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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7年 9月 1日，载有按日计罚规定的《重庆环境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是中国第一部规定按日计罚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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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24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环保法，其中损
害担责原则、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的区域协调防治
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一系列立法亮点给政
府和普通民众带来了新的期待，其中最引人瞩目
的“杀手锏”则是按日计罚制度的出台。此前，
重庆市 2007 年即开始了按日计罚制度的探索，
①其经验显示：按日计罚制度对于树立环境行政
权威和提高环境违法者的违法成本有着显著的作
用。2014 年新修环保法规定了按日计罚制度，将
其从环境地方性法规上升至环境基本法律，扩大
了该制度的适用范围。[1] 但是，按日计罚制度果
真能承受新环保法对其进行的功能设定？殊值疑
问，这是因为该制度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其实施效
果存在局限性。本文将从按日计罚的制度结构分
析入手，探讨其欲实现预定功能应当具备的制度
品格，检视现行立法是否符合其要求，进而形成
其存在三点不足的认识，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
的方法。

一、新环保法中按日计罚制度的结构分析

环境执法领域中的按日计罚制度的规制对象
是长达数日、数月、或者多次重复实施同一违法
排污行为 [2]，持续性是生产经营主体存在前后连
续的违法排污行为，往往表现为行为人先行行为
被认定违法后，继续进行排放的违法行为。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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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处罚目的，在于通过提高违
法成本从而惩罚和纠正环境违法行为，这一制度
不仅被纳入新环保法，而且环保部的部门规章《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以下
简称《处罚办法》对其适用范围、实施程序、计
罚方式等进行了明确。根据新环保法第五十九条
第一款之规定，按日计罚制度的前提是：（1）行
为人违反环保法律制度，受到行政执法部门给予

“行政罚款”处罚；（2）在处以罚款同时也被“责
令停止”；（3）行为人拒不改正，包括环境执
法部门发现未改正，或者阻挠、抗拒检查的情形。
如符合此三个条件，则随后的计罚行为模式由三
部分构成：（1）时间起算点为自责令改正的次
日开始计算；（2）计算基数是原处罚数额，也
就上述第一个条件中的数额；（3）计算方式为
连续计算，不考虑中途的例外情形。

以责令改正为时间界点可将违法行为分两
段：原违法行为、继续违法行为，按日计罚是对
后者的法律评价。继续违法行为的可责性来源可
能有二：（1）对“责令停止”命令的无视，挑
战了国家的环境行政秩序；（2）继续排放行为
本身即是新的违法行为，应当进行再次处罚，只
不过从行政效率考虑而沿用了原处罚额度。这也
意味着按日计罚制度存在双重客体，笔者认为：
我国新环保法的按日计罚制度依循的是前者，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