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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海洋环

境保护法》）有关要求，强化入海排污口监管，推动海洋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海洋生态环境司（以下简称海洋司）组织

编制了《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编制背景 

入海排污口是连通陆地和海洋的关键节点，加强入海排污口监

管，对于从源头上减轻污染物排海压力、推进美丽海湾建设、保障

海洋生态环境安全等具有重要意义。 

编制入海排污口管理办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排污

口改革部署和有关法律法规的重要举措。《海洋环境保护法》要求

“入海排污口位置的选择，应当根据海洋功能区划、海水动力条件

和有关规定，经科学论证后，报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备案”。2022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

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国办意

见》），明确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制定排污口监督管理规定及技术规

范，指导督促各地排查现有排污口，规范审批新增排污口，加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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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管理”。 

编制入海排污口管理办法是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入海排污口全链

条监督管理的迫切需要。2019 年起，生态环境部率先在渤海组织开

展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采取无人机遥感、人工徒步排查、

专家质控核查等“三级排查”方式，共排查出 1.8 万余个入海排污口。

同时，其他沿海地区陆续启动排查工作。随着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

工作的不断推进，掌握的入海排污口数量大幅增加且类型多样，对

于排查出的大量入海排污口如何纳入日常监管，以及入海排污口监

管在备案程序、规范化设置、执法监测、监督检查等方面的具体要

求有哪些，急需通过出台管理办法进行确定。 

二、编制过程 

2019 年 6 月，海洋司组织海洋中心成立编制组，通过前期调研

编制形成《入海排污口管理办法（草案）》和《入海排污口备案管理

细则（草案）》。 

2019 年 10 月，编制组赴浙江、福建开展调研，了解入海排污

口监督管理工作情况和需求，并就《入海排污口管理办法（草案）》

和《入海排污口备案管理细则（草案）》进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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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编制组组织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环境规划院、

河海大学等科研院校以及辽宁、江苏、上海、山东等省市有关专家

召开《入海排污口管理办法（草案）》和《入海排污口备案管理细则

（草案）》研讨会，听取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建议。 

2020 年 9 月-10 月，海洋司组织开赴辽宁、江苏、浙江、广东

等地开展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情况调研，深入了解地方在入海

排污口监督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经验做法和意见建议。 

2021 年 5 月，海洋中心召开主任办公会，听取编制组有关情况

汇报。 

2021 年 10 月，编制组根据海洋司提出的修改建议进行完善后，

就《入海排污口备案管理细则（草案）》征求天津市、山东省、上海

市、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和深圳市地方生态环境部门意见，在

此基础上，形成《入海排污口备案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 

2021 年 12 月，经研究，将《入海排污口备案管理细则（征求

意见稿）》中的有关管理要求合并到《入海排污口管理办法》中，编

制《管理办法》。 

2022 年 3 月，编制组根据《国办意见》有关精神，对《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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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了进一步修改。 

2022 年 5 月，海洋司组织流域海域局和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进

行专题研讨，根据修改意见完善后形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2022 年 6 月，海洋司就《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了办

公厅、法规司、水司、土壤司、环评司、监测司、执法局等 13 个部

内有关司局意见，并根据相关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 

2022 年 11 月，海洋司召开司务会就《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进行专题研讨。 

2022 年 11 月，海洋司就《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沿海

各省生态环境部门、各流域海域局和相关部属单位意见，并根据相

关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 

三、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八章二十五条，明确入海排污口定义、分类、

设置备案、规范化建设、监测、执法检查、排查整治、信息平台建

设、信息公开等方面的要求，解决了“什么是入海排污口”“入海排

污口如何分类”“入海排污口设置备案流程”“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

要求”等关键问题。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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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共 5 条。本章主要提出《管理办法》编制的目的、

依据和适用范围，确定了入海排污口的定义、分类，明确了入海排

污口分类管理的原则以及分别纳入重点管理、一般管理和简化管理

的入海排污口类型。此外，确定了入海排污口责任主体认定方式和

责任等内容。 

（二）入海排污口设置备案，共 7 条。本章主要明确了入海排

污口设置论证的要求、备案形式、备案流程、备案材料要求等，并

对排污口信息变更以及现有排污口如何备案等进行了规定。 

（三）入海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共 2 条。本章明确了入海排污

口规范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分别规定了重点管理、一般管理、简化

管理排污口的规范化建设要求。 

（四）入海排污口监测，共 2 条。本章明确了入海排污口管理

部门执法监测和责任主体自行监测的相关要求。 

（五）入海排污口执法监督，共 3 条。本章明确了地方生态环

境部门组织开展入海排污口执法检查和排查整治以及流域海域局开

展入海排污口监督检查的相关要求。 

（六）排污口监督管理信息化平台，共 2 条。本章明确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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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方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以及信息报送要求。 

（七）信息公开和监督举报，共 2 条。本章明确了地方生态环

境部门和责任主体在排污口信息公开方面的工作内容，以及完善监

督举报机制的要求。 

（八）附则，共 2 条。本章主要明确沿海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可依据本办法的规定，结合地方实际制定具体的管理工作制度，

以及《管理办法》施行时间。 

四、重点问题说明 

（一）关于责任分工。《管理办法》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和

《国办意见》，在相关条款中明确了国家和流域海域局、省级、地市

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职责。国家层面主要是制定技术规范、建设

全国信息平台，对地方监管工作进行指导；流域海域局主要是对所

辖海区入海排污口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省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统筹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入海排污口管理制度、政策措施，

负责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和执法工作，建设本行

政区域内统一的排污口信息平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承担行政区内入海排污口的设置备案、执法检查、监测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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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监督管理工作。 

（二）关于管理分类。按照《国办意见》“差别管理”“突出重

点”的原则，《管理办法》明确对入海排污口实施分类管理，不同管

理类别在设置论证、规范化建设、监测等监管方面的要求有所差异。

总的分类原则是按照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和排放量，兼顾考

虑目前监管现实基础并衔接排污许可和环评的管理要求。 

一是将工矿企业、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城镇污水

处理厂排污口纳入重点管理。上述类型排污口排放的污染物危害性

大或排污量较大，可能会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国办意

见》指出要强化上述类型排污口监管；在入海排污口设置改为备案

制前，上述类型的入海排污口实施的是审批制；现行环评制度中对

上述排污口一般要求编制报告书或报告表，排污许可制度中对工矿、

工业排污口也基本要求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具有较好的监管基础。 

二是将规模化畜禽养殖和规模化水产养殖排污口纳入一般管

理。农业排污口量大面广、类型复杂，是入海排污口重要管控对象

之一。目前，规模化畜禽养殖排污口已纳入排污许可制度管理，环

评制度亦要求编制报告书或报告表，水产养殖排污口虽未纳入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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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制度管理，但各地正在编制海水养殖尾水排放标准以及开展工

厂化尾水监测试点，为对规模化水产养殖排污口监管奠定了基础。

综合考虑排污影响和实际监管基础，将规模化畜禽养殖排污口和规

模化海水养殖排污口纳入一般管理。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规模化畜

禽养殖标准已有相关要求，规模化水产养殖标准根据水产养殖业发

展状况和水产养殖污染防治要求由地方自行确定，与入河排污口相

关要求是一致的。 

三是将除实施重点管理和一般管理外的其他入海排污口均纳入

简化管理。这部分入海排污口主要包括大中型灌区排口、港口码头

排污口、规模下水产养殖排污口、城镇生活污水散排口、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排污口、农村生活污水散排口等类型。将这部分入海

排污口作为简化管理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排放标准、工作基础较差、

不具有监管条件等。当然，对于这部分排污口虽然是简化管理，但

并不等于不管理，一是在设置时，简化管理的入海排污口仍需要开

展设置论证，填写备案登记表，纳入台账管理；二是《管理办法》

明确了地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简化管理的入海排污口开展监测，并

纳入执法检查范围；三是这些类型排污口多数是不鼓励存在的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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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可通过整治工作逐步减少其数量，例如规模下养殖排污口集中

连片整治，城镇农村生活污水散排口、港口码头排污口接入市政管

网后，则可纳入一般管理进行管理。 

（三）关于分类管理要求。不同管理类别的入海排污口分类管

理要求主要体现在设置论证、备案材料、规范化建设、监测等方面。

在设置论证要求方面，要求重点和一般管理的入海排污口责任主体

应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组织编制入海排污口设置论证材料，简化

管理的入海排污口需要在入海排污口备案登记表中填写设置论证简

要分析情况和结论。在备案材料方面，明确了重点和一般管理应提

交备案信息表和设置论证材料，简化管理的只需填写备案登记表。

在规范化建设方面，明确了应按照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分类实施

入海排污口档案建设、标识牌树立、监测点设置等规范化建设工作。

在监测方面，一是明确实施重点管理和一般管理的入海排污口均应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原则开展监测，实施简化管理的根据管

理需求开展抽测；二是明确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入海排污口按照排

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等规定开展自行监测；三是鼓励工厂化海

水养殖和设置统一排污口的集中连片海水养殖的排污单位，按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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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技术标准开展自行监测。 

（四）关于备案流程。2017 年 11 月 5 日《海洋环境保护法》

第三次修正将入海排污口设置审批制度改为备案制度。我们参考《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关于备案的相关要求，尽可能简化

备案程序，方便责任主体备案。另外，为了不给责任主体造成额外

负担，明确了作为建设项目工程内容的入海排污口，在其环评报告

书（表）中已对入海排污口设置进行充分论证的，责任主体无需单

独编制入海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备案时提交已经审查的报告书

（表）即可。 

（五）关于“混合排污”问题。一是在排污口类型确认上，明

确对于混合排放的，原则上应按照执行最严格排放标准的污水性质

确定入海排污口类型。二是在责任主体认定上，明确对于多个排污

单位共用一个入海排污口的，所有排污单位均为责任主体，各排污

单位在分清各自排污责任要后在设置备案材料中予以载明，并需要

确定一个主要责任主体，主要责任主体负责备案。 

（六）关于排查整治。已有经验表明，排查整治是加强入海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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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口监管和实现入海排污口动态管理的重要手段。《国办意见》亦对

开展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相关技术标准也逐步

完善。因此，《管理办法》将其作为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要

内容，要求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在日常执法监督的基础上，定期开展

排查整治，更新和完善入海排污口管理台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