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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地市未公布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专家吁以公开遏制数据造假 

 
2016年 11月 23日 | 澎湃新闻 

 

今年 1 月 1 日起，新修订的大气污染法开始实施，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必须依法公开大气污染物排放信息。重点排污

单位名录由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政府环保主管部门根据本行政区域环境情况，商有关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然而，至今还有将近一半的地市，连重点排污单位名录都没有公布，名录上能做到信息公开的企业更是凤毛麟角。”

参加桂林 2016年度“十如论坛”期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

时谈及此事，难掩失望。 

马军认为，企业排污信息公开是环保工作中特别关键的“基础设施”，“如果前期这么关键的工作不去做，实际后面

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缺憾。”  

 

作为公益环境研究机构，IPE 自 2006 年 6 月成立起，致力于收集、整理和分析政府和企业公开的环境信息，搭建起

环境信息数据库和污染地图网站、蔚蓝地图 APP 两个应用平台，此后开展的绿色采购、绿色金融等多个企业环境责

任监督项目，都基于政府和企业公开的排污监测数据。 

 

从 2006年花一年时间才汇总到 2500条企业超标排放数据，到如今的一年超过 29万条，马军见证了中国环境信息公

开的“飞跃”。他经常提到 2004年 1月 1日起实施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因为它，中

国“领先全球”实现了重点企业监测数据实时公开。 

 

马军认为，其成功的奥秘就在于，规定企业必须在省级或地市级环保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建立的公布平台上公开自行监

测信息。除非如此，“这些数据无法汇总比较，无法真正分析使用，就很难产生效果。” 

 

马军称，环保工作“党政同责”的高压，如今无形间已成“双刃剑”，有的地方因此迟迟不愿把污染源问题企业列入

重点名单，有的地方还出现了监测数据造假等丑闻。 

 

“其实地方政府只要想通了就有动力，用公开和社会参与来协助克服挑战，信息越公开也越能遏制数据质量低下或造

假。”马军举例称，山东将数据平台开发运营交给第三方，明确政府监管者角色，控制数据质量。假如第三方服务公

司违背承诺数据造假，一经发现便失去该省的准入资格。 

 

马军还指出，这也要求更高层级自上而下提出较为一致的要求，“不能让做得好的反而吃亏。” 

 

马军将新大气污染法有关信息公开的规定视为“历史性机遇”，期待最终能实现“每一个烟囱都公开”的效果。他还

提到，希望尽快将有毒污染物排放信息在统一平台进行公开，弥补现行制度中的重大缺失。 

 

用“绿色供应链”重建商业规则 

 

从 2014 年起，IPE 连续三年推出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指数报告，评价品牌绿色供应链表现。上月底最新的年度报告显

示，苹果公司连续三年排名第一，今年还成为首个突破 80分大关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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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进入评价范围的 198个品牌中，仍有 67 个品牌在“公众问责”一项得分为 0，对于供应链环境违规问

题至今没有回应。 

 

此前在绿色供应链方面，该组织发起的最知名“战役”，便是 2010 年至 2012 年揭露“毒苹果”运动，不仅改变了

苹果长期以来对供应商名单保密的政策，更促使它变身为企业界供应商监管的“急先锋”和“领头羊”。 

 

“很多企业和我们从不打不相识，形成良好互动关系，最后产生很好的推动作用。”马军举例称，苹果推动了 100

多家供应商进行环境整改，对于有的历史遗留问题如湖泊河流沉积的重金属，也投入巨资清理。难得的是，有些供应

商不只给苹果供货、甚至给别的企业供货更多。 

 

近期，一家大型印染厂在 IPE 督促下，花费 2 亿元整改废水排放问题。令马军印象深刻的是，该工厂负责人告诉他，

从开始的抵触，到后来一家家品牌告诉他“再不整改就取消订单”，他高兴地说，“终于等到这一天规则变了，我先

投入就赢得了先机。”由此，上千万吨纺织废水从超标变为达标。 

 

“我们没什么秘诀，就是重新和企业、政府一起重构一个新的商业规则。”马军介绍，今年 6月，中国房地产行业合

力发起“绿色供应链行动”，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负责官员评价为“全球首例”。加入的房地产企业将使用 IPE 的

数据库监督管理钢铁及水泥供应商，目前正在梳理一份供应商“白名单”，预计在明年 1月初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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