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

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水利（水务）厅（局），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水利局，各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

理局，各流域管理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

的实施意见》（国办函〔2022〕17 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全面

推进入河入海排污口（以下简称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整治及监

督管理各项任务，有效管控入河入海污染物排放，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深刻认识加强排污口监督管理的重要意义

排污口是流域、海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节点。加强和规范排污口

监督管理，是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的有力抓手，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对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保护和建设

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具有重要作用。《实施意见》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后出台的第一个关于排污口监督管理的顶层设计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创

新举措，要求分批分类推进整治，简政放权优化服务。各地要充分认识

加强和规范排污口监督管理的重要性，深入理解《实施意见》精神实质，

准确把握工作要求，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统筹协调、综合施策，

持续改善水和海洋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

态环境需要。



二、制定出台贯彻落实《实施意见》方案

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要会同水利等相关部门，抓紧制定贯彻落实

《实施意见》工作方案，明确分阶段工作目标，确定排查监测溯源整治、

设置审批备案以及事中事后监管等重点任务时间表、路线图，细化分工，

压实责任，于 2023 年 2 月底前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并抄送生态

环境部。指导督促地市级人民政府于 2023 年 3 月底前，制定实施方案，

组织开展排污口排查、监测、溯源、整治及监管等各项工作。

三、分阶段推进排查整治工作

各省份要充分借鉴长江、黄河、渤海等排污口排查整治试点经验做

法，依据国家有关政策文件和技术规范，组织各地市按照“有口皆查、

应查尽查”要求，开展地毯式摸排，摸清本行政区域内排污口底数，建

立管理台账并动态更新。长江、黄河、渤海等试点地区，要在原有工作

范围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实现行政区域全覆盖。

排污口整治要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治理，以截污治污为重点，与城

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污水管网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能力提升等统筹安

排，解决污水管网混接、错接、漏接等难点、痛点问题。通过“依法取

缔一批、清理合并一批、规范整治一批”，实现排污口数量压减、布局

优化、设置规范。

各省份要于 2023 年底前，完成流域干流及重要支流（水体）、重

点湖泊、重点海湾排污口排查（清单见附件），完成 80%溯源和 30%整

治任务；2024 年底前，基本完成上述排污口溯源，完成 70%整治任务；

2025 年底前，全面完成《实施意见》要求的各项目标任务。



四、依法依规审批备案

各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各流域海域局）、

地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关于排污口设置的规定，明

确禁止设置、限制设置排污口的管控要求，做好职责范围内排污口设置

审批或备案，按规定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可能影响防洪、供水、堤防安

全和河势稳定的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应征求有管理权限的流域管理机

构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管道、排水等工

程设施的，建设单位应依法依规将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报流域管理机

构或水行政主管部门，履行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

批。

各流域海域局要细化明确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权限范围和具体边

界，与流域内相关省份协商一致后报生态环境部，经批准后及时更新办

事指南，并予以公开。上述范围外的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由属地省级

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确定本行政区域内分级审批权限，于 2023 年 2 月底

前完成并向社会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审批的建

设项目、存在市际争议的入河排污口设置，原则上由省级生态环境部门

负责审批。国家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规定出台后，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要

尽快明确入海排污口设置备案管理实施细则。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

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22〕2 号）要求，将入河排污口设置

审批纳入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依法依规实施行政许可，推行告知承诺、



集成服务、一网通办等改革措施，实现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

化，更好满足行政许可申请人办事需求。

五、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通过核发排污许可证等措施，

依法明确排污口责任主体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等要求。各地要充分发挥

河湖长制、水污染防治联防联控机制以及地方水污染防治相关工作机制

作用，统筹推进相关工作。要建立健全“市县自查—省级核查—流域海

域局抽查”的监管模式，市县要边干边查、定期自查，扎实推进各项任

务落地实施；省级采取跨部门联合、相互交叉、双随机等方式组织开展

现场核查，每年选取 2-3 个地市（直辖市选取 1-2 个区县）重点检查排

污口排查整治进展和设置审批备案情况；各流域海域局每年 12 月底前

制定下一年度监督管理计划，以规模以上工矿企业、工业及其他各类园

区污水处理厂、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等为重点，抽查排污口排放管控

要求落实情况、排查整治成效等，发现问题及时通报有关单位。

六、加快推进信息化建设

生态环境部依托现有生态环境信息平台，建设全国入河入海排污口

监督管理信息化平台，动态管理排污口排查整治、设置审批备案、日常

监督管理等信息，加强与排污许可、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等信息平台的数

据共享，实现互联互通。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各流域海域局每年 1 月底

前，通过信息化平台，向生态环境部报送上年度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情

况。各级生态环境、水利部门要加强信息资源共享，提升信息化管理水

平。



各地要及时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注重建立长效机制，不断提

高排污口监督管理效能。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反馈生

态环境部和水利部。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一）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

联系人：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练湘津

电话：（010）65645466

邮箱：ssswryc@mee.gov.cn

联系人：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廖四辉

电话：（010）63203784

邮箱：liaosh@mwr.gov.cn

（二）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

联系人：生态环境部海洋生态环境司倪健斌

电话：（010）65645531

邮箱：hysjgec@me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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