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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喊出“我是环境守法者”意味着什么？
环境保护部日前组织召开

部分垃圾焚烧发电企业“装、
树、联”座谈会，希望企业率先
向社会大声喊出“我是环境守
法者”。喊出“我是环境守法
者”，对企业有什么好处？企业
应该怎么做？如何推动这项工
作的开展？针对这些问题，本
报约请业内人士展开讨论，希
望引发读者借鉴和思考。

编者按

不是荣誉牌
而是责任状

在还有不少企业环境意识薄
弱、一些企业甚至无视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的当下，能率先向社会喊
出“我是环境守法者”的企业，在
扛起环保社会责任的同时，将会
起到带个好头的作用。这种喊出
自信的行为，必将在社会上产生积
极的效应。

一是自律效应。
“我是环境守法者”，一块牌

子，一句口号，企业表明了身份，
做出了承诺，写下了保证。这不
是荣誉牌，而是责任状；对企业内
部员工既是动员令，又是告诫书；
对企业本身既是法律要求，又是
文化追求。它在企业生产管理活
动中，能起到目标一致的指向作用
和自我约束作用。喊出“我是环境
守法者”是向社会做出守法保证、
立起信誉标杆，企业定当珍惜信
誉，洁身自爱。

二是他律效应。
从社会责任角度来说，企业

应当在环境管理过程中，更加注
意保护资源，从源头上减少废弃
物，在生产过程中注重循环利用，
在末端环节减少排放量。企业喊
出“我是 环 境 守 法 者 ”，是 以 开
放的胸襟、自信的姿态，号召并
接 受 全 社 会 对 企 业 绿 色生产
和环境守法情况进行监督，借助
外力对内部生产经营行为进行约
束。当前，“邻避”关系越来越敏
感，企业如果不从根本上自觉主动
地管控好水、声、气、固体废物等
方面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一
旦出现“邻避”冲突，企业必定信誉
受损。

三是示范效应。
企 业 对 环 境 保 护 的 责 任 担

当，不仅限于自身做好，更要做出
表率。通过公开信息，一方面有
助于确保公众对企业环境管理的
知情权，增强周边群众的安全感；
另一方面有助于以实际行动纠正

“别人不遵守而我遵守就是吃亏”
的思维模式，带动周边企业争相
加入环境守法队伍，以点带面，推动
形成“人人都是环境守法者”的良
好社会氛围。

四是教育效应。
“我是环境守法者”是一个企

业的价值观，具有企业文化属性，
通过潜移默化的效应，有助于培养
职工养成节约资源、循环利用、减
少废弃物的绿色生活习惯。在企
业外部设公示牌、喊出口号，蕴涵
着以自身示范带动他人的教育力
量。它不仅向社会明示企业是个
环境守法者，公众也会从中得到启
示，潜意识里会种下“我是环境守
法者”的种子。待这粒种子生根
发芽，定将成长为绿荫一片。

◆周彦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环保局）

公开信息是企业守法的“催化剂”

◆邹晔
（浙江省开化县环保局）

喊出口号，蕴涵着以

自身示范带动他人的教育

力量。它不仅向社会明示

企业是个环境守法者，公众

也会从中得到启示，潜意识

里会植下“我是环境守法者”

的种子。

企业喊出“我是环境守法者”，有助于提高公

众监督企业的积极性，同时也能促进企业规范自

己的环境行为。

企业要有严格守法的底气

一个企业敢向社会大声喊出“我是环境守法者”，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还要有

严格遵守环境法律法规的底气，这种底气就是守法。

◆史春
（安徽省阜阳市环保局）

一个企业敢向社会大声喊
出“我是环境守法者”，需要的
不仅是勇气，还要有严格遵守
环境法律法规的底气，这种底
气就是守法。此举抓住了当前
企业环境管理的关键环节，牵
住了“牛鼻子”，有利于落实企
业环境治理主体责任，树立环保
良好形象，增进群众的信任感。
同时，还可以充分发挥政府、部门
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

守法是企业的底线，企业
违法就是撞红线。笔者认为，
如果企业要大声喊“我是环境
守法者”，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企业生产程序要合
法。即企业在开工前、建设中
和正常生产过程中的环保各项
手续是合法的、完整的。这一
项企业自检起来比较容易。如
果一个项目开工了，就要问项
目是否找具有相应环境影响评

价资质的机构编制环评、是否
获得了批准；企业正式生产以
后，要问是否通过了环保竣工
验收；验收以后，就要问是否做
到了持证排污等。企业在自检
时，如发现上述环保手续有缺
项、漏项，就说明企业已经违反
了相应的环境法律法规。

其次，企业信息要向社会
公开。过去，出于种种原因，一
些企业不愿向社会公开信息。
现 在 ，按 照 相 关 环 境 法 律 规

定，企业信息不向社会公开就
违法了。在实际工作中，企业
信息公开的方式有多种，比如
可以 在企业网站公开，或在 当
地 环 保 部 门 网 站 以 及 政 府
网站公开，也可以在厂区门口
设置电子显示屏。总之，企业
的信息一定要公开、一定要真
实 、一 定 要 让 大 家 看 得 见，以
便接受政府、部门和 社 会 各 界
的监督。

第三，企业要主动接受监

督。企业要主动邀请政府、部
门、媒体和社会各界到企业检
查或调研。企业要欢迎社会公
众去监督检查，也可组织学生
学 习 参 观 ，甚 至 开 展 工 业 旅
游。总之，要做到不管是在网
上、到实地或在任何时间，企业
都要接受监督检查。拒绝检查
则是违法的表现。此外，企业
也可以定期邀请第三方进行监
督，并对自身存在的环境问题
进行系统整治。

要有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勇气

企业应积极加强与周边群众的沟通，邀请群众进厂座谈，开放污染治理设

施，让群众了解企业污染防治及环保工作情况，融洽厂群关系，化解“邻避效应”。

◆刘贤春
（安徽省肥西县环保局）

环境保护部希望企业大声
向社会喊出“我是环境守法者”，
旨在强化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
作，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以增强
企业的环境守法意识、底气和自
信。笔者认为，企业要从以下
方面发力。

一是要有强烈的企业环境
信息公开法治意识。企业公开
环境信息是依法行 事 ，企 业 及
其法人要认真 学 习 相 关 环 境
法 律 法 规 ，明确企业环境信息公
开的内涵、内容和类别，搞清楚哪些
必须公开、哪些需要公开、哪些可以
公开，并把信息公开纳入企业生
产经营重要日程，一道部署安
排、督促检查、总结奖惩。

二是要有高度的企业环境
守法自觉。企业环境信息公开
目的在于增强企业污染防治及
环保工作责任，自觉自愿地做
好企业环保工作。因此，企业

要加强企业员工的环境教育与
培训，激发全员环保自觉行为；
加大资金投入，确保污染物达
标排放；自觉接受地方政府及
有关管理部门监督管理，对存
在的问题及时整改到位，并将
企 业 排 污 、监 测 数 据 、污 染 治
理、设施运行等情况，及时、主
动地向社会公开。

三是要有主动接受社会监
督的勇气。积极加强与周边群
众的沟通，邀请群众进厂座谈，

让群众了解企业污染防治及环
保工作情况，融洽厂群关系，化
解“邻避效应”；主动邀请地方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环保志愿者等人士
到工厂调研，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
善听媒体“逆耳之言”，让企业环
境治理及环保工作在公众面前

“一览无遗”。
四是要精心搭建企业环境

信息公开平台。积极响应环境
保护部“装、树、联”举措，在工
厂内外的明显位置设置电子显

示屏或公示牌，主动把污染治
理设施与地方环保部门监控设
备联网，畅通内外网并适时上
传企业环境信息；利用媒体公
开 企 业 环 境 信 息 ，积 极 开 辟
信 息 公 开 新 渠 道 ，将 企 业 环
境 信 息 及 时 、准 确 地 传 递 给
公 众 。 同 时 ，政府有关管理部
门也应把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
作纳入监管视野，让企业更有
展现“我是环境守法者”自信守
法颜值。

传递的是责任担当的信号

做环境守法者，不单单是顺应时势，还成了自我提升的武器。“我是环境守法

者”，传递的是一种责任担当的信号，背后是企业做到环境守法之后的镇定与

自信。

◆睢晓康
（河南省安阳市环保局）

“我是环境守法者”这句话
本身是中性的，没有褒贬的意
思。按说企业本来就应该守法
经营，但长期以来，在环保层面
以身试法的企业屡见不鲜。其
根源在于守法成本高，部分企
业就想法投机取巧，导致环保
诚信受挫。一旦失去诚信，注
定企业长远发展会受到限制。

现在，企业要把“我是环境
守法者”这句很中性的话作为
宣誓词喊出来，还 是 让 人 耳 目
一 新 。 做 环 境 守 法 者 ，不 能
仅 仅 靠 喊 ，但 既 然 能喊出来，
就为企业环境违法设置了一道
坎。事实上，和个人一样，企业
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去做某一件
事，即使做出承诺，也未必能持
久。但如果企业喊出来是出于内
心的愿望，那么做环境守法者的
企业也是顺应了 时 势 。 自 从
新 环 保 法 实 施 后 ，环 保 督 察 、
环 境督查高举环保法利剑，所

向披靡，一大批环境违法企业
在时代的潮流中被淘汰出局已
是不争的事实。

“我是环境守法者”，应该
喊 得 理 直 气 壮 ，做 得 坦 坦 荡
荡。做环境守法企业是生态文
明视野下的一种价值观。环境
守法应该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底
线，整个过程的清洁生产应是
企业追求的目标。这就需要实
现绿色生产，加大减少污染排
放的研发投入，还要和周边群
众建立起信任关系。建立信任

关系需要一个过程，企业排放
什么污染物、排放多少，都要公
开公示。对一些概念性强的专
业术语，要尽量能说得浅显一
些，让周边群众明白，让群众做
到心里有数。和周边群众关系
和谐了，也就可以避免以讹传
讹式的恶性循环。

企业喊出“我是环境守法
者”，既要能经得起环境执法检
查 ，也 要 能 经 得 起 群 众 监 督 。
往大处说，是承担社会责任；往
小处说，不给自己添麻烦。一段

时期以来，一些企业要么污染处
理设施不全，要么不愿运行，更有
甚者，还拉拢环境执法人员，寻求
保护伞。这种在环保方面藏着掖
着、见不得光的做法，其实都很脆
弱。一旦东窗事发，不但会被严
厉处罚，甚至还有可能面临刑事
追责。这样看来，做环境守法
者，不单单是顺应时势，还成了
自我提升的武器。“我是环境守
法者”，传递的是一种责任担当
的信号，背后是企业做到环境
守法之后的镇定与自信。

企业敢于向社会大声喊出
“我是环境守法者”，无疑是一件
值得肯定的事情，这表明了企业
有社会责任担当的勇气。但如
何喊、怎么做，还有些问题需要
厘清。

首先，让企业喊出“我是环
境守法者”，不是特殊要求，而是
企业必须要向社会做出的庄重
承诺及生产经营活动应当坚持
的一条底线。

笔者以为，能够喊出“我是
环境守法者”，表明企业有一种
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和担
当。这比起那些不敢也不愿做
出类似承诺的企业而言，是一种
进步。这是企业给自身的生产
经营行为设定了一条必须遵循
的下限、底线。

“环境守法”既不是什么高
不可 攀 的 特 殊 要 求 ，也 不 是 给

企 业 增 加 了 额 外 的 负 担 。 对
任 何 一 家 企 业来说，能够守法
只是及格水平，及格上面还有继
续提升和努力的空间。因此，在

“环境守法”问题上，企业要有
“只有更好、没有最好”的境界和
追求，始终以更高的标准和更严
的要求来约束自己，使“环境守
法”建立在更高的起点之上。

其次，“环境守法者”的形象
不仅要喊出来，还要做好扎扎实
实的工作。对任何一个企业而
言，人们对其环境守法行为的评
价，不仅要听其言，更重要的是
观其行。因此，敢于喊出“我是
环境守法者”，还只是第一步，重
要的是让行动说话。

总之，在鼓 励 和 倡 导 企 业
向 社 会 大 声 喊 出“我是环境守
法者”口号的同时，更要注意引
导企业把口号落实在行动中，真
正以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的良好
作风，树立起环境守法者的良好
形象。

成为环境守法者只是第一步

◆王争亚
（河南省环保厅）

企业是污染治理的责任主
体，向社会公众公开自己环境
行为、工业污染防治措施等内
容 ，是 企 业 应 该 履 行 的 一项
职责。但长期以来，很少有企
业会主动、实时、完整地把污染
物排放信息内容向公众公布。
即使有些企业在门口设立显示
屏公布相关数据，实际效果也
不佳。

笔者以为，企业喊出“我是
环境守法者”，有助于提高公众
监督企业的积极性，同时也能
促 进 企业规范自己的环境行
为。可以说，企业公开环境信息
是企业成为环境守法者的“催化
剂”。要真正体现出这一效果，
还需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规范信息发布渠道。
要消除大众对数据准确性的疑
虑，就得在信息发布的渠道上
下功夫。当地环保部门要对所
要公布的企业信息建立统一的
发布平台，制定统一的发布标
准，同步发布相关数据，并对数
据真实性、有效性等内容进行
管理和审核，阻断企业伪造数
据的途径，确保信息发布渠道

和内容的公正、公开。
二是完善信息发布内容。信

息公开要从让大众看得懂、能理
解的角度出发，除了公布实时的
污染因子排放等内容外，还要对
污染因子的标准范围、对环境的
影响程度以及当前防治污染设施
运行情况等内容进行实时公布。
让公众除了了解当前企业的环境
行为信息外，还能明白这些行为
的真正含义。

三要配套科学的信息公开激
励机制。相关的环境监管部门要
对信息公开的企业制定科学的激
励政策，建立环境信息公开的奖惩
办法，如自愿发布相关信息，可以
提高银行贷款信用度，提供更多的
政策和技术支持；对于存在影响信息
发布真实性的违法行为，也应根据办
法进行处罚，让企业业主从信息公
开工作中得到真正的实惠。

四是积极宣传信息发布的典
型事件。要在全社会中营造信息
公开的良好氛围，把做得较好的
信息公开企业案例和信息公开后
所取得的成效通过宣传渠道进行
推广。这样不但可以引导其他企
业也积极做好这项工作，也可以
增加社会大众的信服度，激发更
多的人主动参与到企业排污监督
和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SO2： XXX

NOx： XXX

CO： XXX

做出承诺是企业发展的根本所在

企业向社会大声喊出“我是环境守法者”，既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因应之道，也

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所在。

◆周长军
（江苏省射阳县环保局）

我国有关环境法律法规都
明确规定了所有企事业单位在
生产经营过程中应当防止、减
少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
的损害要依法承担责任。但在
现 实 生 活 中 ，谈 起 环 保 责 任 ，

“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的
现象仍然存在。为了改变这种

“重生产、轻环保”的观念，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我国对《环境保
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
律法规进行了修订，真正下决
心要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
态 环 境 建 设 好 。 在 此 大 背 景
下，企业向社会大声喊出“我是
环境守法者”，既是企业承担社
会责任的因应之道，也是企业
生存发展的根本所在。

其实，让企业承诺“我是环
境守法者”、切实承担社会责任

由来已久。在 1999 年 1 月达沃
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时任
联 合 国 秘 书 长 安 南 就 提 出 了

“全球契约”计划，并于 2000 年
7 月 在 联 合 国 总 部 正 式 启 动 。

“全球契约”计划号召各公司应
遵守在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方
面的 10项基本原则。其中在环
境保护方面，就规定了企业应
对环境问题要做到未雨绸缪、

主动承担环保责任、鼓励推进
无害环境技术的开发等内容。

企业要自觉履行环境保护
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不让向
社会做出的承诺变成口号、变
成形式，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企业在正常生产中，
要优先使用清洁能源，采用资源
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工
艺和设备，不得生产使用国家明

令禁止生产使用的产品。
二是对产生的污染物，应

通过有效方式进行治理，并按照
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要求进行排
放，以减轻对环境的危害。

三是企业应当建立环境保
护责任制度，正确安装、使用在
线 监 控 设 备 ，公示自身环境信
息，主动接受环境管理部门现场
检查，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喊出“我是环境守法者”，不是特殊要求，而是

企业必须要向社会做出的庄重承诺及生产经营活

动应当坚持的一条底线。

和手机上查到的企

业环境信息一样。

企业已经做出

“ 我 是 环 境 守 法

者”的承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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