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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沪环执法〔2025〕38 号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2025年度上海市

生态环境涉企行政检查计划》的通知

各区生态环境局，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

局，浦东新区综合执法局，市环境执法总队：

根据 2025 年度本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日常管理需要，结

合生态环境涉企行政检查工作要求，我局制定了《2025 年度上

海市生态环境涉企行政检查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

落实。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5 年 2 月 2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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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上海市生态环境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为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以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为核心，以中央生态保护督察和市委巡视问题整改为牵引，以

规范涉企行政检查为抓手，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优化营商环

境，构建依法、规范、精准、高效的涉企行政检查工作体系，制

定本行政检查计划。

一、主要任务

（一）开展大气环境与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行政检查

结合“一厂一策”开展 VOCs 重点排放企业专项检查，推进

解决储罐及装卸无组织排放、敞开液面逸散、废气旁路及其他非

正常废气排放等突出问题。组织开展中小锅炉专项检查，重点核

查高污染燃料使用、脱氮设施安装、废气处理设施运行及废气达

标排放等情况。根据本市空气质量保障任务，开展重污染天气应

对及秋冬季大气质量保障专项行动，重点检查重污染天气应急预

案及相关措施落实情况。协同开展机动车路检和重点用车企业柴

油车集中使用地、停放地入户检查。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专项检

查，核查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申报登记贴牌、冒黑烟等情况。落

实生态环境部和本市碳市场管理相关要求，对纳入全国碳市场的

重点排放单位和上海碳市场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开展碳市场数

据质量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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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展水与海洋环境领域行政检查

根据《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常态化检查工作指南》要求，

结合黄浦江上游、青草沙、陈行、东风西沙四大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巡查中发现的线索组织检查；加强水源地安全保障工

作，开展水源地风险企业检查。结合入河排污口溯源整治中发现

的问题，开展重点企业专项检查，重点查处并督促整改废水在线

监控方面存在的问题。加强对纳管企业排放废水的监督检查，重

点核查污水预处理设施是否按照环评批复内容建设并保持正常

运行，严厉打击超标排污、偷排等违法行为。强化与交通等部门

的执法协作，开展港口码头污染防治专项检查，重点核查外（内）

港码头环保手续落实、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及污染物合规排放等情

况。开展入海排污口巡查，检查入海排污口设置备案、排放方式、

自行监测等情况。根据要求开展油污水及化学品洗舱水末端处置

单位现场检查，重点检查污染物接收量、实际处理量以及排放量

是否匹配。结合年度船舶巡航计划开展无居民海岛巡查，重点核

查海岛及周边海域违法生产、建设及排污等问题。

（三）开展固体废物领域行政检查

会同江苏和浙江等省份生态环境保护部门，组织跨省、跨区

固体废物（建筑垃圾）专项检查行动，重点打击固体废物违法跨

省转移行为。开展一般固体废物领域行政检查，加大对一般工业

固废产生及收集单位、电子废物拆解利用单位、生活垃圾处置单

位及中转站的检查力度。落实国家和本市关于危险废物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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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要求和打击危险废物违法犯罪工作要求，对危险废物产生、

利用、处置等单位开展专项检查，实现危险废物全流程监管。

（四）开展土壤及地下水领域行政检查

持续组织开展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行政检查，重点检查有

毒有害物质地下储罐信息报送、隐患排查整改、自行监测方案制

定及实施等内容。结合日常监督管理和投诉举报发现的问题线

索，开展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地块从业单位等领域执法检

查。组织开展地下水环境行政检查，重点检查化学品生产企业、

生活垃圾填埋场、危险废物处置场、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

位、加油站的防渗漏措施落实及地下水监测等工作开展情况。做

好新化学物质等领域检查工作，重点开展新化学物质跟踪控制检

查，规范开展涉重点管控新污染物企业的日常监督检查。

（五）开展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行政检查

落实国家和本市“三打”工作部署，持续开展第三方环保服

务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专项整治。联合市场监管等部门对社会生态

环境监测机构（含独立实验室）开展专项检查，严厉打击检验检

测弄虚作假问题。持续开展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专项整治，严厉

打击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弄虚作假行为。

（六）开展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行政检查

落实生态环境部《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实施方案》部署，结

合固定污染源监督管理要求，对纳入本市固定污染源综合监管信

息系统的固定污染源开展分类监督检查。对已核发排污许可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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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开展清单式检查，重点核查许可内容相符性，以及按

证排污、自行监测、执行报告、信息公开等制度落实情况。对已

完成排污登记的固定污染源和其他固定污染源实施检查，重点核

查是否存在应登记未登记、登记信息与实际不符等问题。

（七）开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行政检查

严格落实《上海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

法》，加强监管执法联动，采取随机抽查方法，对纳入监管范围

的建设项目开展事中事后专项检查，重点强化本市“高能耗、高

排放”建设项目事中事后检查，严厉打击环评未批先建、久拖不

验违法行为。

（八）开展自然生态保护领域行政检查

组织开展环保用微生物菌剂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安全检查，

重点检查湿垃圾处理设施、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水处理设施等

微生物菌剂使用及环境安全评价，对三级、四级病原微生物实验

室“三废”处理处置情况进行检查。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及自然保

护地生态环境监管要求，开展“绿盾”重要生态空间强化监督工

作，重点检查区域内人为活动问题点位，严格查处非法开矿、修

路、筑坝、建设、排放污染物等违法违规行为。

（九）开展监测领域行政检查

依托生态环境监测与执法联动工作机制，落实国家关于打击自

动监测弄虚作假违法犯罪工作要求，常态化开展自动监测异常数据

核查工作。对监测部门发现的执法监测超标报告、自动监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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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抽测不合格报告、自行监测质量专项检查结果不合格报告、

自动监测超标数据认定报告和异常数据分析报告等线索，开展调

查并依法查处违法问题。结合监测部门扬尘在线异常数据线索移

送，对在建工程、堆场码头、混凝土搅拌站开展行政检查，依法

查处违法行为。

（十）开展核与辐射领域行政检查

按照《2025 年上海市辐射安全监管工作要点》规定的职责

分工、检查内容和检查频次等要求，开展辐射安全许可证检查、

γ射线移动探伤检查、放射性物品运输检查、辐射类建设项目事

中事后检查等工作。

（十一）开展环境风险隐患排查行政检查

根据《上海市生态环境领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

（2024-2026 年）》要求，参照《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隐患排

查表（试行）》明确的事项，检查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

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及治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应急装

备及物资储备、应急培训、信息公开等工作要求落实情况，全面

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及时发现问题，努力减少重大敏感突发环境

事件的发生。

（十二）开展解决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行政检查

聚焦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通过 12345、微信、网络、

来信来访等渠道，结合《上海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

要求，对夏季夜间噪声、餐饮油烟及异味等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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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专项检查。建立健全重点投诉举报事项治理的

长效行政检查机制，推进治理重复信访及 12345 热线投诉，推动

解决群众关心的环境问题。

二、检查要求

（一）检查原则

以提升企业感受度为导向，通过以排污许可“一证式”监管

为主线，对生态环境法定职权范围内的检查对象实施分级分类行

政检查。充分运用“检查码”等创新制度，对纳入“无事不扰”

清单的行政检查事项和“无感监管”清单的行政检查对象，开展

以非现场为主的行政检查，坚决遏制乱检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二）抽查比例

根据生态环境涉企行政检查对象分级分类情况，按照规定比

例对检查对象实施差异化检查。对其中列入《上海市环境监管重

点单位名录》或有特殊监管要求的检查对象，按照相应管理要求

组织检查。对于暂未开展信用评价的检查对象，按其隶属的专项

检查方案组织行政检查。涉及核技术利用单位的，按相关管理要

求实施。

（三）检查内容

以生态环境行政检查事项为依据，落实生态环境管理与执法

工作要求，在月度计划和任务统筹基础上，对计划中明确的检查

事项、检查对象、检查方式、检查项目等内容，按照相关技术规

范和行政检查指引，规范开展行政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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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实施

（一）严格规范涉企检查行为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及其执法机构应根据涉企行政检查任务

要求，围绕“权责法定、公平公正、高效精准、减量提质”工作

目标，科学制定并规范落实年度、月度及专项检查任务。根据本

市生态环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部署，规范申领并使用“检查

码”。检查前主动向检查对象出示“检查码”和行政检查证件，

规范开展现场检查，做好行政检查过程及结果记录。

（二）加强计划任务统筹融合

落实“综合查一次”要求，结合排污许可证后监管要求，实

施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综合检查。对涉 VOCs 大气污染物、中小

锅炉、ODS、一般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地下水及土壤污染治理、

涉重金属水污染物、纳管企业、污水处理厂、储油库及油品码头、

企业自备加油点等专项检查任务与固定污染源检查任务统筹，在

现场检查中一并开展。加强生态环境综合监管系统与移动执法系

统对接，结合行政检查对象库标签管理，实现检查任务高效融合，

做到一码进门“一查清”。

（三）深化部门协作机制

按照“应协同尽协同”原则，依托全市统一综合行政执法平

台，进一步完善市、区生态环境各业务部门以及跨部门联合检查

协同机制。结合大气、涉重金属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任务，统筹

组织开展各类交叉检查行动。通过数据共享、合作备忘、党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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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等形式，主动深化与城管、交通、海警、水务、市场监管等部

门协作，提升联合检查的深度与广度。

（四）规范开展触发式检查

落实“三监联动”工作机制，对因投诉举报、转办交办、非

现场方式发现问题线索需要开展现场检查的，应在规定时限内启

动触发式行政检查。触发式行政检查可与计划任务统筹实施的，

应当合并开展现场检查，减少对检查对象的干扰。

（五）压实检查责任

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及其执法机构应建立和完善任务落实推

进机制，加强统筹协调、调度评估及监督管理。按照本计划的任

务要求，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按月细化推进行政检查工作，确保

各项检查取得实效。进一步增强行政检查责任意识，做到检查到

位，服务到位，处罚到位，督促整改到位。

（六）强化科技赋能

加强完善数智赋能工作机制建设，充分运用大数据筛查、自

动巡检、智能预警、态势感知等手段，主动发现和识别问题线索，

拓展问题发现途径，优化研判方式，提升非现场检查能力，全面

提升涉企行政检查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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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5 年 2月 2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