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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沪环评〔2025〕34 号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关于深化环评与排污许可

“一次审批”改革试点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化环评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加强排污许可“一证式”

管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市政府

《关于深化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我

局制定了《关于深化环评与排污许可“一次审批”改革试点的实

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5 年 2 月 2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 2 —

关于深化环评与排污许可“一次审批”改革试点的

实施方案

为更好地服务高端制造业，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根据市政

府《关于深化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深化开展免办环评直接办理排污许可证的“一次审批”改革试点，

在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试点取消联动产业园区内部分行业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和审批，通过强化排污许可证承接与

补位，优化环评和排污许可全链条管理。

一、试点范围

生产经营场所位于本市规划环评与建设项目环评联动的产

业园区内，行业类别属于集成电路、电子设备、新能源汽车、高

端装备、航空航天等先导和支柱产业（详见附件1），且同时满

足以下条件的建设项目：

（一）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应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表，且未纳入本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重点行业名

录。

（二）建设项目符合所在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和产业园区

规划环评准入要求。

（三）建设项目废水纳管排放，且全年废水日均排放量不超

过2500吨；任一废气重点污染物（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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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排放量均不超过0.5吨/年（不包含天然气燃烧的排放量）；

危险废物产生量不大于100吨；不涉及一类污染物（废水）、有

毒有害污染物和新污染物排放。

（四）相应排污单位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应申领排污许可证。

（五）相应排污单位上一年度生态环境信用评价为A级或B

级、一年内不存在因环评文件质量、排污许可证质量和执行报告

问题被国家和本市生态环境部门失信计分或通报、近三年无生态

环境行政处罚记录，无因各类环境污染问题被挂牌督办等情形。

二、试点内容

试点范围内符合要求的排污单位，可按照本方案自愿申请参

与免办环评直接办理排污许可的“一次审批”改革试点，享受“两

免一优”便利政策：免于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和审批、免于实

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优化排污许可证办理。具体流程

按照《深化环评与排污许可“一次审批”改革试点办事指南》（以

下简称办事指南，详见附件 2）办理。

（一）免于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和审批

试点单位在建设项目开工建设前，免于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编制和审批，通过上海“一网通办”提交“一次审批”

申请材料，直接申领排污许可证。

“一次审批”申请材料主要包括：“一次审批”申请单、承

诺书、排污许可证申请表（未持证）或排污信息清单（已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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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污染物排放量计算说明等（详见附件 3、附件 4）。

（二）免于办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试点单位在建设项目投入运行（含调试，下同）后，免于开

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编制验收报告以及建设项目

施工期和竣工验收相关信息公示。

试点单位应全过程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频次和时间要求

填报执行报告，增补记录项目建设和投产运行等情况并公开信

息。其中，投入运行前应记录项目建设进展、施工期环保措施落

实情况等信息；投入运行后应记录建设项目竣工和投产日期、环

保设施“三同时”情况、分期建设情况等信息。

（三）优化排污许可证办理

试点单位在办理“一次审批”时，可按照办事指南，优化简

化排污许可证办理。建设项目重点污染物排放量可采取简化方法

进行计算，作为申请许可排放量的依据；已持证单位可采用排污

信息清单替代排污许可证申请表，简化申请材料。

试点单位在完成“一次审批”后可能发生变动的，按以下情

形分类办理相关手续，将变动内容纳入排污许可证（详见附件5）：

变动内容对照环评名录无需办理环评手续的，可按本市规定采用

变更单的方式，直接简化办理排污许可证变更或重新申请（排污

信息清单除外）；变动内容需要办理环评手续且满足试点条件的，

可再次采用“一次审批”的方式进行办理；变动内容不满足试点

条件的，应依法另行办理环评和排污许可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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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要求

试点单位应依法依规落实建设项目各项生态环境管理和污

染防治主体责任；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应落实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准

入把关并加强巡查；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做好全过程审批服务指

导，落实排污许可证事中事后监管。

（一）落实排污单位主体责任

试点单位应确保建设项目符合排污许可“一次审批”试点范

围和条件，按照办事指南要求提交申请材料，按规定取得建设项

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并落实相关承诺，不得弄虚作假。

试点单位应按照排污许可证或排污信息清单载明的建设内容进

行建设，严格落实施工期和运营期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按要

求落实执行报告、自行监测、台账记录、信息公开等主体责任。

（二）强化产业园区准入把关

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应按照《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等规定履

行环境保护管理职责，强化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预防，落实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和园区规划环评生态环境准入要求，对“一次审

批”试点项目环境准入严格把关，明确准入意见，并做好事中事

后生态环境保护巡查工作。

（三）加强全过程监督管理

审批部门应加强对申请材料的审查，对不符合试点条件的建

设项目不予办理，对符合条件的核发排污许可证或排污信息清

单，并增补载明施工期环境管理要求。项目建成后应及时组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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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场核查，重点核实现场建设内容与排污许可证的一致性。

执法部门应按照本市固定污染源和排污许可证后监管有关

规定，落实以排污许可证为主要依据的执法监管要求，对试点单

位实施“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重点检查建设项目施工期

环保措施落实、环保设施“三同时”、按证排污及执行报告等主

体责任落实情况，并依法查处违法行为。监测部门应按规定对试

点单位开展执法监测，并对其自行监测落实情况、污染物排放情

况开展检查，发现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超标排放等违法情形的，

及时移交执法部门依法查处。

（四）落实试点退出机制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在排污许可证核发审查和日常监督管理

中发现试点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终止正在办理的“一次

审批”申请，且一年内不再受理该单位申请：申请材料弄虚作假

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连续两次提交的申请内容不满足试点条

件的；多次申请的同类项目合并后应编制环评报告书的；试点项

目未按照排污许可证或排污信息清单落实施工期和运营期各项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等情形的。

（五）加强组织实施与跟踪评估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高度重视试点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建

立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同，确保试点工作推进平稳有序。加强

对产业园区的指导监督，强化宣传培训，引导和鼓励排污单位积

极参与试点工作，为企业办事做好服务指导。建立台账制度，做



— 7 —

好“一次审批”项目审批、建设、投产和监督管理情况的记录。

各区生态环境部门应定期梳理试点情况，归纳经验做法，查找问

题不足，结合产业园区跟踪评估工作，每年年底将试点总结报送

市生态环境局；市生态环境局定期调度全市试点工作情况，每年

开展成效评估，适时优化完善试点政策，着力提升试点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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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深化环评与排污许可“一次审批”改革试点行业清单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试点范围
行业类别 报告书 报告表

三十二、专用设备制造业 35

70

采矿、冶金、建筑专用设备制造 351；化工、木材、非金

属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352；食品、饮料、烟草及饲料生产

专用设备制造 353；印刷、制药、日化及日用品生产专用

设备制造 354；纺织、服装和皮革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355；

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 356；农、林、牧、渔专用

机械制造 357；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 358；环保、邮

政、社会公共服务及其他专用设备制造 359

有电镀工艺的；年用溶剂型涂料（含稀释

剂）10 吨及以上的

其他（仅简单机加工的除外；年用非

溶剂型低VOCs含量涂料10吨以下的、

年用非溶剂型胶粘剂 10 吨以下的除

外）

报告表

项目

三十三、汽车制造业 36

71

汽车整车制造 361；汽车用发动机制造 362；改装汽车制

造 363；低速汽车制造 364；电车制造 365；汽车车身、挂

车制造 366；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367

汽车整车制造（仅组装的除外）；汽车用

发动机制造（仅组装的除外）；有电镀工

艺的；年用溶剂型涂料（含稀释剂）10 吨

及以上的

其他（仅简单机加工的除外；年用非

溶剂型低VOCs含量涂料10吨以下的、

年用非溶剂型胶粘剂 10 吨以下的除

外）

报告表

项目

三十四、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37

72 铁路运输设备制造 371；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 372

机车、车辆、高铁车组、城市轨道交通设

备制造；发动机生产；有电镀工艺的；年

用溶剂型涂料（含稀释剂）10 吨及以上的

其他（仅组装的除外；年用非溶剂型

低 VOCs 含量涂料 10 吨以下的、年用

非溶剂型胶粘剂 10 吨以下的除外）

报告表

项目

73 船舶及相关装置制造 373
造船、拆船、修船厂；有电镀工艺的；年

用溶剂型涂料（含稀释剂）10 吨及以上的

其他（仅组装的除外；木船建造和维

修除外；年用非溶剂型低 VOCs 含量涂

料 10 吨以下的、年用非溶剂型胶粘剂

报告表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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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试点范围

行业类别 报告书 报告表

10 吨以下的除外）

74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 374
有电镀工艺的；年用溶剂型涂料（含稀释

剂）10 吨及以上的

其他（仅组装的除外；年用非溶剂型

低 VOCs 含量涂料 10 吨以下的、年用

非溶剂型胶粘剂 10 吨以下的除外）

报告表

项目

75 摩托车制造 375

摩托车整车制造（仅组装的除外）；发动

机制造（仅组装的除外）；有电镀工艺的；

年用溶剂型涂料（含稀释剂）10 吨及以上

的

其他（仅组装的除外；年用非溶剂型

低 VOCs 含量涂料 10 吨以下的、年用

非溶剂型胶粘剂 10 吨以下的除外）

报告表

项目

76

自行车和残疾人座车制造 376；助动车制造 377；非公路

休闲车及零配件制造 378；潜水救捞及其他未列明运输设

备制造 379

有电镀工艺的；年用溶剂型涂料（含稀释

剂）10 吨及以上的

其他（仅简单机加工的除外；年用非

溶剂型低VOCs含量涂料10吨以下的、

年用非溶剂型胶粘剂 10 吨以下的除

外）

报告表

项目

三十五、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8

77

电机制造 381；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382；电线、电缆、

光缆及电工器材制造 383；电池制造 384；家用电力器具

制造 385；非电力家用器具制造 386；照明器具制造 387；

其他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389

铅蓄电池制造；太阳能电池片生产；有电

镀工艺的；年用溶剂型涂料（含稀释剂）

10 吨及以上的

其他（仅简单机加工的除外；年用非

溶剂型低VOCs含量涂料10吨以下的、

年用非溶剂型胶粘剂 10 吨以下的除

外）

报告表

项目

三十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39

78 计算机制造 391 /

显示器件制造；集成电路制造；使用

有机溶剂的；有酸洗的（以上均不含

仅简单机加工的）

报告表

项目

79 智能消费设备制造 396 / 全部（仅简单机加工的除外）
报告表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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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试点范围

行业类别 报告书 报告表

80 电子器件制造 397 /

显示器件制造；集成电路制造；使用

有机溶剂的；有酸洗的（以上均不含

仅简单机加工的）

报告表

项目

81 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398
半导体材料制造；电子化工材料

制造

印刷电路板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电子化工材料制造除外）；使用有

机溶剂的；有酸洗的（以上均不含仅

简单机加工的）

报告表

项目

82

通信设备制造 392；广播电视设备制造 393；雷达及配套

设备制造 394；非专业视听设备制造 395；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 399

/ 全部（仅简单机加工的除外）
报告表

项目

注：1.表中行业类别对应《〈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上海市实施细化规定（2021 年版）》。名录有更新的，按新名录执行。

2.表中试点范围不包括《上海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重点行业名录（2021 年版）》明确的重点行业内建设项目。其中，集成电路制造及配套项目重点行

业名录按照《关于深化环评与排污许可改革支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执行。若本市重点行业名录有更新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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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深化环评与排污许可“一次审批”改革试点

办事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在本市规划环评与建设项目环评联动产业园

区内，自愿申请参与免办环评直接办理排污许可的“一次审批”

改革试点、以及自愿申请参与优化环评分类管理园区试点的排污

单位，申请办理相关事项。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发布文件明确其他适用情形的，从其规

定。

二、办理依据

1.《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2.《排污许可管理办法》

3.《上海市排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

4.《关于进一步深化环境影响评价改革的通知》

5.《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

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6.《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7.《<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上海市实施细

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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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上海市浦东新区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9.《关于深化环评与排污许可“一次审批”改革试点的实施

方案》

三、办理机构

排污单位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的具有排污许可证核发权限

的生态环境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保税区管理局（以下

简称审批部门）。

四、办理流程

试点单位可在建设项目开工建设前，按本指南申请免于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编制和审批，直接申领排污许可证；投入运行（含

调试，下同）后，免于开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监测和编

制验收报告、以及建设项目施工期和竣工验收相关信息公示，通

过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增补记录相关信息并公开；办理“一次审

批”时可优化简化排污许可证办理，发生变动时分类办理相关手

续，将变动内容纳入排污许可证。具体如下：

（一）申请

试点单位在建设项目开工建设前，通过上海“一网通办”提

交排污许可“一次审批”申请，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合规性负责。申请材料包括：

1. “一次审批”申请单。明确建设项目基本信息、建设内

容，作出守法承诺，并取得所属园区管理机构的项目准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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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排污许可证申请表。按照对应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

发技术规范、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等文件

填报。其中，已持有排污许可证的试点单位（以下简称持证单位）

通过编制排污信息清单替代排污许可证申请表简化办理。排污信

息清单的具体适用情形、内容、格式见附件4。若排污单位实施

排污许可重点管理，还应依法提交信息公开情况说明材料。

3. 重点污染物排放量计算说明。按照试点单位建设项目重

点污染物排放量计算要点（附件3）计算重点污染物排放量并进

行说明。若根据《关于优化建设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管

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沪环规〔2023〕4号）等文件

规定，建设项目新增重点污染物排放量属于削减替代实施范围

的，还应提供新增总量削减替代来源。

4. 原辅材料成分和VOCs含量清单。若建设项目涉及挥发性

有机物排放的，应提交涉及挥发性有机物的原辅材料成分、VOCs

含量等信息。

5. 排污许可“一次审批”承诺书。排污单位法定代表人或

者主要负责人签字或者盖章的承诺书（样例附后）。

（二）受理

审批部门收到申请后对材料开展审查，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

出处理：

1. 依法不需要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的，即时告知不需要申

请取得排污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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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属于本审批部门职权范围的，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

定，并告知试点单位向有审批权的审批部门申请；

3. 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试点单位可当场

更正；

4. 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在三日内出具告知单，一次性告知

试点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

之日起即视为受理；

5. 属于审批部门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相关规定、

满足试点条件的，在 3 日内作出受理决定。

（三）审查

审批部门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排污许可管理办法》

和《上海市排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等规定开展审查，并结合实

际情况组织开展排污许可证技术评估，重点审查是否满足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和产业园区规划环评的准入要求、是否符合试点范

围、排污许可证及排污信息清单的规范性、“一次审批”申请单

的真实性等。

（四）审批决定

对实行排污许可简化管理的排污单位，审批部门自受理申请

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审批决定。对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的排污

单位，审批部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审批决定。对符

合条件的予以许可，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

审批部门自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分别向未持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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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持证单位发放加盖本审批部门印章的排污许可证和排污信息

清单（作为原排污许可证副本的附件）。

（五）变更（重新申请）

申领排污信息清单的试点单位，应在建设项目投入运行前，

通过排污许可证重新申请（变更），申请将排污信息清单相关内

容全部纳入排污许可证（副本）正文。办理期间，未发生变动的

建设内容可直接投入运行。

试点单位在完成“一次审批”后发生变动的，应按以下情形

分类办理相关手续，将变动内容纳入排污许可证。变动内容对照

环评名录无需办理环评手续的，可采用变更单等方式直接办理排

污许可证变更或重新申请（排污信息清单除外）；变动内容需办

理环评手续且满足“一次审批”试点条件的，可再次采用“一次

审批”的方式进行办理；变动内容不满足试点条件的，应依法另

行办理环评和排污许可相关手续。未重新取得相关许可前，项目

变动内容不得投入运行。

持证单位可采取以下形式简化排污许可证变更（重新申请）。

仅变更基本信息的，如试点单位的名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

或者主要负责人等，可先在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中予以载明，待

因其他原因变更（重新申请）时一并载入排污许可证。变更其他

内容的，可通过填报排污许可证变更单的方式办理，经审批部门

批准后作为原排污许可证的插页开展日常管理。排污许可证变更

单的具体适用情形、详细内容及格式见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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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试点退出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在排污许可证核发审查和日常监督管理

中发现试点单位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终止正在办理的“一次审

批”申请，且一年内不再受理该单位申请：

1. 申请材料弄虚作假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2. 连续两次提交的申请内容不满足试点条件的；

3. 多次申请的同类项目合并后应编制环评报告书的；

4. 试点项目未按照排污许可证或排污信息清单严格落实施

工期和运营期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等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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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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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排污许可“一次审批”承诺书（样例）

排污许可“一次审批”承诺书

XX 区（市）生态环境局：

我单位已了解《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深化环评与排污许可“一次审

批”改革试点工作要求及其他相关文件规定，知晓本单位的责任、权利和

义务。我单位不位于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建设区域内，不存在依法明令淘汰

或者立即淘汰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落后产品，符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和

所在园区规划环评生态环境准入要求，对所提交排污许可证申请材料的完

整性、真实性和合规性承担法律责任。

我单位自愿参与试点，按照试点要求办理排污许可“一次审批”，严

格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污染物、规范运行污染防治设施、开展自行

监测、进行台账记录并按时提交执行报告、及时公开环境信息。在排污许

可证有效期内，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总量控制要求或者地方人民

政府依法制定的限期达标规划、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发生变化时，我单位

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满足要求，并及时申请变更（重新申请）排污许可证。

一旦发现排放行为与排污许可证规定不符，将立即采取措施改正并报告生

态环境部门。我单位将自觉接受生态环境部门监管和社会公众监督，如有

违法违规行为，将积极配合调查，并依法接受处罚。

特此承诺。

单位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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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环评与排污许可“一次审批”申请单（样例）

环评与排污许可“一次审批”申请单

一、基本信息

建设单位名称

建设项目名称[1]

建设地点[2]

所属园区[3]

排污许可证编号[4]

占地面积（平方米）

建设面积（平方米）

产值（万元/年）

二、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规模[5]

建设性质[6]

行业类别及代码[7]

耗电量（万 kWh/年）

燃料消耗量[8]

耗水量（立方米/年）

环境影响评价类别[9]

环境影响评价类别描述[10]

排污许可管理类别[11]

排污许可类别描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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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单位承诺[13]

我单位做出以下承诺：

（一）我单位已经知晓试点相关文件的全部内容，申请的建设项目属于深化环评

与排污许可“一次审批”试点范围；

（二）我单位将在取得许可后，按照申请的建设内容进行建设和生产运行；若建

设项目发生变动，将根据变动情形，及时按照试点工作要求分类办理相关手续；

（三）我单位承诺本次申请办理“一次审批”所提交的材料真实、准确，并愿意承

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和退出要求。

（四）若建设项目所在区域已开展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发布管理清单的，我

单位还承诺项目符合《***单元管理清单》的准入要求。

公章：

日期：

四、所属产业园区意见[14]

1、产业政策相符性：� 符合 � 不符合

2、用地性质相符性：� 符合 � 不符合

3、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相符性（已完成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的区域，需分析与所在

环境评价单元管理清单的相符性）：� 符合 � 不符合

4、规划环评准入清单相符性：� 符合 � 不符合

5、产业控制带相符性：� 符合 � 不符合

6、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相符性：� 符合 � 不符合

7、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相符性：� 符合 � 不符合

8、属于本市明确新增总量削减替代范围的，是否已获得新增总量削减替代来源：

� 是 � 否 � 不涉及

公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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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项目名称：拟建的建设项目名称，与立项或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设计文件一致。

[2] 项目地点：明确建设项目所在位置，并附项目地点与规划产业园区、规划用地性质图的叠图。

[3] 所属园区：按照本市最新的《实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的产业园

区名单》，填写名单内所属园区的全称。

[4] 排污许可证编号：仅持证单位填写。

[5] 建设内容、规模：应简要描述建设项目基本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项目主要工艺、主要产品及

产能。

[6] 建设性质：包括新建（迁建），改、扩建，技术改造。

[7] 行业类别及代码：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及修改单填写建设项目行业

类别及代码，细化到小类（4 位行业代码及对应的行业类别）。

[8] 燃料消耗量：明确燃料类型和用量，其中，燃料类型包括天然气、柴油等，单位分别为万 m
3
/a、

t/a。

[9] 环境影响评价类别：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和环境影响登记表。纳入“一次

审批”试点范围的建设项目应填环境影响报告表。

[10]环境影响评价类别描述：应根据行业类别，明确对应《建设项目环评分类管理名录上海市实

施细化规定》的条目及环境影响评价类别判定依据。本市名录有更新的，应按最新文件实施。

填写格式示例如下：“对照三十五、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电机制造 381，项目年用溶剂

型涂料 5 吨，属于“其他”类别，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11]排污许可管理类别：包括重点管理、简化管理和登记管理。纳入“一次审批”试点范围的建

设项目相应排污单位应为重点管理或简化管理。

[12]排污许可类别描述：应根据行业类别，明确对应《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和《上

海市浦东新区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条目及排污许可类别判定依据。填写格

式示例如下：“对照三十三、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电机制造 381，项目年用溶剂型涂料 5

吨，另有清洗剂、稀释剂等涉 VOCs 有机溶剂，其中 VOCs 含量共计 11 吨，企业不属于环境重

点监管单位，因此属于简化管理。”

[13]建设单位承诺：由建设单位承诺并加盖公章。

[14]所属产业园区意见：由建设项目所在产业园区管理机构明确意见，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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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试点单位建设项目重点污染物排放量计算要点

为支撑深化环评与排污许可“一次审批”改革试点、优化环

评分类管理园区试点工作，指导试点单位在办理免办环评的排污

许可证申领或排污登记时，简化建设项目重点污染物排放量计算

并规范编制计算说明，制定本要点。

一、依据文件

1.《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HJ 942）

2.《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准则》（HJ 884）

3.《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技术指南（2022 年修订）》

4.《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

5.《关于优化建设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管理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沪环规〔2023〕4 号）

6.《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规范本市建设项目环评文件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方法的通知》（沪环评〔2023〕104 号）

7.《上海市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通用计算方法（试

行）》

二、计算范围

1. 重点污染物。本要点所指的重点污染物包括颗粒物、二

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挥发性有机物（VOCs）、化学

需氧量（COD）、氨氮（NH3-N）、总氮（TN）、总磷（TP）、铅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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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汞及其化合物、铬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物、砷及其

化合物以及按照相关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规定

应当核算许可排放量的其他污染物。

2. 排放源项。重点污染物排放量计算的源项范围包括试点

单位在正常工况下排放的废气、废水重点污染物。原则上施工期、

非正常工况（开停工及检维修等）、事故状况以及移动源（含非

道路移动机械）排放的重点污染物不纳入计算范围。试点单位的

排放源项主要包括：

废气有组织排放源项范围应覆盖试点单位的所有主要排放

口和一般排放口。特殊排放口（火炬）原则上仅核算正常工况下

助燃气体燃烧产生的重点污染物排放量，其中的挥发性有机物无

需计算。废气无组织排放源项包括按规定实施有组织收集后逸散

的无组织排放源。

废水排放源项范围包括间接向外环境排放生产废水的排放

口，不包括雨水排放口、仅排放生活污水的排放口、仅排放直流

式冷却水的排放口。

三、计算原则

重点污染物排放量计算可采用物料衡算法、系数法。物料衡

算法是指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利用物料数量或元素数量在输入端

与输出端之间的平衡关系，计算确定污染物产生量或排放量的方

法；系数法为按照《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

等文件，对照产排污系数计算确定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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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其中，废气 VOCs 和废水重点污染物排放量优先推荐采用物

料衡算法，其他污染物优先推荐采用系数法。存在上述方法无法

计算等情形的，可参照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采用类比法计

算。

若试点单位涉及挥发性有机液体储存和调和损失等无组织

源项的，应按照国家和本市相关标准规范另行计算无组织源项的

排放量。

四、计算方法

1. 废气有组织排放

试点单位可根据废气来源分别计算单个有组织废气排放口

排放量，逐项加和得到全厂重点污染物有组织废气排放量。

（1）燃烧类废气

锅炉、工业炉窑等设备产生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有组织排放量优先采用系数法，单个有组织废气排放口计算公式

如下：

（式 1-1）

其中，P 有组织—单个废气排放口有组织排放量，t/a；

Mi—计算周期内，单个排放口收集废气时，其对应的第 i个工序使用的燃料

用量，t/a；若同一工序涉及多个燃料，应加和计算；

Ki—计算周期内，单个排放口收集废气时，其对应的第 i个工序使用燃料所

对应的重点污染物产污系数，常见系数见附表 1；附表 1中未包含的，

可根据数据来源查阅相关文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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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i—第 i个工序对应废气治理设施的去除效率，若无末端治理设施，η取 0；

常见系数见附表 1；附表 1中未包含的，可根据数据来源查阅相关文件

计算；

n—汇入该排放口的工序数量。

（2）非燃烧类废气

除燃烧类废气外，其他环节产生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有组织排放量优先采用系数法，单个有组织废气排放口计算公式

如下：

（式 1-2）

其中，P 有组织—单个废气排放口有组织排放量，t/a；

Mi—计算周期内单个排放口收集废气时，其对应的第 i个工序使用原辅材料

用量，t/a；若同一工序涉及多个原辅材料，应加和计算；

Ki—计算周期内，单个排放口收集废气时，其对应的第 i个工序使用原辅材

料所对应的重点污染物产污系数，常见系数见附表 2；附表 2中未包含

的，可根据数据来源查阅相关文件计算；

Ci—第 i个工序对应废气收集措施的收集效率，常见系数见附表 3；附表 3

中未包含的，可根据数据来源查阅相关文件计算；

ηi—第 i个工序对应废气治理设施的去除效率，常见系数见附表 4；附表 4中

未包含的，可根据数据来源查阅相关文件计算；

n—汇入该排放口的工序数量。

工艺废气产生的 VOCs有组织排放量优先采用物料衡算法，计

算公式如下。若无法获取相关数据，也可按照式 1-2采用系数法。



— 26 —

（式 1-3）

其中，P 有组织—单个废气排放口有组织排放量，t/a；

Mi—计算周期内单个排放口收集废气时，其对应的第 i个工序使用的涉VOCs

原辅材料用量，t/a；若同一工序涉及多个原辅材料，应加和计算；

mi—计算周期内单个排放口收集废气时，其对应的第 i个工序使用的涉VOCs

原辅材料中 VOCs占比，%。该占比应与提交的涉 VOCs原辅材料成分

含量表数据一致；

Ci—第 i个工序对应废气收集措施的收集效率，常见系数见附表 3；附表 3

中未包含的，可根据数据来源查阅相关文件计算；

ηi—第 i个工序对应废气治理设施的去除效率，常见系数见附表 4；附表 4中

未包含的，可根据数据来源查阅相关文件计算；

n—汇入该排放口的工序数量。

2. 废气无组织排放

废气重点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是指废气收集系统排放罩（集

气罩）满足《排风罩的分类及技术条件》（GB/T16758）或车间

整体密闭等前提下，通过缝隙、接口等逸散的重点污染物排放量。

燃烧类废气无需核算无组织排放。除燃烧废气外，其他产污

环节产生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无组织排放量计算公式

如下：

（式 1-4）

其中，P 无组织—单个废气收集设施的无组织排放量，t/a；

Mi—计算周期内，单个收集设施逸散废气，其对应的第 i个工序使用原辅材



— 27 —

料用量，t/a；若同一工序涉及多个原辅材料，应加和；

Ki—计算周期内，单个收集设施逸散废气，其对应的第 i个工序使用原辅材

料所产生的重点污染物产污系数，常见系数见附表 2；附表 2中未包含

的，可根据数据来源查阅相关文件计算；

Ci—第 i个工序对应废气收集设施的收集效率，常见系数见附表 3；附表 3

中未包含的，可根据数据来源查阅相关文件计算；

n—汇入该废气收集设施的工序数量。

废气 VOCs 无组织排放量优先采用如下公式计算，也可采用系

数法按式 1-4计算：

（式 1-5）

其中，P 无组织—单个废气收集设施的无组织排放量，t/a；

Mi—计算周期内单个废气收集设施逸散废气时，其对应的第 i个工序使用的

涉 VOCs原辅材料用量，t/a；若同一工序涉及多个原辅材料，应加和；

mi—计算周期内单个废气收集设施逸散废气时，其对应的第 i个工序使用的

涉 VOCs原辅材料中 VOCs占比，%；该占比应与提交的涉 VOCs原辅

材料成分含量表材料中数据一致；

Ci—第 i个工序对应废气收集措施的收集效率，常见系数见附表 3；

n—汇入该废气收集设施的工序数量。

3. 废水排放

废水重点污染物排放量采用物料衡算法，若试点单位存在多

个生产废水治理设施或排放口，应分别计算后加和得到全厂重点

污染物废水总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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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6）

其中，E 废水—第 i个废水排放口的年排放量，t/a；

Ci—主要污染物排放限值，mg/L；

Q—第 i个废水排放口的年废水排放量，m3/a；应根据建设项目水平衡得出，

若无条件确定水平衡的，可按用水量（取水量）的 90%计算；

η—第 i个排放口对应污水治理设施的去除效率，常见系数见附表 5；若

企业无污染治理设施，η取 0。

五、计算说明

试点单位编制的建设项目重点污染物排放量计算说明，作为

申请许可排放量的依据，应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1. 基本情况

简述建设项目的主要产污工序、污染治理设施工艺、重点污

染物种类、排放去向等内容。

2. 计算过程

按照主要产污工序计算各类重点污染物的排放情况，包括污

染物产生量、有组织废气收集率、废水（废气）污染治理设施的

去除率、废水排放量等内容，并逐一列明各排放口和无组织源项

的重点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及其计算方法。若建设项目涉及“以

新带老”措施的，还应按照《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规范本市建

设项目环评文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方法的通知》（沪环评

〔2023〕104 号）要求，核算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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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结果

根据计算过程汇总建设项目的重点污染物排放量统计表，明

确项目申请的各类主要污染物许可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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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废气产污系数（燃烧类）

废气污染物 燃料 产污系数 单位 末端治理技术名称
去除效

率

锅炉

二氧化硫
天然气

0.02S[1] 千克/万立方米-燃料
/ 0

氮氧化物 3.03[2] 千克/万立方米-燃料

二氧化硫

柴油

19S[3] 千克/吨-燃料 石灰石/石灰-石膏湿法、氨法等 70%

氮氧化物 3.03 千克/吨-燃料 选择性催化还原法（SCR） 70%

颗粒物 0.26 千克/吨-燃料
文丘里、喷淋塔/冲击水浴 87%

袋式除尘 99.6%

工业炉窑

二氧化硫

天然气

0.000002S
[1]

千克/立方米-燃料 / 0

氮氧化物 0.00187 千克/立方米-燃料

选择性催化还原法 （SCR） 80%

低氮燃烧法、选择性非催化还原

法（SNCR）、烟气循环燃烧法
50%

颗粒物 0.000286 千克/立方米-燃料 / 0

二氧化硫

柴油

19S[3] 千克/吨-燃料 石灰石/石膏法、石灰/石膏法等 80%

氮氧化物 3.67 千克/吨-燃料

选择性催化还原法 （SCR） 80%

低氮燃烧法、选择性非催化还原

法（SNCR）、烟气循环燃烧法
50%

颗粒物 3.28 千克/吨-燃料
管式、板式、袋式除尘 95%

文丘里、喷淋塔/冲击水浴 85%

注：出自《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

[1] 二氧化硫的产污系数是以含硫量（S）的形式表示的，其中含硫量（S）是指气体燃料中的硫

含量，单位为毫克/立方米。例如燃料中含硫量（S）为 200毫克/立方米，则 S=200。

[2] 氮氧化物的产污系数为采用国际领先的低氮燃烧技术，NOx 排放浓度小于 60mg/m3。

[3] 二氧化硫的产污系数是以含硫量(S%)的形式表示的，其中含硫量(S%)是指燃料收到基硫分含

量，以质量百分数的形式表示。例如燃料中含硫量(S%)为 3%，则 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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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废气产污系数（非燃烧类）

废气污染物 工艺名称 产品/原料 产污系数

行业：塑料制品（292）
单位：千克/吨（万平米）-产品

VOCs

配料-混合-挤出 塑料薄膜 2.50

配料-混合-挤出 塑料板、管、型材 1.50

熔化-挤塑-拉丝 塑料丝、绳及编织品 3.76

模塑发泡 泡沫塑料 30

挤出发泡 泡沫塑料 1.50

湿法+干法+后处理 聚氨酯合成革
84

（千克/万平米）

干法+后处理 聚氨酯合成革
67.2

（千克/万平米）

配料-混合-塑化-压延/刮凃-发泡-
表面处理

PVC人造革
15.3

（千克/万平米）

配料-混合-挤出/注（吹）塑 塑料包装箱及容器
2.70

（千克/万平米）

吸塑-裁切 塑料包装箱及容器 1.90

配料-混合-挤出/注塑 日用塑料制品 2.70

配料-混合-挤出/注塑 人造草坪 2.70

造粒 改性粒料 4.60

配料-混合-挤出/注塑 塑料零件 2.70

吸塑-裁切 塑料零件 1.90

颗粒物 配料-混合-挤出 塑料板、管、型材 6.00

行业：金属制造（33）、通用设备制造（34）、专用设备制造业（35）、汽车制造业（36）、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37）

单位：千克/吨-原料（产品）

VOCs

车床加工、铣床加工、刨床加工、

磨床加工、镗床加工、钳床加工、

钻床加工、加工中心加工、数控中

心加工

切削液 5.64

发泡成型 发泡剂 5.37

糊制成型、拉挤成型、缠绕成型、

模压成型、编织成型
粘结剂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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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污染物 工艺名称 产品/原料 产污系数

粘接 粘结剂 60.0

整体热处理（淬火/回火） 淬火油 0.01

气体渗氮/渗碳/碳氮共渗 热处理件（产品） 0.01

喷胶、喷胶后烘干 密封胶、底胶 60.0

溶剂擦拭 清洗溶剂 1000

腻子烘干 腻子类 20

电泳底漆 电泳底漆 7.5

电泳底漆烘干 电泳底漆 42.5

浸底漆 底漆 212

浸底漆烘干 底漆 395

喷漆（水性中面漆+油性罩光漆）

底漆、中涂漆、面漆、罩光

漆、彩条漆、稀释剂等

230

喷漆后烘干（水性中面漆+油性罩

光漆）
40.5

喷漆（水性漆） 135

喷漆后烘干（水性漆） 15

喷漆（高固体份涂料） 289

喷漆后烘干（高固体份涂料） 72.2

喷漆（油性漆） 486

喷漆后烘干（油性漆） 121

粉末涂料喷塑后烘干 粉末涂料 1.20

颗粒物

下料（氧/可燃气切割） 钢板、铝板、铝合金板、其

它金属材料

1.50

下料（等离子切割） 1.10

下料（锯床、砂轮切割机切割）

钢板、铝板、铝合金板、其

它金属材料、玻璃纤维、其

它非金属材料

5.30

抛丸、喷砂、打磨、滚筒

钢材（含板材、构件等）、

铝材（含板材、构件等）、

铝合金（含板材、构件等）、

铁材、其它金属材料

2.19

手工电弧焊
结构钢焊条、不锈钢焊条、

铜和铜合金焊条等
20.2

二氧化碳保护焊、埋弧焊、氩弧焊 药芯焊丝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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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污染物 工艺名称 产品/原料 产污系数

二氧化碳保护焊、埋弧焊、氩弧焊 实芯焊丝 9.19

整体热处理（淬火/回火） 淬火油 200

涂腻子、腻子打磨 腻子类 166

喷塑 粉末涂料 300

行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38）（不包括 3825、384）、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39）

单位：克/千克-原料

颗粒物

焊接（回流焊）
含铅焊料（锡膏等，含

助焊剂）
2.772×10-1

焊接（手工焊）
含铅焊料（锡丝等，含

助焊剂）
3.044×10-1

焊接（波峰焊）
含铅焊料（锡条、锡块

等，不含助焊剂）
3.114×10-1

喷涂 环氧树脂漆 3.784×10-1

层压成型 半固化片、铜箔
6.489（克/平方

米）

涂粉+固化
电子粉/荧光粉、粘结剂、有

机稀释剂
6.118

干法喷涂（含固化） 塑粉、热固性粉末等 2.026

注：出自《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

附表 3 废气收集率通用系数

废气收集

方式

全封闭式

负压排风

全封闭式

正压排风[1]

负压排风

（基本密闭，偶有部分敞开）

局部排风

（集气罩等相似形式）

废气收集率 95% 80% 75% 40%

注：[1] 出自《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技术指南(2022年修订)》；其他出自《上海市工业企业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量通用计算方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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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废气治理设施去除率通用系数

污染物 治理技术 去除率

颗粒物[1]

袋式除尘 95%~99.7%

油雾净化器 90%

喷淋塔/冲击水浴 85%

文丘里 85%

二氧化硫[1]
石灰石/石灰-石膏湿法 92.5%

石灰石/石膏法 80%

氮氧化物[1]

选择性催化还原法 80%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法 50%~70%

低氮燃烧法 50%

氧化/吸收法 50%

烟气循环燃烧 50%

VOCs[2]

燃烧及其

组合技术

蓄热燃烧（RTO）、直接燃烧（TO） 90%

旋转式分子筛吸附-脱附-蓄热燃烧、旋转式分

子筛吸附-脱附-直接燃烧、蓄热催化燃烧

（RCO）

85%

旋转式分子筛吸附-脱附-蓄热催化燃烧、催化

燃烧（CO）
80%

旋转式分子筛吸附-脱附-催化燃烧 75%

活性炭吸附-脱附-蓄热燃烧、活性炭吸附-脱附-

直接燃烧
70%

活性炭吸附-脱附-蓄热催化燃烧 65%

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 60%

吸附及其

组合技术

活性炭吸附（集中再生并活化） 50%

低温等离子体/光解/光催化-一次性活性炭吸附 15%

回收及其

组合技术

冷凝-膜分离-吸附 90%

冷凝-

吸附

非轻烃（碳 5及以上）或深冷（冷凝

温度低于-80℃）
70%

轻烃（碳 4及以下）且冷冻水水冷 50%

吸附-蒸气/氮气/空气等脱附-冷凝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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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治理技术 去除率

其他技术

喷淋

吸收

DMF、DMAC废气+集中回收 80%

甲醛、甲醇、乙醇等水溶性物质 30%

非水溶性 VOCs废气 10%

生物

降解

生物滴滤 30%

生物过滤 25%

生物洗涤 20%

低温等离子体、光解、光催化、臭氧氧化 10%

注：[1] 出自《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不适用于生物质燃料。

[2] 出自《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技术指南(2022年修订)》。

附表 5 废水治理设施去除率系数

污染物 治理技术 去除效率

化学需氧

量

物理处理法、过滤分离、厌氧生物处理法 30%~35%

膜分离 90%

物理化学处理法、化学混凝法 40%

好氧生物处理法、生物接触氧化法、化学沉淀法 70%

膜分离+ SBR 类/MBR类/生物接触氧化法、膜分离+厌氧水解类+SBR

类/MBR类/生物接触氧化法
97%~98%

化学混凝法+ SBR 类/MBR类/生物接触氧化法、化学混凝法+厌氧水解

类+SBR类/MBR类/生物接触氧化法
82%~88%

氨氮
厌氧生物处理法+好氧生物处理法+物理化学法 95%

厌氧生物处理法+好氧生物处理法 60%

总磷

物理化学处理法、化学混凝法 85%

化学沉淀法 80%

好氧生物处理法、生物接触氧化法 40%

化学混凝法+SBR类/MBR类/生物接触氧化法 91%

总氮 好氧生物处理法、生物接触氧化法、厌氧水解类+生物接触氧化法 70%

注：出自《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



— 36 —

附件 4

排污信息清单（样例）
表 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1]
所属行

业及代

码[2]

主要产品及产能/主要建设内容[3] 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4]

主要生产工艺序

号

主要产品名

称/建设内容

设计生产能力/
建设规模

计量

单位
序号

主要原料/
辅料/燃料名称

设计

消耗量

计量

单位

…… （简述）

表 2 大气污染物产生、治理与排放

有

组

织

排

放

生产设施[5] 收集

措施

污染治理

设施[6] 排放口 污染物排放 监测[13]

生产线 产污设施
对应

产污

环节

收集

方式

及

效率

名

称

编

号

工

艺

性

质
[7]

名称 编号[8] 属

性[9]
高

度

污染物

种类
[11]

排放标准
预测排

放量
t/a[12]

监测

技术

监测频

次名

称

编

号
名称

编

号

名称

及编

号

浓度

限值
mg/m3

速率

限值
kg/h

**
生

产

线

（

举

例

）

01

**生
产装

置

01 投料
集气

罩，
**%

布

袋

除

尘

01 过

滤

新

建

**
排放

口

DA00
1

主

要

排

放

口

15

颗粒物 …… …… …… …… 手工 1次/年

**生
产装

置

02 包装
全密

闭，
**%

吸

附

装

置

02 吸

附

VOCs …… …… …… …… 在线 /

甲醇 …… …… …… / 手工 1次/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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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VOCs 四类污染物）排放量合计：

颗粒物 / / / …… / /
SO2 / / / …… / /
NOx / / / …… / /
VOCs / / / …… / /

无

组

织

排

放

无组织排放源[14]

无组织排放源（包括以下六种情形） 污染治理措施 污染物排放

序号 产污设施名称及编号 对应产污环节 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
污染物种

类
预测排放量

t/a[2]

1 焊接机 焊接废气 移动式滤筒除尘器 颗粒物 0（不予许可）

2 废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逸散 废水集输及处理设施排气 加盖 VOCs ……
3 有机液体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 呼吸气 浮顶罐 VOCs ……

4 冷却塔、循环水冷却系统释放 冷却塔/循环水冷却过程逸散 / VOCs ……
5 有机液体装载挥发损失 装卸废气 油气回收 VOCs ……

6 挥发性有机物流经的设备与管线组件 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泄漏 泄漏检测与修复 VOCs ……
排放量（VOCs）合计： VOCs ……

厂区内及厂界排放

位置 污染物种类[11]
排放标准 监测[13]

名称及编号 浓度限值 mg/m3 监测技术 监测频次

厂界

厂区内[5]

全

厂

废

气

污染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VOCs）排放量合计

颗粒物

SO2

NOx

V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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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水污染物产生、治理与排放

车间废

水排口

基本信息 污染治理设施[6] 排放口及相关信息 污染物排放 监测[13]

废水来源
名

称

编

号
工艺

性质
[7] 名称 编号[8] 属性[8] 排放去向

污染物

种类[11]

排放标准 预测排

放量
t/a[12]

监测技术 监测频次名称及编

号
浓度限值
mg/l

工艺废水

（举例）

生

化

装

置

01 好氧 依托

废水

总排

口

01 一般
厂区综合

污水站

总锡 …… …… …… 在线 /
总铬 …… …… …… 手工 1次/月

总镍 …… …… …… 在线 /

排放量（仅针对需许可量的一类污染物）合计： 总铬 / / …… / /

废

水

总

排

口

直

接

排

放

基本信息 污染治理设施[6] 排放口及相关信息 污染物排放 监测[13]

废水来源
名

称

编

号
工艺

性质
[7]

名

称

编

号[8]
属性
[8]

受纳

自然

水体

名称

受纳自

然水体

功能类

别

污染物

种类[11]

排放标准
预测排

放量
t/a[12]

监测技术 监测频次名称、编

号
浓度限值

……

排放量（CODcr、氨氮、总氮、总磷）合计：
CODcr / / …… / /

氨氮 / / …… / /

间

接

排

放

基本信息 污染治理设施[6] 排放口及相关信息 污染物排放 监测[13]

废水来源
名

称

编

号
工艺

性质
[7]

名

称

编

号[8]
属性
[9]

排放

去向

受纳污

水厂

名称

污染物

种类[11]

排放标准 预测

排放

量
t/a[12]

监测技术 监测频次名称、编

号
浓度限值

……

排放量（CODcr、氨氮、总氮、总磷）合计：
CODcr / / …… / /
氨氮 / / …… / /

雨水

排放口
[10]

排放口及相关信息 污染物排放 监测[13]

名称 编号[8] 受纳自然水体名称 受纳自然水体功能类别 污染物种类[11] 监测技术 监测频次

……



— 39 —

表 4 噪声排放

生产时段 厂界位置

污染物排放标准 厂界噪声排放限值 监测[13]

名称 编号
昼

间
夜间 监测技术 监测频次

□昼间 □夜间（可多选） 四周

表 5 固废污染物产生、治理与排放信息

基本信息

序号 类别 名称
危废代码/一般固废

类别
产生环节 去向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
□自行贮存□委托贮存□自行利用/处置□委托利用/处置（可多选）

自行贮存设施 自行利用设施 自行处置设施

名称及编号 贮存能力
贮存设施面

积（m2）
名称及编号 自行利用方式 自行利用危废能力 名称及编号 自行处置方式 自行处置危废能力

表 6 其他措施要求[16]

（1）施工期环保治理措施：

（2）“以新带老”措施：明确“以新带老”措施及削减量（涉及多个污染物的请分别填报）。

注：填写本表时，可按分表单独填写。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可仅填报涉及现有排污许可证变化的部分内容。此前市生态环境局相关文件中的排污信息清单格式

和内容与本文件不一致的，以本文件的格式、内容为准。

[1] 项目名称：拟建项目名称，与立项或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设计文件一致。

[2] 所属行业及代码：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及修改单填写建设项目行业类别及代码，细化到小类（4位行业代码及对应的行业类别）。

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更新，按照最新版本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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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产品名称/建设内容：涉及产品生产的项目，应填写拟生产的产品名称和产能，不涉及生产产品的项目应填写建设内容和规模；涉及储存设施的，填写

储存设施及储存能力。

[4] 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应根据设计文件填写主要原辅材料及消耗量。

[5] 生产设施信息：涉及排污许可证上载明的生产设施应填写许可证上的设施编号；新建生产线和产污设施，可填写内部编号；技术文件中未明确具体生产设

施的，可不填。

[6] 污染治理设施信息：污染治理设施应与产污环节对应，依托现有排污许可证载明治理设施的，应填写许可证上对应的编号；新增治理设施，可填写内部编

号。

[7] 排放口性质：此处填写“新建”或者“依托”，新建指的是本项目新建排污许可证未载明的排放口，依托指的是依托现有项目且排污许可证载明的排放口。

[8] 排放口编号：现有排污许可证载明的排放口，应填写许可证上对应的编号；新建排污许可证未载明的排放口，应填写企业内部编号。

[9] 排放口属性：废气排放口属性分为主要排放口、一般排放口、特殊排放口（火炬）；废水排放口属性分为主要排放口、一般排放口。

[10] 雨水排放口：本项目中若提及新建排污许可证未载明的雨水排放口，应按表中要求填写相关内容，其中排放口编号可填写内部编号。

[11] 污染物种类：应以排放口为单位，逐行逐个填写污染因子。

[12] 预测排放量：若排放口有“以新带老”，则预测排放量为本项目“预测排放量-“以新带老”削减量”；若无“以新带老”要求，即为本项目预测排放量。

[13] 监测信息：监测技术指手工监测或者在线监测；当采用手工监测时，应填写监测频次，如 1次/月，1次/季，1次/年等。

[14] 无组织排放源：为车间颗粒物无组织排放和按照本市相关文件纳入管理的挥发性无组织五个源项，不包括因有组织排放收集效率不满足 100%时产生的无组

织逸散源。

[15] 厂区内：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对厂区内污染因子（如非甲烷总烃、颗粒物等）有管控要求的，应逐个填写排放标准限值；并根据自行监测技术规范等明确监

测频次。

[16] 其他措施要求：填写建设项目施工期的环境管理要求、以及其他更新的环境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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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排污许可证变更单（样例）

变更单核发记录

排污许可证变更单核发记录

核发日期 内容/事由 审批部门（公章）

□□年□□月□□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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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证变更单申领须知

一、政策依据。本变更单根据《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排污

许可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衔接工作的通知》《深化环评与排污许可

“一次审批”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等文件的规定制定与发放。此前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文件中变更单格式、内容与本文件不一致的，以

本文件中格式、内容为准。

二、适用范围。上一年度生态环境信用评价为 A 级或 B 级、一年

内不存在因环评文件质量、排污许可证质量和执行报告问题被国家

和本市生态环境部门失信计分或通报、近三年无生态环境行政处罚

记录、无因各类环境污染问题被挂牌督办等情形的排污许可证持证

单位。

三、适用情形。对照排污许可证载明内容，在发生以下符合法律

法规和标准规范规定的变动情形前，持证单位可采用变更单的方式

简化办理排污许可证变更或重新申请。变更单不适用于对排污信息

清单或已有变更单内容变动的办理。具体包括：

（1）调整管理类别和排污单位类型；

（2）新增、删除或调整生产设施、原辅材料、污染治理设施、

固体废物种类等登记事项，且调整内容不导致废气、废水

排放去向发生变化（原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

除外）；

（3）新增、删除或调整排放口、污染因子、排放标准、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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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许可事项和自行监测、执行报告、台账记录等管理要求；

（4）其他不会导致污染物排放去向变化或排污许可核发部门认

可的情形。

四、申领要求。排污单位应对变更单内容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

排污单位可根据实际变动情况，填报对应的表单作为申请材料，无

变化的内容无需填报。

五、有效期限。变更单与相应排污许可证的有效期保持一致。当

变动内容不符合变更单适用范围和情形时，持证单位应按规定办理

排污许可证变更或重新申请，同时将全部已有变更单内容一并载入

排污许可证副本。

六、按证排污。排污单位应将通过审批的变更单作为排污许可证

的插页，按照排污许可证和变更单要求实施证后管理，严格控制污

染物排放，落实环境管理要求和各项主体责任。

七、监督管理。变更单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予以核

发，变更单和排污许可证具有同等效力。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日常

监管中发现变更单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可依法依规予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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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污单位行业和管理类别

表1 排污单位行业和管理类别表[1]

是否变动 变动前 变动后

行业类别[2]
□是 □否

管理类别 □是 □否 □重点管理 □简化管理 □重点管理 □简化管理

注：[1] 排污单位填报本表格时，对于发生变化的信息，应完整填报其变化情况；对于未发生变化的

信息，仅需要在“是否变动”处勾选“否”选项，其余内容无需填报。

[2] 新增行业类别的排污单位，在“变动前”和“变动后”均需完整填报涉及的所有行业类别，

精确到四位代码。

二、生产设施登记事项

表2-1 排污单位生产设施调整情况表

序号
变动情况

[3]

原有/新增生产设施 原有设施调整后

编号[4] 名称 参数 参数值 计量单位 参数 参数值 计量单位

1

……

注：[3] 变动情况分为新增、调整、删除三类。生产设施无变化的，无需填报本表格；对于新增和删

除的生产设施，“调整后”表单无需填报。

[4]填写生产设施编号。其中新增生产设施填写企业内部编号，原有生产设施填写排污许可证载明

的编号。

表2-2 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数量情况表

序号 密封点类型
数量[5]

变动前 变动后

1 气体阀门

2 有机液体阀门

3 法兰

4 泵

5 泄压设备

6 连接件

7 压缩机

8 搅拌器

9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10 其他

11 合计

注： [5] 填写全厂各类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变化前后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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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情况表

序号

变动

情况
[6]

编号
[7]

罐型[8]

容积

m3

内径

m
高度m[9]

物料 储存温度℃ 年周转量t/a

变动

前

变

动

后

变动

前

变动

后

变动

前

变动

后

变动

前

变动

后

1

……

注：[6] 变动情况分为新增、调整、删除三类。生产设施无变化的，无需填报本表格；对于新增和删

除的生产设施，“调整后”表单无需填报。

[7] 填写储罐编号。新增储罐填写企业内部编号，原有储罐填写排污许可证载明的编号。

[8] 罐型可选择：分压力罐、内浮顶罐、外浮顶罐、立式固定顶罐、卧式固定顶罐。

[9] 仅固定顶罐需填报本列。

三、产品产能登记事项

表3 排污单位产品及产能调整情况表

序号 变动情况[10]
原有/新增产品 原有产品调整后

名称 生产能力 计量单位 生产能力 计量单位

1

……

注：[10] 变动情况分为新增、调整、删除三类。无变化的产品，无需填写本表；新增和删除的产品，

“调整后”表单无需填报。

四、原辅材料、燃料登记事项

表4 排污单位原辅材料及燃料调整情况表

序号 变动情况[11] 原有/新增原辅材料、燃料 原有物料调整后

名称 设计消耗量 计量单位 设计消耗量 计量单位

1

……

注：[11] 变动情况分为新增、调整、删除三类。排污单位燃料、原料、辅料变化情况均填入此表。对

于未发生变化的原辅材料和燃料，无需填写本表；对于新增和删除的原辅材料和燃料，“调整后”表

单无需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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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排污环节登记事项

表5-1 排污单位废气产排污环节调整情况表

新增废气产排污环节[12]/无组织排放改造[13]/废气污染治理工艺调整[14]

序号

生产设

施编号
[15]

生产

设施

名称

排放形式
[16]

原有/新增污染治理设施 治理设施调整后

污染物

种类[17]

排放口编

号[15]

污染治理

设施编号
[15]

污染

治理

设施

名称

治理工艺

（无组织排放

控制措施）

是否可

行技术

污染治理

设施编号
[15]

污染治

理设施

名称

治理

工艺

是否可

行技术

1

□有组织

排放

□无组织

排放

□是

□否

□是

□否

2

……

注：[12] 对于新增废气有组织排放情形，除“治理设施调整后”表单的四列内容外，其余内容均需完整填报；对于新增废气无组织排放情形，除“治

理设施调整后”和“排放口编号”表单的五列内容外，其余内容均需完整填报。

[13] 对于无组织排放改造为有组织排放情形，“原有/新增污染治理设施”表单中的“治理工艺”（无组织控制措施）和其余内容均需填报。

[14] 对于废气污染治理工艺调整情形，需完整填报表单所有内容。

[15] 新增生产设施/污染治理设施/排放口填写企业内部编号，原有生产设施/污染治理设施/排放口填写排污许可证载明的编号。仅废气污染治理工

艺调整的，编号调整前后应保持一致。

[16] 填写变化后的排放形式。

[17] 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口填写企业内部编号，现有排污许可证中载明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口填写排污许可证中的编号。



— 47 —

表5-2 排污单位废水产排污环节调整情况表[18]

新增废水产排污环节/废水污染治理工艺调整

序号 废水类别[19] 废水去向
排放形

式[20]

原有/新增污染治理设施 治理设施调整后

污染物

种类[22]

排放口

编号[23]

污染治

理设施

编号[21]

污染治

理设施

名称

治理

工艺

是否

可行

技术

污染治

理设施

编号[21]

污染治

理设施

名称

治理

工艺

是否

可行

技术

1

□工艺废水

□生活污水

□初期雨水

□循环冷却排污水

□纯水制备废水

□清洗废水

□综合废水

□其他废水

□排至厂内综合

污水处理站

□排入城镇污水

处理厂

□排入环境水体

□不外排（包括回

用、回灌等）

□间接

排放

□直接

排放

□是

□否

□是

□否

2

……

注：[18] 对于新增废水产排污情形，除“治理设施调整后”表单四列内容外，其余内容均需完整填报；对于废水污染治理工艺调整情形，需完整填

报表单所有内容。

[19] 对于新增废水产排污情形，每种新增废水类别均需要单独填报。

[20] 填写每股废水的排放方式。

[21] 新增污染治理设施填写企业内部编号，原有污染治理设施填写排污许可证载明的编号。仅废水污染治理工艺调整的，编号调整前后应保持一致。

[22] 新增废水类别，填写相应的污染因子；原有废水污染因子经论证不再产生的，填写变化后该废水类别剩余的污染因子。

[23] 新增水污染物排放口填写企业内部编号，现有排污许可证中载明的水污染物排放口填写排污许可证中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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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业固体废物登记事项

表6 排污单位工业固体废物调整情况表

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序号
变动情

况[24]

固体废

物名称

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类别[25] 代码[26] 危险特

性[27]

物理性状
[28]

产生环节
[29] 去向

1

□自行贮存

□自行利用

□自行处置

□委托贮存

□委托利用

□委托处置

……

注：[24] 变动情况分为新增、删除二类；对于未发生变化的固体废物，无需填写本表格。

[25]新增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类别分为第Ⅰ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第Ⅱ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写。

[26] 危险废物的代码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填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代码按照

国家和本市相关要求填报；若国家发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制定指南后，按其填报。

[27] 仅危险废物填写，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对应的危险特性填写。

[28] 物理性状为固体废物在常温、常压下的物理状态，包括固态（固态废物，S）、半固态（泥态废

物，SS）、液态（高浓度液态废物，L）、气态（置于容器中的气态废物，G）。

[29] 产生环节指产生该种工业固体废物的设施、工序、工段或车间名称等。工业固体废物治理排污单

位接收外单位工业固体废物的，填报“外来”。

七、工业噪声登记事项

表7 排污单位产噪环节调整情况表

序号 变动情况[30] 产噪单元编

号
产噪单元名称

主要产噪设

施及数量

主要噪声污染防

治设施及数量

1

……

[30] 变动情况分为新增、删除二类；对于未发生变化的产噪设备，无需填写本表格。

八、附图

图一 生产工艺流程图（调整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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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生产厂区总平面布置图（调整后，如有）

图三 自行监测点位图（调整后，如有）

图四 主要产噪设施和主要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分布图（调整后，如有）

九、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事项

（一）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口

表9-1.1 大气污染物排放口许可事项表

排放口变化情形 □新增排放口 □原有排放口调整

有组织排放口[30]

内容 是否变动 变动前 变动后

排放口名称 □是 □否

排放口编号 □是 □否

排放口类别 □是 □否
□主要排放口

□一般排放口

□主要排放口

□一般排放口

污染物种类 □是 □否

污染物排放标准及编号 □是 □否

排气筒高度（m） □是 □否

排气筒出口内径（m） □是 □否

排放口坐标（经度） □是 □否 ° ′ ° ′

排放口坐标（纬度） □是 □否 ° ′ ° ′

污染物排放许可信息[31]

污染物排放种类 排放标准及编号
许可排放浓度

（mg/Nm3）

许可排放速率

（kg/h）
是否变动

…… □是 □否

…… □是 □否

…… □是 □否

注：[30] 应按本表单逐个填写新增或调整的排放口，表格序号按顺序依次递增，自行编制。当新增排

污许可证中未载明的排放口时，仅需填写“变动后”一列内容。当为调整排放口相关信息时，除排放

口坐标外，其他内容应完整填报。排放口坐标（经度和纬度）发生变化时应填写。

[31] 需按照表单中的排放口逐个因子填报排放标准及限值，并在“是否变动”一列中选“是”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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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许可事项

表9-2.1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许可事项表[32]

无组织排放变化情形 □新增排放环节 □原有排放环节调整

无组织排放[33]

是否变动 变动前 变动后

无组织排放源名称[34]
□是 □否

污染防治设施 □是 □否

污染物种类 □是 □否

污染物排放标准及编号 □是 □否

无组织排放许可信息[35]

无组织排放源编号[36] 污染物排放种类 排放标准及编号
许可排放浓度

（mg/Nm3）
是否变动

…… …… □是 □否

…… …… □是 □否

注：[32] 应按表单逐个填写新增或调整的无组织排放源，表格序号按顺序依次递增，自行编制。

[33] 当新增无组织排放源时，仅需填写“变动后”一列内容；当为调整无组织排放源相关信息时，应

完整填报所有表格信息。

[34] VOCs无组织排放源包括“设备与管线组件密封点泄漏检测与修复”、“挥发性有机液体常压储罐

呼吸”、“有机液体装载及分装废气”、“废水集输及处理设施排气”、冷却塔/循环水冷却过程逸

散；其他无组织排放环节包括“厂界”、“厂区内”等。

[35] 无组织排放许可信息：需按表中各无组织排放源逐个填写污染物种类、排放标准及限值，并在“是

否变动”一列中选“是”或“否”。

[36] 新增无组织排放源（设施）填写企业内部编号，原排污许可证中载明的无组织排放设施（设施）

填写排污许可证中的编号。

（三）大气污染物许可排放量

表9-3 大气污染物许可排放量（t/a）[37]

序号 污染物排放种类
年许可排放量

变动前 变动后

1

有组织

颗粒物

2 二氧化硫

3 氮氧化物

4 挥发性有机物

5 无组织 设备管线与组件（包含采样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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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机液体装载

7 储罐

8 废水集输

9 冷却塔

10 工艺无组织（仅延迟焦化）

11 无组织挥发性有机物共计

注：[37] 当表中污染因子许可排放量有一个或多个发生变化时，其他未变化的污染因子也应逐个填报

许可排放量。其中，有变化的，“变动后”一列的排放量必填；有组织排放按污染因子的许可排放总

量填写，无组织排放按排放源的许可总量逐个填写，并汇总。

十、水污染物排放许可事项

（一）水污染物排放口

表10-1.1 水污染物排放口许可事项表[38]

排放口变化情形 □新增排放口 □原有排放口调整

废水污染物排放口[39]

是否变动 变动前 变动后

排放口名称 □是 □否

排放口编号 □是 □否

排放口类别 □是 □否

□ 主要排放口-总排放口

□ 主要排放口-车间排放口

□ 一般排放口-总排放口

□ 一般排放口-车间排放口

□ 一般排放口-生活污水单

独排放口

□ 主要排放口-总排放口

□ 主要排放口-车间排放口

□ 一般排放口-总排放口

□ 一般排放口-车间排放口

□ 一般排放口-生活污水单

独排放口

污染物种类 □是 □否

污染物排放标准及编号 □是 □否

排放口坐标（经度） □是 □否 ° ′ ° ′

排放口坐标（纬度） □是 □否 ° ′ ° ′

废水类别[40]
□是 □否

□工艺废水

□生活污水

□初期雨水

□循环冷却排污水

□纯水制备废水

□清洗废水

□综合废水

□其他废水

□工艺废水

□生活污水

□初期雨水

□循环冷却排污水

□纯水制备废水

□清洗废水

□综合废水

□其他废水



— 52 —

污染物排放许可信息[41]

污染物排放种类
排放标准及

编号
许可排放浓度（mg/L） 是否变动

…… □是 □否

…… □是 □否

雨水排放口信息[42]

是否变动 变动前 变动后

排放口名称 □是 □否

排放口编号 □是 □否

受纳自然水体名称 □是 □否

受纳自然水体功能目标 □是 □否

汇入受纳自然水体处

地理坐标（经度）
□是 □否

汇入受纳自然水体处

地理坐标（纬度）
□是 □否

注：[38] 应按本表单逐个填写新增或调整的排放口，表格序号按顺序依次递增，自行编制。

[39] 当新增排污许可证中未载明的排放口时，仅需填写“变动后”一列内容。当为调整排放口相关信

息时，除排放口坐标外，其他内容应完整填报；排放口坐标（经度和纬度）发生变化时应填写。

[40] 填写废水类别变化前后的情形。“变动前”和“变动后”的废水种类可多选。

[41] 需按表单中的排放口逐个因子填报该排放口排放标准及限值，并在“是否变动”一列中选“是”

或“否”。

[42] 应按本表单逐个填写新增或调整的雨水排放口。新增雨水排放口填写企业内部编号，现有排污许

可证中载明的雨水排放口填写排污许可证中的编号。

（二）水污染物许可排放量

表10-2 水污染物许可排放量[43]

序号 污染物排放种类
年许可排放量（单位：t/a）

变动前 变动后

1 COD

2 氨氮（NH3-N）

3 总氮

4 总磷

5 一类污染物

注：[43] 当表中污染因子许可排放量有一个或多个发生变化时，其他未变化的污染因子也应逐个填报

许可排放量。其中，有变化的，“变动后”一列的排放量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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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工业固体废物许可管理事项

表11-1 工业固体废物自行贮存/利用/处置设施信息表[44]

变化情形 □新增自行贮存/利用/处置设施 □原有设施调整

自行贮存/利用/处置设施基本信息[45]

是否变动 变动前 变动后

名称 □是 □否

国家编号 □是 □否

类型 □是 □否
□自行贮存设施

□自行利用/处置设施

□自行贮存设施

□自行利用/处置设施

贮存能力（针对贮存设施） □是 □否

注：[44] 应按照新增或调整的自行贮存/利用/处置设施逐个填写，表格序号按顺序依次递增，自行编

制。

[45]新增自行贮存/利用/处置设施的，仅需填写“变动后”一列的相关内容。

十二、工业噪声许可许可管理事项

表12-1 工业噪声执行标准表

变化情形 □排放标准调整 □生产时段调整

类别 是否变动 变动前 变动后

排放标准名称及编号 □是 □否

生产时段 □是 □否

表12-2 工业噪声许可管理要求

变化情形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调整 □工业噪声许可排放限值调整

类别 是否变动 变动前 变动后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是 □否

昼间工业噪声许可排放限值

（等效声级）
□是 □否

夜间工业噪声许可排放限值

（等效声级）
□是 □否

夜间工业噪声许可排放限值

（最大声级）
□是 □否

夜间工业噪声许可排放限值

（偶发噪声最大声级）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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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自行监测要求

表11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要求表[46]

废气有组织排放/废水排放口[47]

序号
编号

（排污许可证中的编号或企业内部编号）
污染物

自行监测频次[47]

变动前 变动后

1

……

废气无组织排放

序号
编号

（排污许可证中的编号或企业内部编号）
污染物

自行监测频次[47]

变动前 变动后

1 厂界

2 厂区内

……

雨水

序号
编号

（排污许可证中的编号或企业内部编号）
污染物

自行监测频次[47]

变动前 变动后

1

……

噪声

序号 噪声监测点位 污染物
自行监测频次

变动前 变动后

1 噪声 1次/季 1次/季

……

土壤

序号 土壤监测点位 污染物
自行监测频次

变动前 变动后

1

……

地下水

序号 地下水监测点位 污染物
自行监测频次

变动前 变动后

1

……

注：[46] 排放口或无组织源项、监测点位等的自行监测频次有新增或调整的，应逐个填入本表。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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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放口或无组织源项编号、污染物种类应与表8-1、表9-1相匹配。

[46]自行监测频次若由“自动”调整为“手工”，变动前填写“自动”，变动后填写手工监测频次，

如1次/月，1次/季，1次/年等；若仅调整手工监测频次，应填写变动前后的频次；排放口取消或污染

因子取消的，变化后的监测频次填“/”。

十四、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

表12 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要求表[48]

序号
记录内容 记录频次

是否变化 变化后要求 是否变化 变化后要求

1 □是 □否 □是 □否

……

注：[48]当表中记录内容或记录频次发生变化时，应完整填报相应的频次和对应的要求，并明确是否

发生变化。

十五、执行报告上报要求

表13 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上报要求表[49]

序号
上报内容 上报频次

是否变化 变化后要求 是否变化 变化后要求

1 □是 □否 □是 □否

……

注：[49] 当表中上报内容或频次发生变化时，应完整填报相应的频次和对应的要求，并明确是否发生

变化。

十六、环境信息公开要求

表14 排污单位环境信息公开要求表

序号
信息公开要求

是否变化 变化后要求

1 □是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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