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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沪环评〔2022〕44 号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排污许可制 
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衔接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闵行区、奉贤区、青浦区生态环境局，上海化学工业区管委

会，各有关单位： 

为落实生态环境部《关于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

染源监管制度体系实施方案》要求，推进排污许可制与环境影响

评价制度的衔接融合，深化生态环境领域“放管服”改革，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根据生态环境部相关试点工作安排和《上海市固

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在本市部分区域实施排

污许可制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衔接改革试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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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目标 

以建设项目环境管理为主线，探索排污许可制和环境影响评

价制度从审批发证到事中事后监管全周期的衔接融合，推进营商

环境优化、减轻企业负担，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提升生态环境监

管效能。到 2023 年 6 月底，建立排污许可制与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有机衔接的管理机制，形成一套“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

的经验。 

二、试点范围  

建设地点位于闵行区、奉贤区、青浦区和上海化学工业区

范围内，由同一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审批、依法需编制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以下简称环评文件）并申请排污许

可证的排污单位。 

三、试点内容 

（一）减免排污许可证申请材料。减免许可证部分支撑材料

的事前提交，减少重复提交；推进“全程网办”，已批建设项目相

关环评材料免于提交。 

（二）简化排污许可证变更形式。对登记事项、许可事项、

管理要求等内容分类实施简化许可证变更的办理方式和形式，减

少变更次数，提高办事效率。 

（三）重构排污许可证和环评审批流程。对环评和排污许可

证的核发流程进行衔接，推进“两证合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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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实现两项行政许可“一套材料、一口受理、同步审批、一次

办结”。 

（四）衔接整合事中事后监管事项。对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监

管与排污许可证后监管事项进行整合，推进落实综合监管“一件

事”。实施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报告与排污许可证执行报

告相关数据的衔接融合，减轻企业负担。  

四、试点安排 

试点范围内的排污单位可自愿参加排污许可制与环境影响

评价制度衔接改革试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事中事

后监管、排污许可证审批和证后监管的全周期，按照《排污许可

制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衔接改革试点工作办事指南》办理“两证

合一”审批、排污许可证变更、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以

下简称环保验收）等相关事项（见附件 1）。 

（一）审批阶段 

试点单位应同步编制环评文件和排污许可证申请表，通过上

海“一网通办”平台同步提交“两证合一”申请材料。试点单位

在申请排污许可证时，可免予提交自行监测方案、已批建设项目

环评文件和审批意见、排放口规范化说明等 3 项申请材料。其中，

已持有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以下简称持证单位）在提交改、

扩建项目环评文件审批申请时，应填写排污信息清单（见附件2），

作为环评文件的附件一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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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实施审批制的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对环评文件和排污许

可证申请材料同步开展审查，同步作出环评审批和排污许可证核

发决定。对于未持证单位，审批部门应核发排污许可证正、副本；

对于已持证单位的改扩建项目，审批部门可核发该项目排污信息

清单，作为原排污许可证副本的附件。 

对于实施告知承诺制的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应在正式受理申

请材料后，当即作出环评审批和排污许可证核发决定，并在 2 个

月内按照本市环评审批告知承诺办法、排污许可证核发质量评估

要点等文件要求，完成环评文件质量和排污许可证质量检查。试

点单位应按规定及时完成环评文件质量问题整改闭环；对检查发

现不符合环评、排污许可证行政许可条件的，审批部门可依法撤

销环评文件、注销排污许可证。 

（二）建设阶段 

试点单位取得建设项目环评批复和排污许可证后，落实各项

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信息公开要求，并按照排污许可证规

定公开施工期执行报告。施工期执行报告中仅需填报项目建设进

展、施工期环保措施落实情况、信息公开等环评要求内容，无需

填报调试运行期相关内容。 

若建设内容较环评文件发生变动，排污单位应对照国家建设

项目重大变动清单和本市有关规定分类处理。发生重大变动的，

应重新报批环评和申领排污许可证；未发生重大变动的，应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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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编制建设项目非重大变动环境影响分析说明并进行信息公示

后，就变动内容申请变更（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未重新取得

相关许可前，项目变动内容不得投入调试或排污；未发生变动且

与排污许可证一致的建设内容，可直接投入调试运行。 

原则上，试点单位可结合建设内容变动、环评文件质量问题

整改、排污许可证质量检查问题整改、改扩建项目排污信息清单

等，在建设项目调试前一次性申请排污许可证变更（重新申请），

相关内容全部纳入排污许可证（副本）正文；项目分期建设的，

可按照环评文件明确的分期方案，分阶段申请排污许可证变更

（重新申请）。 

审批部门应依法对变更申请（重新申请）开展审查，结合环

评文件质量和许可证质量检查情况，依法变更或重新核发排污许

可证。审批部门发现排污单位存在重大变动未重新报批环评、“三

同时”制度未落实、无证排污等情形的，应按照“三监联动”要

求，将违法行为线索移交执法部门查处。执法部门应按照建设项

目事中事后监管和排污许可证后监管要求，对施工期环境保护措

施、许可证执行报告、信息公开等落实情况实施“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三）调试阶段 

项目投入调试后，试点单位应按证排污并依法落实自行监

测、台账记录、信息公开和执行报告等各项主体责任，及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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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保验收。排污单位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开展且满足监

测技术规范要求的自行监测数据，以及执行报告中报告的污染治

理设施运行情况、实际排放量等内容均可作为编制建设项目环保

验收报告的依据。 

建设项目环保验收前，试点单位原则上可按需申请一次排污

许可证变更（重新申请），并分类申请实施变更。仅变更基本信

息的，可先在执行报告中载明，后续结合其它事项变更；变更登

记事项、许可事项、管理要求等内容的，通过填报排污许可证变

更单（以下简称变更单）的方式办理。变更单的具体适用情形和

详细内容格式见附件 3。 

审批部门应依法变更排污许可证或核发变更单，变更单作为

原排污许可证（副本）插页，一并作为证后监管依据。执法部门

应按照本市固定污染源监管有关规定，整合建设项目环评事中监

管与排污许可证后监管事项，对试点单位实施“双随机，一公开”

综合监管。对试点单位采用自行监测数据、执行报告内容等编制

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报告的，生态环境监管部门可在许可

证执行报告检查中协同开展竣工验收报告合规性抽查，发现监测

数据弄虚作假等违法情形的，应及时移交执法部门进行查处。 

（四）运营阶段 

建设项目正式投入生产（运行）或完成建设项目环保验收后，

相关变动情况纳入试点单位日常环境管理。若变动情形按规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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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排污许可证，试点单位应对照环评名录依法办理环评后再重

新申领排污许可证；依法不需要办理环评手续的，可申请办理排

污许可证变更或变更单。 

审批部门应依法变更排污许可证或核发变更单，变更单一并

作为日常监管依据。执法部门按照本市固定污染源监管有关规

定，统筹组织实施建设项目环评事后监管与排污许可证后监管事

项，对排污单位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综合监管。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实施。相关区生态环境局应高度重视试点工

作。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工作机制，加强部门协同，确保试点工

作推进平稳有序。强化工作调度，建立“两证合一”审批台账和

监管台账，不断总结试点经验、问题和做法，每年 6 月底、12

月底前向我局报送试点情况。 

（二）积极探索创新。相关区生态环境局应结合各区实际，

在试点要求基础上加大创新力度，加强对重点难点问题研究，在

“两证合一”审批、事中事后监管与证后监管事项整合等方面积

极探索，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和监管效能提升。 

（三）加强宣传培训。相关区生态环境局和化工区管委会应

做好试点工作的宣传，及时修订完善行政审批事项服务指南和管

理要求，加大对企事业单位和第三方机构的指导培训，为试点工

作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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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排污许可制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衔接改革试点办事指南 

2. 排污信息清单（样例） 

3. 排污许可证变更单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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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市环境执法总队，市环境监测中心。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2 年 3 月 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