的标准量镉为 0. 050 mg /kg, 铅为

0. 50 mg /kg,测得的回收率镉为 92. 0% ~ 104% ,

铅为 89. 3% ~ 95. 0% ,结果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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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来督促排污单位如实申报,确保排污申报的真

实性。

企业对排污申报的真实性负责, 现有的法律已

作出了规范,故在排污费征收程序中, 不应增加排

污量核定这一环节,而应以企业排污申报作为依据

直接征收排污费,同时,政府部门应加强对排污申

报真实性的管理和执法力度。建立对企业排污申

报的稽查制度,有计划地对排污单位的排污申报开

展稽查工作,对没有如实申报的排污单位根据不同

情况作出处理, 以严格的执法来保证全面、足额征

收排污费。另外也可以考虑建立第三方代理制度,

由类似会计事务所的方式, 受排污单位的委托,对

实际排污量进行核算。

政府部门如何以简单的但行之有效的行政手

段来达到管理的目的,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科学。

以繁杂、不切实际的方法来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

越俎代庖, 看似全面周到,实则事倍功半,甚至适得

其反。

本栏目责任编辑 ! 李文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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