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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model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andards, the emission permit system has gradually been widely implemented in many field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the core way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to 
combine the emission permit system and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ans. 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work in China,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o be solved, which hinder the widespread promotion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lutant 
discharge permit system.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discharge permit system. From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ischarge 
permit data to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it deeply discusses the core position of this system in the optim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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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和环境保护标准的提升，排放许可制度已逐步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实施。在执行环
境影响评估（环评）的过程中，将排污许可制度与环境评估手段结合起来，是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的核心途径。在当前
我国的环境评估工作中，仍有一些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妨碍了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广泛推广和有效执行。本项研究围绕
排污许可制度展开，从排污许可数据的收集、分析到其在实际中的应用，深度探讨了这一制度在环境评估方法优化中的核
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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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过去几年里，排污许可制度的推行为环境评估手段

的进一步优化提供了新颖的观点和数据基础。本项研究深入

研究如何优化基于排污许可数据的环境评价方法，希望进一

步推动两者的融合，为我国的环境管理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和技术指导。

2 基于排污许可制度的环评方法优化

2.1 排污许可数据的应用与整合
如何高效地搜集这些排污许可的相关信息已经变成了

环境评估优化的核心前提。观察当前我国环境评估工作的实

际情况，大部分项目都是通过排污许可交易的方式来进行环

境管理和提供相关服务。虽然排污许可制度为环境评估提供

了大量的数据支撑，但这些建议所依赖的数据来源却是五花

八门，并伴随着一些特定的挑战。根据现有的排污许可证信

息，环保部门提供了相当大的部分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是由

环境保护部门的监控平台、各个企业的排放记录以及污染物

的检测数据等提供。鉴于这些数据源各自拥有独特的属性和

优点，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高效的整合，以构建一个统一的

环境信息数据库。虽然这些建议的数据来源繁多，但它们同

样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在进行环境影响评

估的过程中，有必要定期收集环境相关信息，并将其储存于

数据库之中。如果环境评估的数据不能得到及时的更新，那

么这些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都有可能遭受不利影响。

2.2 基于排污许可的污染物排放量核算优化
鉴于环境管理机构经常需要从众多的污染源数据中筛

选出对环境管理有益的信息，因此，建立一个精确且高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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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总量评估系统变得尤为重要。在传统的环境评估手段

里，污染物排放量的计算通常是基于企业自行报告的数据、

随机抽样的监测数据或者预测模型的估算，然而，这些数据

常常面临着不确定性或者代表性不够充分的问题。伴随着排

污许可证管理制度的实施，环境保护部门开始使用与排污许

可管理相关的数据作为基准，进行排放总量的估算。鉴于数

据可能是不全面的或已经不再适用，这些传统方式可能会使

排放量的计算出现误差，进而对环境评估的准确度和实用性

带来负面效果。因此，在我国，绝大部分的环境评估工作都

是基于“总量控制”的策略来达到环境目标，这导致实际的

污染排放量往往与实际情况不完全吻合，进而可能产生较大

的偏差 [1]。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采用排污许可制度所提供的

数据来更精确地核算排放量，已逐渐成为提升环境评估精度

的核心策略。排污企业溯源监管平台页面如图 1 所示。

2.3 基于排污许可的环境承载力分析优化
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环评）的过程中，环境承载力

的分析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其核心目的在于确定一个

特定区域或生态系统在不超过其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能

够接受的污染物排放量。对环境承载能力的深度研究为政策

制定者和环境管理者提供了关于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珍贵资

料，这将帮助他们明确适宜的污染物排放准则和限制措施，

进而减少对环境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

在传统的环境承载力分析方法中，大部分都是基于环境质量

的实时监测数据和历史排放记录来进行的，这样做是为了评

估一个地区在面对污染物排放时能够维持的生态平衡和环

境状态。在最近的几年中，各种创新的环境承载能力评估技

术纷纷涌现。更明确地讲，这些技术是通过计算特定区域内

污染物在环境中达到特定浓度的峰值，进而确定该区域污染

物的排放上限。为了更精确地描述污染物在各种环境介质中

的浓度分布，我们通常需要依赖大量的环境监测数据，并利

用污染物扩散模型来预测污染物在不同环境介质中的迁移

和转换行为。现在，为了评估一个地区的环境承载力，已经

提出了多种基于监测数据分析的环境污染评估技术。虽然这

些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信息，但由

于监测数据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均匀分布，以及数据收集的

稀疏性，传统的方法很难完整且精确地展示污染物在真实环

境中的分布和作用 [2]。在最近的几年中，随着大数据分析技

术的不断进步，将其用于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研

究领域的新焦点。尤其在那些缺乏足够数据或历史记录无法

全面反映当前排放状况的地区，环境承载力的分析精度可能

会受到显著的限制。

2.4 基于排污许可的区域环境质量预测优化
当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于区域环境质量的预

测技术，主流的研究方法都是基于实际经验数据和统计分

析。在传统的环境质量预测技术中，评价方法主要是基于以

往的监测数据和传统的污染扩散模型来进行。随着计算机科

技的不断进步和相关领域理论研究的持续深化，一系列基于

计算机模拟技术的数值计算手段已在区域环境质量预测方

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这些建议的策略常常伴随着相

当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建议并不能精确地描绘特定区域内污

染物的扩散和环境响应。传统上，区域环境质量的预测主要

依赖于污染物的扩散模型，该模型通过模拟污染物在空气、

水或土壤中的传播路径和浓度的变化，来预测污染物对环境

可能造成的影响。伴随着计算机科技的不断进步，已经基于

计算机模拟技术构建了多种环境影响评估模型，包括但不限

于一维水质模型、二维水动力弥散方程以及三维非恒定流的

数学模型。然而，这种类型的模型经常遭遇到模型假设过于

简化和输入数据不完整的挑战，这些问题综合起来使得预测

的准确性相对较差。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了一种在排

污许可证管理框架内进行区域环境质量预测的方法。通过整

合排污许可的相关数据，我们有能力显著提高预测模型的精

确度。此外，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等尖端技术手段，

对区域环境质量的预测也展现出了创新的实践价值。GIS 技

术能够融合排污许可的相关数据与地理空间的信息，进而清

图 1 排污企业溯源监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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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地展示污染源在地理上的分布模式、污染物如何传播以及

环境质量如何变化。采用这项技术所构建的区域环境容量模

型，在环境影响评估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利用 GIS 技术

平台，环境评估专家可以对污染源的作用范围进行更加深入

的分析，从而为环境治理决策提供更加科学的参考依据。

3 排污许可制度对环评技术方法的支撑作用

3.1 数据支持与信息共享
环境评估被认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境管理工具，其

核心目标是评估项目可能对环境造成的潜在影响，并为政策

决策者提供科学的依据。现阶段，环境影响评估已经变成了

政府管理机构在控制污染排放方面的一种有效方法。然而，

传统的环境评估手段经常面临数据收集困难、数据质量不高

以及信息不对称等一系列挑战，这些因素都使得评估结果充

满了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情境中，一个基于排污许可证制度

的环境影响评估应时而生 [3]。排污许可制度的实施，为环境

评估提供了一套丰富而系统的数据支持。通过执行排污许可

制度，环保部门能够获取污染源的排放量、排放浓度、污染

物处理方法等关键信息，这些数据为环境评估提供了更为客

观、全面的基础。在进行环境评估时，对排污许可的数据进

行整合显得尤为关键。在进行环境评估时，所收集的数据通

常包括环境监测数据、污染源数据以及区域环境质量数据等

多个维度，而排污许可数据则为我们提供了更加精确和全面

的污染源排放数据。为了在环境评估过程中确保排污许可数

据的准确性，最关键的步骤是融合各种不同的数据格式。信

息共享与合作操作构成了提升环境评估效能与质量的关键

组成部分。经过对环境评估工作流程的详细分析，我们认为

信息共享是达到环保目标的关键途径，并从理论角度深入探

讨了其重要性。在传统的环境评估方法中，由于数据来源的

多样性和信息孤岛现象，环境评估的专家往往难以全面且实

时地获得所有必要的环境信息。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实现信息的共享已经变得至关重要。排污许可制度为信息共

享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技术基础。

3.2 动态化与时效性管理
传统的环境评估手段往往是基于静态数据来进行的，

这些建议的数据大部分都是基于项目开始前的环境研究和

预先确定的排放准则。鉴于环保标准日益严格，企业必须在

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新工艺或设备的投产等任务，因此环境评

估报告中的排放数据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以满足生产发

展的需求。然而，随着该项目的进一步推进，环境污染和排

放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目前的环境评估数据可能无法

真实地反映出实际情况。为了能够迅速应对新出现的问题和

挑战，有必要构建一个能够有效满足环境保护管理需求和环

境影响评估工作要求的动态污染源监测系统。通过对污染物

排放的动态监测，排污许可制度确保了环境评估的数据能

与实际情况实时同步更新，从而增强了环境评估的时效性。

通过对排污许可的实时更新，环境评估专家能够迅速地调整

区域环境质量的预测模型，尤其是在考虑到污染物扩散和沉

降等多个因素的情况下。鉴于企业排放的污染物数量持续波

动，目前的环境质量预估可能需要作出相应的修正。通过对

排污许可数据的实时更新，环境评估专家有能力更准确地预

见未来环境质量的演变方向。

3.3 完善排污许可数据平台与信息共享机制
对排污许可数据进行高效的管理和整合，是环境评估

方法优化的关键所在。本研究从排污许可证的数据管理视角

开始，深入探索了排污许可数据库建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

题，并给出了针对性的建议。目前，关于排污许可的信息来

源相当广泛，包括了环境保护机构、地方政府和企业等多个

渠道。各个部门都对来自不同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进行了详

细的分类和统计，并把这些分类的数据保存在了数据库里。

在诸如数据格式、数据质量以及数据更新频次等多个维度

上，明显存在不一致性，这为环境评估专家在运用这些数据

时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同时，由于各个部门间信息共享机

制的缺失，导致无法准确评估和预警不同类型污染物的排放

情况和污染程度，这影响了环境保护目标的顺利完成。因此，

建立一个统一的排污许可数据管理系统，已经成为解决这个

问题的关键所在。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排污许可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信息技术

的飞速进步，预计基于排污许可的环境评估方法将在更多的

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这将为推动绿色发展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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