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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对各地区交易规模及情况进行考核。

5.4  统一交易对象

水污染权交易对象可以分为主体和客体，主体一般

是指参与交易的企业，客体主要是排污指标。统一水污

染权交易对象可以增加交易量，扩大规模。从现有实施

情况来看，各地对于参与排污权有偿使用的企业划分不

一，例如江阴和湖州地区新老企业都需进行排污权有偿

使用，而在浙江嘉兴市只对新企业征收排污权有偿使用

费。由于水环境容量的短缺，凡是需要排污的企业都应

进行水污染权有偿使用。

而在交易客体方面，各地对于污染物指标划分也不

同，例如湖州市将总磷、总氮、COD 均纳入排污指标，

而嘉兴市只对 COD 和二氧化硫进行排污权征收。由于

太湖流域污染源中涵盖总磷及总氮，同时也是总量控制

的指标，因此应将总磷和总氮纳入水污染权交易的对象，

同时为了保证交易规模，对不同污染物实现统一污染当

量换算，如 COD 与总氮、总磷之间通过流域制定技术标

准，实现换算。

5.5  统一管理机制

排污权交易制度通过发挥市场机制，实现非市场的

商品——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将非市场化商品实

现市场运行，急需管理部门在产权界定、初始分配、信

息披露等方面提供公共服务。首先，相关流域管理部门

应当统一储备各地排污权，而地方政府必须基于流域的

总量指标开展排污指标的初始分配及发放。其次，在进

行水污染权二级市场交易的过程中，流域管理部门应当

充分发挥地区间协调作用，各地区管理部门应起到监管

市场和引导企业的作用（图 1）。目前，关于企业排污

等信息及数据库的建设、二级市场交易平台建设等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仍不完善，亟待相关管理部门的投入

与建设。同时，在一级初始分配上应加大第三方核查，

二级交易市场上依托供需机制，确保市场机制的运行 
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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