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年度行政检查频次总上限：市、县生态环境部门，每级每年度最多入企2次，年度检查总频次不超过4次，特殊规定的除外。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法定实施主体 行使层级 第一责任层级

1
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的现场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
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现场检查的
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十六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
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通过现场检查、自动监测、遥感
监测、无人机巡查、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者应当配合检查，如实反映情
况，提供必要的资料，不得拒绝、阻挠检查。实施现场检查的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
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发现被检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造成
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可以对排放污染物的设施、设备依法实施查
封、扣押。
《石家庄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条  市、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负责对辖区内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单位应当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必要资料。检查部门应当为被检查单位保守商业秘密。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2
对湿地的保护、修复、
利用等活动进行监督检
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草
原、自然资源、水行政、住房城乡建设、生态环境、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应当依照本法规定，按照职责分工对湿地的保护、修复、利用等活动进
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破坏湿地的违法行为。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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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法定实施主体 行使层级 第一责任层级

3
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
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通
过现场检查监测、自动监测、遥感监测、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放大
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者应
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
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4
对储油库、加油站和油
罐车等油气回收装置运
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七条 储油储气库、加油加
气站、原油成品油码头、原油成品油运输船舶和油罐车、气罐车等，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油气回收装置并保持正常使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四）储油储气库、
加油加气站和油罐车、气罐车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并正常使用
油气回收装置的。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5

对新生产、销售机动车
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
污染物排放状况的监督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二条　机动车、非道路移动
机械生产企业应当对新生产的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排放检验。
经检验合格的，方可出厂销售。检验信息应当向社会公开。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通过现场检查、抽样检测等方
式，加强对新生产、销售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
的监督检查。工业、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予以配合。
《河北省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第十四条   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通过现场检查、抽样检测等方式，加强对新生产、
销售的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的监督检查。工业
和信息化、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6

在机动车集中停放地、
维修地对在用机动车的
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进
行监督抽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在机动车集中停放地、维修地对在用机动车的
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抽测；在不影响正常通行的情况下，可以
通过遥感监测等技术手段对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状
况进行监督抽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配合。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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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法定实施主体 行使层级 第一责任层级

7
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的排放检验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四条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应当依法通过计量认证，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机动车排放检验设备，
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的规范，对机动车进行排放检验，并
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实现检验数据实时共享。机动车排放检验机
构及其负责人对检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的排放检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8
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大
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
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六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
当会同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农业行政、水行政等有关部门对非道
路移动机械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检查，排放不合格的，不得
使用。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9
对农田灌溉用水水质进
行监测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八条　禁止向农用地排放重
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污泥，以及可能造成土壤
污染的清淤底泥、尾矿、矿渣等。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畜禽粪便、沼渣、沼液等收集、
贮存、利用、处置的监督管理，防止土壤污染。
农田灌溉用水应当符合相应的水质标准，防止土壤、地下水和农产品污
染。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农业农村、水利主管部门
加强对农田灌溉用水水质的管理，对农田灌溉用水水质进行监测和监督
检查。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10
对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
施的出水水质和水量进
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条　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排放水污染物，应当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应当对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
水水质负责。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和水量进行
监督检查。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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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法定实施主体 行使层级 第一责任层级

11

对核技术利用、伴生放
射性矿开发利用中的放
射性污染防治进行监督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十一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互通信
息，密切配合，对核设施、铀（钍）矿开发利用中的放射性污染防治进
行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其他有关部门，按
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互通信息，密切配合，对本行政区域内核技术
利用、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中的放射性污染防治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监督检查人员进行现场检查时，应当出示证件。被检查的单位
必须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监督检查人员应当为被检查单位
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对涉及国家秘密的单位和部位进行检查时，
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守国家秘密的规定，依法办理有关审批手续。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12
对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
产、销售、使用和进出
口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有
关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和各自的职责对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销
售、使用和进出口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13
对排污许可落实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　排污单位应当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监督检查，如实反映情况，并按照要求提供排污许可证、环境管理台
账记录、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自行监测数据等相关材料。
禁止伪造、变造、转让排污许可证。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14
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
理活动的监督检查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通过书面核查和实地检查等方式，加强对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活动的监督检查。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15
对建设项目三同时落实
情况的监督检查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验收、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情况，
以及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16
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
监督检查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六条　从事畜禽养殖以及畜禽养殖废
弃物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活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的要求，并依法接受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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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法定实施主体 行使层级 第一责任层级

17
对本行政区域内地方级
自然保护区的监督检查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办法》第二十一条　省级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监督检查，可以参
照本办法执行。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执法检查内容，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在执法检查中发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有违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规定行
为的，可以将有关情况逐级上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由国务
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经核实后依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18

对已登记的温室气体自
愿减排项目与核证自愿
减排量的真实性、合规
性组织开展监督检查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第三十四条　生态环境部负
责指导督促地方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及相关活动开展监督检查，查
处具有典型意义和重大社会影响的违法行为。
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对已登记的温室气体自愿减
排项目与核证自愿减排量的真实性、合规性组织开展监督检查，受理对
本行政区域内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提出的公众举报，查处违法行为。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19 生态环境问题暗访暗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
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现场检
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20
对排污许可证质量、执
行报告落实情况组织开
展监督检查

　生态环境部令《排污许可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应当定期组织开展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落实情况的检查，重点检查排污
单位提交执行报告的及时性、报告内容的完整性、排污行为的合规性、
污染物排放量数据的准确性以及各项管理要求的落实情况等内容。排污
许可证执行报告检查依托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开展。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可以要求排污单位补充提供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自行监测数据
等相关材料，必要时可以组织开展现场核查。
第四十二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排污许可证质量管理，建立质
量审核机制，定期开展排污许可证质量核查。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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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法定实施主体 行使层级 第一责任层级

21
对企业开展自行监测质
量核查

《河北省环境监测管理条例》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监测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重点排
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一）未按照规
定安装使用自动监测设备，或者未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
的；（二）不正常运行自动监测设备的；（三）破坏、损毁或者擅自拆
除、闲置自动监测设备的；（四）未按照规定向社会公开自动监测数据
的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22
对社会监测机构数据质
量开展监督检查

《河北省环境监测管理条例》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监测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态环境
监测机构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出具虚假监测报告的，由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移
送相关资质认定部门依法撤销其资质认定证书。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23
对排污单位开展执法监
测

《河北省环境监测管理条例》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监测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十四条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环境执法监测、突发环境
事件监测等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24
对放射性同位素、射线
装置的安全和防护工作
实施监督管理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本条例的规
定，对本行政区域内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工作实施监
督管理。《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第四十二
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
装置生产、销售、使用活动的类别，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监督检查计划。
监督检查计划应当按照辐射安全风险大小，规定不同的监督检查频次。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25
对依法颁发辐射安全许
可证的单位进行监督检
查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省级以
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其依法颁发辐射安全许可证的单位
进行监督检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委托下一级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颁发辐射安全许可证的，接受委托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
对其颁发辐射安全许可证的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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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法定实施主体 行使层级 第一责任层级

26

输变电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三同时”及竣工环
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督检
查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验收、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情况，
以及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第四
条：环境保护部和省级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对下级环境保护部门的事中事
后监督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对环境保护部和省级环境保护部门审
批的跨流域、跨区域等重大建设项目可直接进行监督检查。市、县级环
境保护部门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所有建设项目的事中
事后监督管理。实行省以下环境保护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试点的
地区，按照试点方案调整后的职责实施监督管理。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27 废旧金属熔炼企业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验收、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情况，
以及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28
通信基站环境保护工作
监督检查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验收、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情况，
以及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通信基站环境保护工作备忘录》第三条：各地通信行业主
管部门督促各运营商和铁塔公司切实开展环境保护工作，并与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定期对各运营商和铁塔公司联合开展监督检查。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29

对从事可能造成土壤污
染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
现场检查、取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七条：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
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
从事可能造成土壤污染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
检查、取样，要求被检查者提供有关资料、就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30

对重点排放单位温室气
体排放及碳排放配额清
缴履约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七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
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重点排放单位等交易
主体、技术服务机构进行现场检查。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进行现场检查，可以
采取查阅、复制相关资料，查询、检查相关信息系统等措施，并可以要
求有关单位和个人就相关事项作出说明。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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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法定实施主体 行使层级 第一责任层级

31
对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
护红线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本行政区域内各类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进行监督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五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风景名胜区的有关监督管
理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第四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草
原、自然资源、水行政、住房城乡建设、生态环境、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应当依照本法规定，按照职责分工对湿地的保护、修复、利用等活动进
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破坏湿地的违法行为。
《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工作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省级及省级以下
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日常监
督。监督内容包括：（一）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
的指示批示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
部署的落实情况；（二）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的执
行情况；（三）自然保护地相关规划中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四）自然保护地内的生态环境保护状况，涉及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违
法违规行为的处理整改情况；（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省级及省级以
下生态环境部门实施监督的其他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九条：国家在重点生态功能区、
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办法（试行）》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生
态环境部门开展的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工作。第七条第二款：生
态环境部门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实行严格的生态环境监督

。第十一条：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破坏的执法工作，依照相关法律法
规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相关规定开展。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
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第三条严格生态保护
红线监管（二）加大监管力度。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
强化对生态保护红线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严
格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实施监督；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做好生态环境
监督工作；各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重点抓好自然保护地的监督管理。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
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冀自然资发〔2024〕4号）》第五条严格生态
保护红线监管（一）压实监管责任。市县党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的主体责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相
关综合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前提条件，加强监督管理，维护生态安全。各
级自然资源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切实抓好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工作。自然
资源部门要严格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实施监督；生态环境部门要严格生态
环境监督；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重点抓好自然保护地的监督管理。发展
改革、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应急
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能，做好生态保护红线内相关有限人为活动的管
理。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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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主体

法定实施主体 行使层级 第一责任层级

31
对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
护红线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本行政区域内各类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进行监督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五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风景名胜区的有关监督管
理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第四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草
原、自然资源、水行政、住房城乡建设、生态环境、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应当依照本法规定，按照职责分工对湿地的保护、修复、利用等活动进
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破坏湿地的违法行为。
《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工作暂行办法》第十一条：省级及省级以下
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日常监
督。监督内容包括：（一）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
的指示批示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
部署的落实情况；（二）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的执
行情况；（三）自然保护地相关规划中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四）自然保护地内的生态环境保护状况，涉及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违
法违规行为的处理整改情况；（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省级及省级以
下生态环境部门实施监督的其他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九条：国家在重点生态功能区、
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办法（试行）》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生
态环境部门开展的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工作。第七条第二款：生
态环境部门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有限人为活动实行严格的生态环境监督

。第十一条：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破坏的执法工作，依照相关法律法
规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相关规定开展。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
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第三条严格生态保护
红线监管（二）加大监管力度。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
强化对生态保护红线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严
格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实施监督；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做好生态环境
监督工作；各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重点抓好自然保护地的监督管理。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
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冀自然资发〔2024〕4号）》第五条严格生态
保护红线监管（一）压实监管责任。市县党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的主体责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相
关综合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前提条件，加强监督管理，维护生态安全。各
级自然资源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切实抓好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工作。自然
资源部门要严格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实施监督；生态环境部门要严格生态
环境监督；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重点抓好自然保护地的监督管理。发展
改革、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应急
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能，做好生态保护红线内相关有限人为活动的管
理。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32
对企业环境风险防范和
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进行检查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应当对企业事业单位环境风险防范和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
行抽查或者突击检查，将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且整治不力的企业信息
纳入社会诚信档案, 并可以通报行业主管部门、投资主管部门、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以及有关金融机构。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33

对水污染物排放单位
（含责任主体入河排污
口设置）贯彻执行水污
染防治法律法规情况的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
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
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
加强对入河排污口的现场检查，必要时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联合监督
检查。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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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法定实施主体 行使层级 第一责任层级

34 扬尘污染防治督导帮扶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
权通过现场检查监测、自动监测、遥感监测、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
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
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35 臭氧污染防治督导帮扶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
权通过现场检查监测、自动监测、遥感监测、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
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
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36
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督
导帮扶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
权通过现场检查监测、自动监测、遥感监测、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
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
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二款；违反本法
规定，拒不执行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或者建筑物拆除施工等重污染天气
应急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处一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37 环境舆情案件核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
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现场检
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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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法定实施主体 行使层级 第一责任层级

38
全市涉水排污单位生态
环境执法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
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
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检查
机关有义务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在检查中获取的商业秘密。
第五十条：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水污染物，应当符合国家或者
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应当对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
水水质负责。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和水量进行
监督检查。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39
全市持证（采矿许可
证）矿山生态环境执法
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
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现场检查的
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五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矿产资源勘查、
开采和矿区生态修复等活动的监督检查，依法及时查处违法行为。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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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法定实施主体 行使层级 第一责任层级

40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

环境执法检查

《河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毁损、擅自
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护栏围网、地理界标和警示标志的，由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

状，可以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四条：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
设置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处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

担，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产整治。
除前款规定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
设置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拆除，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所
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可以责令停产整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十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

或者关闭：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

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的；
（二）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

项目的；
（三）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

目，或者改建建设项目增加排污量的。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或者组织进行旅游、垂钓或者
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在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游泳、垂钓或者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
的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可以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禁止
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处 3 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
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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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法定实施主体 行使层级 第一责任层级

40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

环境执法检查

《河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毁损、擅自
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护栏围网、地理界标和警示标志的，由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

状，可以处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四条：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
设置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处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

担，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产整治。
除前款规定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
设置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拆除，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所
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可以责令停产整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十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

或者关闭：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

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的；
（二）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

项目的；
（三）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

目，或者改建建设项目增加排污量的。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或者组织进行旅游、垂钓或者
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在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游泳、垂钓或者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
的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可以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禁止
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处 3 万元
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
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41
对排放噪声的单位或者
场所进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
其他负有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噪声的单位或
者场所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不得拒绝或者阻挠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42

对从事产生、收集、贮
存、运输、利用处置固
体废物等活动的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进行
现场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六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有权对从事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
处置固体废物等活动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
应当如实反映情况，并提供必要的资料。
实施现场检查，可以采取现场监测、采集样品、查阅或者复制与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相关的资料等措施。检查人员进行现场检查，应当出示
证件。对现场检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应当保密。
《尾矿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第四条地方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尾矿污染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按照职责分
工，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从事医疗废
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中的环境污染防治工作进行定期监督检查或
者不定期的抽查。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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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法定实施主体 行使层级 第一责任层级

43
化学物质环境信息统计
调查数据质量抽样审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十四条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由国务院有关部
门制定。统计调查对象属于本部门管辖系统的，报国家统计局备案；统
计调查对象超出本部门管辖系统的，报国家统计局审批。
关于印发《化学物质环境信息调查统计制度》的通知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44
年度市级清洁生产审核
复核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第二十七条 企业应当对生产和服
务过程中的资源消耗以及废物的产生情况进行监测，并根据需要对生产
和服务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企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
情况进行监督，必要时可以组织对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效果进行评估验
收，所需费用纳入同级政府预算。承担评估验收工作的部门或者单位不
得向被评估验收企业收取费用。
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河北省清洁生产审核复核工作的通知》（冀环
科教函〔2021〕688号）要求，由省级负责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部门及
市级负责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部门负责组织专门技术力量开展，所需费
用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按照年度清洁生产审核时间步骤要求，在企
业完成清洁生产审核验收后两个月内开展复核工作。从验收合格企业中
随机抽取复核企业，省级负责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部门复核比例不低于 
20%，现场复核比例不低于5%;市级负责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部门复核比
例不低于50%，现场复核比例不低于25%。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 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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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法定实施主体 行使层级 第一责任层级

45
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评
估验收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第二十七条 企业应当对生产和服
务过程中的资源消耗以及废物的产生情况进行监测，并根据需要对生产
和服务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一）污染物
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虽未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
定的排放标准，但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
（二）超过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标准构成高耗能的；（三）使用有毒
、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物排放
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企业，应当按照环境保护相关法律
的规定治理。
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应当将审核结果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负责清洁生产综合协调的部门、环境保护部门报告，并在本
地区主要媒体上公布，接受公众监督，但涉及商业秘密的除外。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对企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
情况进行监督，必要时可以组织对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效果进行评估验
收，所需费用纳入同级政府预算。承担评估验收工作的部门或者单位不
得向被评估验收企业收取费用。
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清洁生产综合协调部门、环境
保护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46
核技术利用和伴生放射
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
辐射监测情况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
责，互通信息，密切配合，对本行政区域内核技术利用、伴生放射性矿
开发利用中的放射性污染防治进行监督检查。《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
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第十三条：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负责对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必要时，省级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监督性监测工作。

生态环境部门 省级、市级、县级 市级或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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