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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動態

良好生態環境是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內在要求，是增進民生福祉的優先領域。為

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決勝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提升生態文明，建設美麗

中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 下稱：中共中央 ) 和國務院提出關於《全面加強生態

環境保護   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

總體目標和基本原則
( 一 ) 總體目標

到2020年，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總

量大幅減少，環境風險得到有效管控，生態環境保護水

平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互相適應。

具體指標

● 全國細顆粒物 (PM2.5) 未達標地級及以上城市濃度比

2015年下降18％以上，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優良

天數比率達到80％以上。

● 全國地表水Ⅰ－Ⅲ類水體比例達到70％以上，劣 V 類

水體比例控制在5％以內。

● 近岸海域水質優良 ( 一、二類 ) 比例達到70％左右。

●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比2015年減少15％以上，

化學需氧量、氨氮排放量減少10％以上。

●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達到90％左右，污染地塊安全

利用率達到90％以上。

● 生態保護紅線面積佔比達到25％左右。

● 森林覆蓋率達到23.04％以上。

通過加快構建生態文明體系，確保到2035年節約資源和

保護生態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

方式總體形成，生態環境質量實現根本好轉，美麗中國

目標基本實現。到本世紀中葉，生態文明全面提升，實

現生態環境領域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 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國務院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

《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

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

■ 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在5月中於北京
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於會上提到，要自覺把經
濟社會發展同生態文明建設統籌起來，加
大力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解決生態環境
問題，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推動中
國生態文明建設邁上新台階。



( 二 ) 基本原則

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

堅持節約優先，加強源頭管控，轉變發展方式，

培育壯大新興產業，推動傳統產業智能化、清

潔化改造，加快發展節能環保產業，全面節約

能源資源，協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環

境高水平保護。

( 一 ) 促進經濟綠色低碳循環發展

● 對重點區域、重點流域、重點行業和產業佈

局開展規劃環評，調整優化不符合生態環境

功能定位的產業佈局、規模和結構。

● 嚴格控制重點流域、重點區域環境風險項目。

● 對國家級新區、工業園區、高新區等進行集

中整治，限期進行達標改造。

● 加快城市建成區、重點流域的重污染企業和

危險化學品企業搬遷改造，在2018年年底

前，相關城市政府就此制定專項計劃並向社

會公開。

● 促進傳統產業優化升級，構建綠色產業鏈體

系。

● 繼續化解過剩產能，嚴禁鋼鐵、水泥、電解

鋁、平板玻璃等行業新增產能，對確有必要

新建的必須實施等量或減量置換。

● 加快推進危險化學品生產企業搬遷改造工程。

● 提高污染排放標準，加大鋼鐵等重點行業落

後產能淘汰力度，鼓勵各地制定範圍更廣、

標準更嚴的落後產能淘汰政策。

● 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強化產

品全生命周期綠色管理。

● 大力發展節能環保產業、清潔生產產業、清

潔能源產業，加強科技創新引領，著力引導

綠色消費，大力提高節能、環保、資源循環

利用等綠色產業技術裝備水平，培育發展一

批骨幹企業。

● 大力發展節能和環境服務業，推行合同能源

管理、合同節水管理，積極探索區域環境托

管服務等新模式。

● 鼓勵新業態發展和模式創新。

● 在能源、冶金、建材、有色、化工、電鍍、

造紙、印染、農副食品加工等行業，全面推

進清潔生產改造或清潔化改造。

( 二 ) 推進能源資源全面節約

● 強化能源和水資源消耗、建設用地等總量和

強度雙控行動，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節

約用地和水資源管理制度。

堅持保護優先

落實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
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硬
約束，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堅定不移走生
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
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強化問題導向

以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為核
心，針對流域、區域、行
業特點，聚焦問題、分類施
策、精準發力，不斷取得新
成效，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
得感。

突出改革創新

深化生態環境保護體制機制
改革，統籌兼顧、系統謀
劃，強化協調、整合力量，
區域協作、條塊結合，嚴格
環境標準，完善經濟政策，
增強科技支撐和能力保障，
提升生態環境治理的系統
性、整體性和協同性。

注重依法監管

完善生態環境保護法律法規
體系，健全生態環境保護行
政執法和刑事司法銜接機
制，依法嚴懲重罰生態環境
違法犯罪行為。

推進全民共治

政府、企業、公眾各盡其
責、共同發力，政府積極發
揮主導作用，企業主動承擔
環境治理主體責任，公眾自
覺踐行綠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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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國家節水行動，完善水價形成機制，推

進節水型社會和節水型城市建設，到2020

年，全國用水總量控制在6,700億立方米以

內。

● 健全節能、節水、節地、節材、節礦標準體

系，大幅降低重點行業和企業能耗、物耗，

推行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實現生產系統和

生活系統循環鏈接。

● 鼓勵新建建築採用綠色建材，大力發展裝配

式建築，提高新建綠色建築比例。

● 以北方採暖地區為重點，推進既有居住建築

節能改造。

● 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採取有力措施確保完成

2020年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行動目標。

● 扎實推進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統籌

深化低碳試點。

( 三 ) 引導公眾綠色生活

● 加強生態文明宣傳教育，倡導簡約適度、綠

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對奢侈浪費和不合理

消費。

● 開展創建綠色家庭、綠色學校、綠色社區、

綠色商場、綠色餐館等行動。

● 推行綠色消費，推出快遞業、共享經濟等新

業態的規範標準，推廣環境標誌產品、有機

產品等綠色產品。

● 提倡綠色居住，節約用水用電，合理控制夏

季冷氣和冬季取暖的室內溫度。

● 大力發展公共交通，鼓勵自行車、步行等綠

色出行。

堅決打贏藍天保衛戰

環境保護部編制實施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作戰

計劃，以京津冀及周邊、長三角、汾渭平原等

重點區域為主戰場，調整優化產業結構、能源

結構、運輸結構、用地結構，強化區域聯防聯

控和重污染天氣應對，進一步明顯降低 PM2.5

濃度，減少重污染天數及改善大氣環境質量。

( 一 ) 加強工業企業大氣污染綜合治理

● 全面整治「 散亂污 」企業及集群，實行拉網

式排查和清單式、台賬式、網格化管理，分

類實施關停取締、整合搬遷、整改提升等措

施，京津冀及周邊區域於2018年年底前完

成，其他重點區域於2019年年底前完成。

● 堅決關停用地、工商手續不全並難以通過改

造達標的企業，限期治理可以達標改造的企

業，逾期依法一律關停。

● 強化工業企業無組織排放管理，推進揮發性

有機物排放綜合整治，開展大氣氨排放控制

試點。到2020年，揮發性有機物排放總量比

2015年下降10％以上。

● 重點區域和大氣污染嚴重城市加大鋼鐵、鑄

造、煉焦、建材、電解鋁等產能壓減力度，

實施大氣污染物特別排放限值。

● 加大排放高、污染重的煤電機組淘汰力度，

在重點區域加快推進。

● 到2020年，具備改造條件的燃煤電廠全部完

成超低排放改造，重點區域不具備改造條件

的高污染燃煤電廠逐步關停。

● 推動鋼鐵等行業超低排放改造。

( 二 ) 大力推進散煤治理和
 煤炭消費減量替代

● 增加清潔能源使用，拓寬清潔能源消納渠道，

落實可再生能源發電全額保障性收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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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環境保護部編制實施打贏藍天
保衛戰三年作戰計劃，加強不同方面
的治理以改善大氣環境質量。



● 安全高效發展核電。

● 推動清潔低碳能源優先上網。

● 加快重點輸電通道建設，提高重點區域接受

外輸電比例。

● 因地制宜、加快實施北方地區冬季清潔取暖

五年規劃。

● 鼓勵餘熱、淺層地熱能等清潔能源取暖。

● 加強煤層氣 ( 煤礦瓦斯 ) 綜合利用，實施生

物天然氣工程。

● 到2020年，京津冀及周邊、汾渭平原的平原

地區基本完成生活和冬季取暖散煤替代；北

京、天津、河北、山東、河南及珠三角區域

煤炭消費總量比2015年均下降10％左右，上

海、江蘇、浙江、安徽及汾渭平原煤炭消費

總量均下降5％左右；重點區域基本淘汰每小

時35蒸噸以下燃煤鍋爐，並推廣清潔高效燃

煤鍋爐。

( 三 ) 打好柴油貨車污染治理攻堅戰

● 以開展柴油貨車超標排放專項整治為抓手，

統籌開展油、路、車治理和機動車船污染防

治。

● 嚴厲打擊生產銷售不達標車輛、排放檢驗機

構檢測弄虛作假等違法行為。

● 加快淘汰老舊車，鼓勵清潔能源車輛、船舶

的推廣使用。

● 建設「 天地車人 」一體化的機動車排放監控

系統，完善機動車遙感監測網絡。

● 推進鋼鐵、電力、電解鋁、焦化等重點工業

企業和工業園區貨物由公路運輸轉向鐵路運

輸。

● 顯著提高重點區域大宗貨物鐵路水路貨運比

例，提高沿海港口集裝箱鐵路集疏港比例。

● 重點區域提前實施機動車「 國六 」排放標準，

嚴格實施船舶和非道路移動機械大氣排放標

準。

● 鼓勵淘汰老舊船舶、工程機械和農業機械。

● 落實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京津冀水域船

舶排放控制區管理政策，全國主要港口和排

放控制區內港口靠港船舶率先使用岸電。

● 到2020年，長江幹線、西江航運幹線、京杭

運河水上服務區和待閘錨地基本具備船舶岸電

供應能力。

● 2019年1月1日起，全國供應符合國六標準的

車用汽油和車用柴油，力爭重點區域提前供應。

● 盡快實現車用柴油、普通柴油和部分船舶用油

標準並軌。

● 內河和江海直達船舶必須使用硫含量不大於每

千克十毫克的柴油。

● 嚴厲打擊生產、銷售和使用非標車 ( 船 ) 用燃

料行為，徹底清除黑加油站點。

( 四 ) 強化國土綠化和揚塵管控

● 積極推進露天礦山綜合整治，加快環境修復和

綠化。

● 開展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加強北方防沙帶建

設，實施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重點防護林工

程，增加林草覆蓋率。

● 在城市功能疏解、更新和調整中，將騰退空間

優先用於留白增綠。

● 落實城市道路和城市範圍內施工工地等揚塵管

控。

( 五 ) 有效應對重污染天氣

● 強化重點區域聯防聯控聯治，統一預警分級標

準、信息發佈、應急響應，提前採取應急減

排措施，實施區域應急聯動，有效降低污染程

度。

● 完善應急預案，明確政府、部門及企業的應急

責任，科學確定重污染期間管控措施和污染源

減排清單。

● 指導公眾做好重污染天氣健康防護。

● 推進預測預報預警體系建設，2018年年底前，

進一步提升國家級空氣質量預報能力，區域預

報中心具備七至十天空氣質量預報能力，省級

預報中心具備七天空氣質量預報能力並精確到

所轄各城市。

● 重點區域採暖季節，對鋼鐵、焦化、建材、

鑄造、電解鋁、化工等重點行業企業實施錯

峰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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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污染期間，對鋼鐵、焦化、有色、電力、

化工等涉及大宗原材料及產品運輸的重點企

業實施錯峰運輸；強化城市建設施工工地揚

塵管控措施，加強道路機掃。

● 依法嚴禁露天焚燒秸秆，全面推進綜合利用。

● 到2020年，地級及以上城市重污染天數比

2015年減少25％。

著力打好碧水保衛戰

深入實施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扎實推進河長

制和湖長制，堅持污染減排和生態擴容兩手發

力，加快工業、農業、生活污染源和水生態系

統整治，保障飲用水安全，消除城市黑臭水體，

減少污染嚴重水體和不達標水體。

( 一 ) 打好水源地保護攻堅戰

● 加強水源水、出廠水、管網水、末梢水的全

過程管理。

● 劃定集中式飲用水水源保護區，推進規範化

建設。

● 強化南水北調水源地及沿線生態環境保護。

● 深化地下水污染防治。

● 全面排查和整治縣級及以上城市水源保護區

內的違法違規問題，長江經濟帶於2018年年

底前、其他地區於2019年年底前完成。

● 單一水源供水的地級及以上城市應當建設應

急水源或備用水源。

● 定期監 ( 檢 ) 測、評估集中式飲用水水源、

供水單位供水和用戶水龍頭水質狀況，縣級

及以上城市至少每季度向社會公開一次。

( 二 ) 打好城市黑臭水體治理攻堅戰

● 實施城鎮污水處理「 提質增效 」三年行動，

加快補齊城鎮污水收集和處理設施短板，盡

快實現污水管網全覆蓋、全收集、全處理。

● 完善污水處理收費政策，各地要按規定將污

水處理收費標準盡快調整到位，原則上應補

償到污水處理和污泥處置設施正常運營且具

合理盈利。

● 對於中西部地區，中央財政給予適當支持。

● 加強城市初期雨水收集處理設施建設，有效

減少城市面源污染。

● 到2020年，地級及以上城市建成區黑臭水體

消除比例達90％以上。

● 鼓勵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區域城市建成

區盡早全面消除黑臭水體。

( 三 ) 打好長江保護修復攻堅戰

● 開展長江流域生態隱患和環境風險調查評估，

劃定高風險區域，從嚴實施生態環境風險防

控措施。

● 優化長江經濟帶產業佈局和規模，嚴禁污染

型產業、企業向上中游地區轉移。

● 排查整治入河入湖排污口及不達標水體，市、

縣級政府制定實施不達標水體限期達標規劃。

● 到2020年，長江流域基本消除劣 V 類水體。

● 強化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治，現有船舶到2020

年全部完成達標改造，港口、船舶修造廠環

衛設施、污水處理設施納入城市設施建設規

劃。

● 加強沿河環湖生態保護，修復濕地等水生態

系統，因地制宜建設人工濕地水質淨化工程。

● 實施長江流域上中游水庫群聯合調度，保障

幹流、主要支流和湖泊基本生態用水。

( 四 ) 打好渤海綜合治理攻堅戰

● 以渤海海區的渤海灣、遼東灣、萊州灣、遼

河口、黃河口等為重點，推動河口海灣綜合

整治。

● 全面整治入海污染源，規範入海排污口設置，

全部清理非法排污口。

● 嚴格控制海水養殖等造成的海上污染，推進

海洋垃圾防治和清理。

● 率先在渤海實施主要污染物排海總量控制制

度，強化陸海污染聯防聯控，加強入海河流

治理與監管。

● 實施最嚴格的圍填海和岸線開發管控，統籌

安排海洋空間利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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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禁止審批新增圍填海項目，引導符合國

家產業政策的項目消化存量圍填海資源，已

審批但未開工的項目要依法重新進行評估和

清理。

扎實推進淨土保衛戰

全面實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突出重點區

域、行業和污染物，有效管控農用地和城市建

設用地土壤環境風險。

( 一 ) 強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復

● 加強耕地土壤環境分類管理。

● 嚴格管控重度污染耕地，嚴禁在重度污染耕

地種植食用農產品。

● 實施耕地土壤環境治理保護重大工程，開展

重點地區涉重金屬行業排查和整治。

● 2018年年底前，完成農用地土壤污染狀況詳

細調查。

● 2020年年底前，編制完成耕地土壤環境質量

分類清單。

● 建立建設用地土壤污染風險管控和修復名錄，

列入名錄且未完成治理修復的地塊不得作為

住宅、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用地。

● 建立污染地塊聯動監管機制，將建設用地土

壤環境管理要求納入用地規劃和供地管理，

嚴格控制用地准入，強化暫不開發污染地塊

的風險管控。

● 2020年年底前，完成重點行業企業用地土壤

污染狀況調查。

● 嚴格監管土壤污染重點行業企業搬遷改造過

程中拆除活動的環境。

( 二 ) 加快推進垃圾分類處理

● 到2020年，實現所有城市和縣城生活垃圾處

理能力全覆蓋，基本完成非正規垃圾堆放點

整治；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省會城市和第

一批分類示範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類處

理系統。

● 推進垃圾資源化利用，大力發展垃圾焚燒發

電。

● 推進農村垃圾就地分類、資源化利用和處理，

建立農村有機廢棄物收集、轉化、利用網絡

體系。

( 三 ) 強化固體廢物污染防治

● 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嚴厲打擊走私，大幅

減少固體廢物進口種類和數量，力爭於2020

年年底前基本實現固體廢物零進口。

● 開展「 無廢城市 」試點，推動固體廢物資源

化利用。

● 調查、評估重點工業行業危險廢物產生、貯

存、利用、處置情況。

● 完善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轉移等管理制度，

建立信息化監管體系，提升危險廢物處理處

置能力，實施全過程監管。

● 嚴厲打擊危險廢物非法跨界轉移、傾倒等違

法犯罪活動。

● 深入推進長江經濟帶固體廢物大排查活動。

● 評估有毒有害化學品在生態環境中的風險狀

況，嚴格限制高風險化學品生產、使用、進

出口，並逐步淘汰或替代。

加快生態保護與修復
'

堅持自然恢復為主，統籌開展全國生態保護與

修復，全面劃定並嚴守生態保護紅線，提升生

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

( 一 ) 劃定並嚴守生態保護紅線

● 按照應保盡保、應劃盡劃的原則，將生態功

能重要區域、生態環境敏感脆弱區域納入生

態保護紅線。

● 到2020年，全面完成全國生態保護紅線劃

定、勘界定標，形成生態保護紅線全國「 一

張圖 」，實現一條紅線管控重要生態空間。

● 制定實施生態保護紅線管理辦法、保護修復

方案，建設國家生態保護紅線監管平台，開

展生態保護紅線監測預警與評估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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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堅決查處生態破壞行為

● 2018年年底前，縣級及以上地方政府全面排

查違法違規擠佔生態空間、破壞自然遺跡等

行為，制定治理和修復計劃並向社會公開。

● 開展病危險尾礦庫和「 頭頂庫 」專項整治。

● 持續開展「 綠盾 」自然保護區監督檢查專項

行動，嚴肅查處各類違法違規行為，限期進

行整治修復。

( 三 ) 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
 自然保護地體系

● 到2020年，完成全國自然保護區範圍界限核

准和勘界立標，整合設立一批國家公園，自

然保護地相關法規和管理制度基本建立。

● 對生態嚴重退化地區實行封禁管理，穩步實

施退耕還林還草和退牧還草，擴大輪作休耕

試點，全面推行草原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制

度。

● 依法依規解決自然保護地內的礦業權合理退

出問題。

● 全面保護天然林，推進荒漠化、石漠化、水

土流失綜合治理，強化濕地保護和恢復。

● 加強休漁禁漁管理，推進長江、渤海等重點

水域禁捕限捕，加強海洋牧場建設，加大漁

業資源增殖放流。

● 推動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海洋休養生息。

深化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改革，完善生態環

境管理制度，加快構建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健

全保障舉措，增強系統性和完整性，大幅提升

治理能力。

( 一 ) 完善生態環境監管體系

● 整合分散的生態環境保護職責，強化生態保

護修復和污染防治統一監管，建立健全生態

環境保護領導和管理體制、激勵約束並舉的

制度體系、政府企業公眾共治體系。

● 全面完成省以下生態環境機構監測監察執法

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推進綜合執法隊伍特別

是基層隊伍的能力建設。

● 完善農村環境治理體制。

● 健全區域流域海域生態環境管理體制，推進

跨地區環保機構試點，加快組建流域環境監

管執法機構，按海域設置監管機構。

● 建立獨立權威高效的生態環境監測體系，構

建天地一體化的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實現國

家和區域生態環境質量預報預警和質控，按

照適度上收生態環境質量監測事權的要求，

加快推進有關工作。

● 省級黨委和政府加快確定生態保護紅線、環

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線，制定生態環境

准入清單，在地方立法、政策制定、規劃編

制、執法監管中不得變通突破、降低標準，

不符合、不銜接、不適應的企業需於2020年

年底前完成調整。

● 實施生態環境統一監管。

● 推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

● 編制生態環境保護規劃，開展全國生態環境

狀況評估，建立生態環境保護綜合監控平台。

● 推動生態文明示範創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

銀山實踐創新基地建設活動。

改革完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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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嚴格生態環境質量管理

● 生態環境質量只能更好、不能變壞。

● 生態環境質量達標地區要保持穩定並持續改

善；生態環境質量不達標地區的市、縣級政

府，要於2018年年底前制定實施限期達標規

劃，向上級政府備案，並向社會公開。

● 加快推行排污許可制度，對固定污染源實施

全過程管理和多污染物協同控制，按行業、

地區、時限核發排污許可證，全面落實企業

治污責任，強化證後監管和處罰。

● 在長江經濟帶率先實施入河污染源排放、排

污口排放和水體水質聯動管理。

● 2020年，將排污許可證制度建設成為固定源

環境管理核心制度，實現「 一證式 」管理。

● 健全環保信用評價、信息強制性披露、嚴懲

重罰等制度。

● 將企業環境信用信息納入全國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和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依法通

過「 信用中國 」網站和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

示系統向社會公示。

● 監督上市公司、發債企業等市場主體全面、

及時、準確地披露環境信息。

● 建立跨部門聯合獎懲機制。

● 完善國家核安全工作協調機制，強化對核安

全工作的統籌。

( 三 ) 健全生態環境保護經濟政策體系

● 資金投入向污染防治攻堅戰傾斜，堅持投入

同攻堅任務相匹配，加大財政投入力度。

● 逐步建立常態化、穩定的財政資金投入機制。

● 擴大中央財政支持北方地區清潔取暖的試點

城市範圍，國有資本要加大對污染防治的投

入。

● 完善居民取暖用氣用電定價機制和補貼政策。

● 增加中央財政對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生態

保護紅線區域等生態功能重要地區的轉移支

付，繼續安排中央預算內投資對重點生態功

能區給予支持。

● 各省 ( 自治區、直轄市 ) 合理確定補償標準，

並逐步提高補償水平。

● 完善助力綠色產業發展的價格、財稅、投資

等政策。

● 大力發展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金融產品。

● 設立國家綠色發展基金。

● 落實有利於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價格

政策，落實相關稅收優惠政策。

● 研究對從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業比照高新

技術企業實行所得稅優惠政策，研究並推出

「 散亂污 」企業綜合治理激勵政策。

● 推動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發展，在環境高風險

領域建立環境污染強制責任保險制度。

● 推進社會化生態環境治理和保護。

● 採用直接投資、投資補助、運營補貼等方式，

規範支持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對政府

實施的環境績效合同服務項目，公共財政支

付水平同治理績效掛鈎。

● 鼓勵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方式實施生態環境治

理和保護。

( 四 ) 健全生態環境保護法治體系

● 依靠法治保護生態環境，增強全社會生態環

境保護法治意識。

● 加快建立綠色生產消費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導

向。

● 加快制定和修改土壤污染防治、固體廢物污

染防治、長江生態環境保護、海洋環境保護、

國家公園、濕地、生態環境監測、排污許可、

資源綜合利用、空間規劃、碳排放權交易管

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規。

● 鼓勵地方在生態環境保護領域先於國家進行

立法。

● 建立生態環境保護綜合執法機關、公安機關、

檢察機關、審判機關信息共享、案情通報、

案件移送制度，完善生態環境保護領域民事、

行政公益訴訟制度，加大生態環境違法犯罪

行為的制裁和懲處力度。

● 加強涉及生態環境保護的司法力量建設。

● 整合組建生態環境保護綜合執法隊伍，統一

實行生態環境保護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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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生態環境保護綜合執法機構列入政府行政

執法機構序列，推進執法規範化建設，統一

著裝、統一標識、統一證件、統一保障執法

用車和裝備。

( 五 ) 強化生態環境保護能力保障體系

● 增強科技支撐，開展大氣污染成因與治理、

水體污染控制與治理、土壤污染防治等重點

領域科技攻關，實施京津冀環境綜合治理重

大項目，推進區域性、流域性生態環境問題

研究。

● 完成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

● 開展大數據應用和環境承載力監測預警。

● 開展重點區域、流域、行業環境與健康調查，

建立風險監測網絡及風險評估體系。

● 健全跨部門、跨區域環境應急協調聯動機制，

建立全國統一的環境應急預案電子備案系統。

● 國家建立環境應急物資儲備信息庫，省、市

級政府建設環境應急物資儲備庫，企業環境

應急裝備和儲備物資應納入儲備體系。

● 落實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建設規範化、標準

化、專業化的生態環境保護人才隊伍，打造

政治強、本領高、作風硬、敢擔當，特別能

吃苦、特別能戰鬥、特別能奉獻的生態環境

保護鐵軍。

● 按省、市、縣、鄉不同層級工作職責配備相

應工作力量，保障履職需要，確保和生態環

境保護任務相匹配。

● 加強國際交流和履約能力建設，推進生態環

境保護國際技術交流和務實合作，支撐核安

全和核電共同走出去，積極推動落實2030年

可持續發展議程和綠色「 一帶一路 」建設。

( 六 ) 構建生態環境保護社會行動體系

● 把生態環境保護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黨政領

導幹部培訓體系，推進國家及各地生態環境

教育設施和場所建設，培育普及生態文化。

● 公共機構 ( 尤其是黨政機關 ) 帶頭使用節能

環保產品，推行綠色辦公，創建節約型機關。

● 健全生態環境新聞發佈機制，充分發揮各類媒

體作用。

● 省、市兩級要依托黨報、電視台和政府網站，

加強曝光以突出環境問題，報道整改進展情況。

● 建立政府、企業環境社會風險預防與化解機制。

● 完善環境信息公開制度，加強重特大突發環境

事件信息公開，及時主動公開對涉及群眾切身

利益的重大項目。

● 2020年年底前，地級及以上城市符合條件的

環保設施和城市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向社會開

放，接受公眾參觀。

● 強化排污者主體責任，企業應嚴格守法，規

範自身環境行為，落實資金投入、物資保障、

生態環境保護措施和應急處置主體責任。

● 實施工業污染源全面達標排放計劃。

● 2018年年底前，重點排污單位全部安裝自動

在線監控設備，並與生態環境主管部門聯網，

依法公開排污信息。

● 到2020年，實現長江經濟帶入河排污口監測

全覆蓋，並將監測數據納入長江經濟帶綜合信

息平台。

● 推動環保社會組織和志願者隊伍規範健康發

展，引導環保社會組織依法開展生態環境保護

公益訴訟等活動。

● 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表彰對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

有顯著成績的單位和個人。

● 完善公眾監督、舉報反饋機制，保護舉報人的

合法權益，鼓勵設立有獎舉報基金。

總結

新思想引領新時代，新使命開啟新征程。中國現

正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

堅戰，積極提升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

如欲參閱《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  堅決打

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全文，請瀏覽：

www . go v . c n / z h e n g c e / 2018 - 06 / 24 /

content_53009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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