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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府办 〔２０１７〕１９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生态环境
监测网络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

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实施方案》已经省委、省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请径向省环境保护厅反映。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３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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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实施方案

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支撑。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环境监测网

络建设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 〔２０１５〕５６号）要求，加快推进

全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决策部署，围绕 “全面设点、全国联网、自动预警、依法追责”

的总体要求，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公众监督的

生态环境监测新格局，为我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保

障。到２０２０年，建成陆海统筹、天地一体、上下协同、信息共

享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全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基本实现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生态状况监测全覆

盖；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基本建成，各级各类监测数据系统

互联共享，监测信息统一规范发布，监测预报预警、信息化能力

和保障水平明显提升；监测与监管联动机制和生态环境监测制度

体系进一步完善。

二、主要任务

（一）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分步建设全省生态环境监测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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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环境保护厅会同有关部门统一规划、分步建设涵盖大气、

水、土壤、噪声、辐射、生态等要素，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全

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在全国环境质量监测网络的基础上，整

合、优化、补充全省生态环境监测点位，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开

展监测和评价。构建卫星普查、无人飞机 （船）详查、地面核

查相结合的监测体系，全面、客观反映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１大气环境监测网络。在现有城市站、区域站、超级站基

础上，进一步优化布点，加强站点建设，推进县级空气自动监测

站建设，２０１８年底前所有县 （市、区）全部按新空气质量标准

建成空气自动监测站。逐步建设路边、码头、农村等空气监测站

点及垂直监测、遥感监测等专题站点，将机动车信息库与大气环

境监测网络联动。在全国率先建设全省大气复合污染成分监测

网。提升挥发性有机物 （ＶＯＣｓ）、重金属监测能力。

２水环境监测网络。在现有大江大河干支流、省界河流、

入海河流、主要湖库及入库支流监测断面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布

点，加强对饮用水水源地、产业转移园区、重大环境风险源下游

等环境敏感断面的监测，逐步补充主要江河、农村水环境、重要

港湾及人类活动频繁海域等监测断面。开展跨行政区河流交接断

面以及公众关注河段的水质与主要污染物通量实时监控。逐步开

展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物毒性实时监控系统建设。提升全

省饮用水水源水质全指标监测、水生生物监测、地下水环境监

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化学物质监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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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土壤环境监测网络。逐步建立以耕地、饮用水水源地和

污染地块等为重点的土壤环境监测网络，涵盖重金属污染防治重

点区域、主要农产品产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行业企业

（含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

电镀、制革、医药制造、铅酸蓄电池制造、废旧电子拆解、危险

废物处理处置、畜禽养殖场等）及其周边地区、大型交通干线

两侧、历史污染区域等。建立省级土壤多功能样品库，提升全省

土壤环境监测能力。

４噪声环境监测网络。在现有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城市道

路交通噪声监测点位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布点。在现有手工监测

为主的基础上推动噪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到 ２０１８年，珠三角

各地级以上市功能区噪声基本实现自动监测；到 ２０２０年，全省

各地级以上市功能区噪声基本实现自动监测。

５辐射环境监测网络。深入推进国控点水体和空气 γ辐射

环境监测，在梅州、揭阳、云浮等市新建空气γ辐射环境自动监

测站。加强全省电磁辐射环境质量监测，选择部分地级以上市建

设电磁辐射自动监测示范点。在重要农产品基地、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等重点区域及其周边地区开展土壤放射性污染状况调查。

６生态监测网络。建设卫星遥感监测监控中心，提升卫星

遥感监测能力。打造无人机航空、无人船遥感应用示范基地，构

建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环境遥感立体监测网络，实现对重点生态功

能区、生态环境脆弱区和敏感区等区域的大范围、全天候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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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保护红线区、重点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

保护优先区等重点地区，建立生态地面定位观测站或定位观测样

地，实现对各物种组成、群落结构、生态系统功能等指标的监

测，并定期开展重点地区生态状况遥感监测与评估。配合国家生

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设，强化对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野生

动植物重要栖息地、重要湿地、水源涵养区、水土流失重点治理

区、生态公益林、沿海基干林带、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等陆域生

态保护红线管控区以及重要河口、特殊保护岛屿、海洋保护区、

重要渔业水域等海域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区的监管。

７重点污染源监测网络。建立完善省、市、县三级重点污

染源名单，并每年进行动态更新。重点排污单位应当严格执行排

放标准，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的监测要求，开展自行监测，并向社

会公开监测信息。国家和省级重点监控排污单位要建设稳定运行

的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依法开展监督

性监测，并分级公开监测信息。拓展对机动车、船舶、飞机等移

动污染源，建筑工地等扬尘污染源，畜禽养殖、种植业等农业污

染源的监测与统计。

（二）集成共享，统一发布，逐步构建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大

数据平台。

８建立生态环境监测数据集成共享机制。各级环境保护部

门以及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卫

生、林业、气象、海洋等部门获取的环境质量、污染源、生态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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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监测数据要通过通报、会商机制，实现有效集成、互联共享。

９构建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在统一数据传输标准体

系的基础上，加快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建设，并与国家

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对接，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逐级

贯通的生态环境监测数据传输体系。各级环境保护、国土资源、

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卫生、林业、气象、海

洋等部门要开放数据接口，建成汇集各级各类生态环境监测数据

的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库；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地

理信息系统 （ＧＩＳ）等技术，实现对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有

效控制，海量数据的深入挖掘分析，生态环境监测信息的实时发

布与共享，为生态环境保护决策、管理和执法提供数据支持。

１０统一发布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制定发布生态环境监测信

息公开事项清单和开放数据目录，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监测信息

发布机制，规范发布内容、流程、权限、渠道等，及时准确发布

全省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及生态状况监测信息，提高政府环境

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保障公众知情权。

（三）自动监控，防范风险，加快建立全省生态环境预报预

警体系。

１１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体系。建立会商机制，及时更新完善

全省主要大气污染源清单、区域空气质量多模式集合预报系统、

空气质量改善成效评估系统、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信息服务系统和

可视化业务会商系统，提高空气质量预报和污染预警水平。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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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空气质量预报信息，强化污染较严重地区的污染源追踪与

解析，建设全省精细化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体系。

１２水环境预警体系。建立会商机制，形成宏观与微观融

合、质量与通量并举、人工与自动互补的全省水环境监测预警体

系。加强对东江、西江、北江、韩江、九洲江等流域干支流水体

和大中型水库、水源地、源头区、水源涵养区等的水质监测与预

警。

１３土壤环境预警体系。建立会商机制，开展土壤中持久

性、生物富集性和对人体健康危害大的污染物监测，提升土壤环

境风险评估水平。加强典型区域土壤重金属来源解析、土壤有效

态监测、土壤可溶性毒物毒性监测，开展土壤污染物潜在生态风

险研究。

１４辐射环境预警体系。建立会商机制，以环境辐射监测系

统和应急监测系统为基础，以重点流域和重要区域为重点，开展

核辐射安全预警监测。建设全省范围内重大辐射源监测预警平台

系统，强化对监测、气象等数据的综合分析。建立核电站周围区

域核辐射安全预警平台系统。开展针对全省放射性风险源及敏感

目标的详细调查，建立分级、分类、分段的突发核与辐射环境事

件应急监测预案体系。以核设施和核利用源为重点，加强核与辐

射环境风险源数据库建设，实现动态更新。

１５生态环境预警体系。定期开展全省生态状况调查与评

估，对生态保护红线区、野生动植物重要栖息地、重要湿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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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态功能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人类干扰、生

态破坏等活动进行监测、评估与预警。在重点区域设置环境健康

监测点，定期监测暴露人群环境污染相关指标和健康效应，对可

能发生的环境污染及其健康损害风险进行科学评估和预警。开展

化学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新型特征污染物及危险废物等环境

健康危害因素监测，提高环境风险防控和突发事件应急监测能

力。

１６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预警体系。完善重点排污单位污染

排放自动监测与异常报警机制，提高污染物超标排放、在线监测

设备运行和重要核设施流出物异常等信息追踪、捕获与报警能力

以及企业排污状况智能化监控水平。增强工业园区环境风险预警

与处置能力。

（四）加强质控，测管联动，建立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考核问

责机制。

１７加强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监管。各级相关部门所属生态环

境监测机构、环境监测设备运营维护机构、社会环境监测机构及

其负责人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和技术规范开展监测，健全

并落实监测数据质量控制与管理制度，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负责。依法完善对不同类型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及环境监测设

备运营维护机构的监管制度，创新环保、质监、公安等部门联动

监管机制，加大监测质量核查巡查力度，建立投诉举报和市场退

出机制，严肃查处故意违反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篡改、伪造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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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行为。严格环境监测机构计量认证审核发证，对篡改、伪

造监测数据的监测机构，依法撤销其计量认证证书。建立社会环

境监测机构信用管理体系，按信用等级对社会环境监测机构进行

差别化管理，相关信用等级信息纳入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按照 《广东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

等有关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利用职务影响，指使篡改、伪造生

态环境和资源方面调查监测数据的行为，严肃追究责任。

１８实现生态环境监测与执法联动。各级环境保护部门依法

履行对排污单位的环境监管职责，依托污染源监测开展监管执

法，建立监测与监管执法联席会议制度和快速响应机制，制定监

测与执法联动工作规程，并根据污染物排放和自动报警信息，实

施现场同步监测与执法。

１９为考核问责提供技术支撑。完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

价指标体系，利用监测与评价结果，为考核问责各地政府落实本

行政区域环境质量改善、污染防治、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生态保护、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等职责任务提供技术支撑，为环境

保护责任考核及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提供科学依

据。

（五）健全规范，改革创新，完善生态环境监测制度体系。

２０健全生态环境监测法规规章及标准规范体系。研究制定

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发

布管理规定等规章。按照国家统一的监测布点、监测和评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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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范开展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海洋、生态、污染

源、噪声、振动、辐射等监测，增强各部门、各类监测机构、排

污单位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可比性。

２１稳步推进环境监测管理体制改革。按国家改革的总体部

署，完成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

研究制订试点工作方案及有关政策文件，规范人、财、物、业务

管理。

２２明确生态环境监测事权。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省

级，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和监管重心下移。各级环境监测机构

按照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要求，

承担生态环境质量监测、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环境执法监

测、环境应急监测与预报预警等职能。

２３提升生态环境监测综合能力。在 “十二五”达标建设基

础上，结合区域布局因地制宜优化提升环保系统各级环境监测机

构能力。省环境监测中心要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成为全省环境监

测的技术中心、数据中心和培训基地，并成为国际先进的环境监

测机构。区域性环境监测机构要强化区域辐射带动作用和区域应

急监测中心职能。地级市监测机构要重点提升特征污染物的监测

能力。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人才发展相关规划，不断提高监测人员

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完善与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发展需求相适

应的财政保障机制，重点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监测数据质量控

制、卫星遥感解译和无人机 （船）监测、环境应急监测、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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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监测、监测预报预警、大数据分析等能力建设。

２４积极培育生态环境监测市场。开放服务性监测市场，鼓

励社会环境监测机构参与排污单位污染源自行监测、污染源自动

监测设施运行维护、生态环境损害评估监测、环境影响评价现状

监测、清洁生产审核、相关工作场所的辐射检测或者个人剂量检

测、企事业单位自主调查等环境监测活动。在基础公益性监测领

域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包括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

等。加强社会环境监测机构人员培训，提高专业素质。研究制定

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制度化、规范化的相关政策，推进环境监

测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２５强化监测科技创新能力。推进环境监测新技术和新方法

研究，健全生态环境监测技术体系，促进和鼓励高科技产品与技

术手段在环境监测领域的推广应用。鼓励省内科研部门和相关企

业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境监测仪器设备；在满足需求的条

件下优先使用国产设备，促进国产监测仪器产业发展。积极开展

国际合作，借鉴先进经验，提升我省监测科技创新能力。

２６深化粤港澳环境监测合作机制。协调推进珠三角区域环

境监测，共同维护及优化粤港澳珠三角区域空气监测网络，联合

开展臭氧前体物特别是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探讨开展其他环

境质量的监测合作。

三、保障措施

（一）充分发挥省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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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作用，将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工作列入重

要改革任务，并根据工作进展情况，适时组织开展专项督导检

查，确保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工作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省

环境保护厅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二）省各有关部门要依据国家有关要求和本方案，结合本

部门承担的任务，尽快组织开展本系统监测网络现状调查，梳理

现有监测点位、指标、技术标准和规范等情况，制订本系统监测

网络规划布局、优化调整、综合评价及监测信息互联互通实施计

划，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及完成时限，定期将实施情况报送省环

境保护厅汇总。各级财政部门要保障对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的

有效投入。

（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的

组织领导，制订工作方案，明确责任，落实各项任务。

附件：１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现状及建设目标

２《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实施方案》分工表

３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有关部门责任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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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现状及建设目标 

各环境要素网络 

现状 建设目标 

点位数 
（个） 

布点情况 
点位数 
（个） 

布点情况 

空气环
境监测

网络 

城市站 102 地级以上城市（国控网） 约 150 地级以上城市（省控网） 

区域站 10 珠三角地区 16 粤东西北地区增设 6 个区域站 

超级站 1 江门市 2 江门等地 

县级空气自动监测
站 

约 200 

未统一规划，30 余个县未配齐国家新
标准要求的 6 项监测指标或没有站
点。 

约 130 优化、补充，县（市、区）全覆盖 

复合污染成分监测
网 

10 珠三角地区 约 30 珠三角及粤东西北地区 

粤港澳珠三角空气

网 
23 珠三角地区 23 在 6 个站点升级开展 VOCs 在线观测 

路边站 8 珠三角地区 约 20 珠三角及粤东西北地区 

码头专题站 0 无 5 以上 
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等珠三角地区主要港口码
头 

农村综合示范站 0 无 4 粤东西北和珠三角的农村地区各新建 1 个 

垂直监测、遥感监测
专题站 

1 江门市 6 以上 
珠三角地区 2-3 套，粤东西北地区各配一套激光雷
达，与卫星遥感对接，实现垂直监测和遥感监测 

重金属专题站 0 无 4 汕头、韶关、湛江、清远等市 

VOCs 专题站 0 无 4 广州、惠州、湛江、茂名等市 

水环境
监测网

络 

地表水监测网 162 主要江河、湖泊水库 约 340 覆盖全省各县（市、区） 

饮用水水源地监测
网 

290 
地级以上城市、县级集中式生活饮用
水水源地 

约 700 
地级以上城市、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及乡镇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产业转移园区监测
网 

139 40 个产业转移工业园 约 400 95 个产业转移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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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环境要素网络 

现状 建设目标 

点位数 
（个） 

布点情况 
点位数 
（个） 

布点情况 

近岸海域监测网 103 13 个沿海城市 约 200 近岸海域、主要海湾、重点海洋排污区域等 

水污染通量监测网 7 练江、小东江、西江等 约 50 跨行政区河流交接断面以及公众关注河段 

地下水环境质量监
测网 

5 湛江市 79 各地级以上市 

城市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生物毒性实
时监控系统 

9 珠江、韩江等 15 珠江、韩江等 

土壤环
境监测
网络 

土壤质量监测网 0 无 约 7600 耕地、饮用水水源地和污染地块等 

多功能样品库 0 无 1 多功能样品库占地约 5000 平方米 

噪声环
境监测

网络 

城市区域 3950 地级以上市建成区 约 3000 优化、补充，覆盖地级以上市建成区 

道路交通 2288 地级以上市建成区 约 2500 优化、补充，覆盖地级以上市建成区 

功能区 199 少量功能区点位实现自动监测 约 250 功能区点位全部实现自动监测 

辐射环
境监测
网络 

国控点水体 29 饮用水源地、海水、地下水 约 100 主要江河、饮用水源地、海水、地下水 

空气 γ 辐射环境自
动监测站 

7 广州等 7 个城市 10 在梅州、揭阳、云浮市新建 

电磁辐射自动监测
示范点 

0 无 3 部分地级以上市 

生态监
测网络 

卫星遥感监测监控

中心 
0 无 1 

接收、分析、应用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结合高

清视频，对全省生态状况进行监控与评估 

无人机、无人船遥感
监测应用示范基地 

0 无 3 
东江、珠三角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重点区域、
流域 

地面生态观测站 5 深圳市 约 20 林场、重要湿地、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 

区域（流域）生态监测监控中
心 

0 无 1-2 

新建机构，承担区域大气、水、土壤和近岸海域、
核与辐射环境质量监测、重大污染源监测、区域流

域重点环境问题监测评估、环境应急监测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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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实施方案》分工表 

序
号 

主要工作任务 牵头部门 
主要参与 
部门 

时限要求 

1 

在现有城市站、区域站、超级站基础上，进
一步优化布点，加强站点建设，推进县级空
气自动监测站建设，逐步建设农村站及垂直
监测、遥感监测等专题站点。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 年 

2 
所有县（市、区）全部按新空气质量标准建

成空气自动监测站。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18 年 

3 逐步建设路边、码头等空气监测站。 省交通运输厅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 年 

4 
在全国率先建设全省大气复合污染成分监
测网。 

省环境保护厅 省气象局 2017-2018 年 

5 
提升挥发性有机物（VOCs）、重金属监测能
力。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 年 

6 

加强对饮用水水源地、产业转移园区、重大
环境风险源下游等环境敏感断面的监测，逐
步补充主要江河、农村水环境等水质监测断
面；开展跨行政区河流交接断面以及公众关
注河段的水质与主要污染物通量实时监控；

逐步开展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生物毒性
实时监控系统建设。 

省环境保护厅 
省交通运输
厅、水利厅 

2017-2020 年 

7 
逐步补充重要港湾及人类活动频繁海域等
水质监测断面。 

省海洋与渔业
厅 

省环境保护
厅、交通运输

厅 

2017-2020 年 

8 

提升全省饮用水水源水质全指标监测、水生
生物监测、地下水环境监测、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等化学物质监测能力。 

省环境保护厅 
省国土资源
厅、水利厅 

2017-2020 年 

9 

土壤环境监测网络：逐步建立以耕地、饮用
水水源地和污染地块等为重点的土壤监测

网络，涵盖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主要
农产品产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行业
企业（含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
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医药
制造、铅酸蓄电池制造、废旧电子拆解、危
险废物处理处置、畜禽养殖场等）及其周边
地区、历史污染区域等。 

省环境保护厅 省国土资源厅 2017-2020 年 

10 在耕地布设点位开展土壤环境质量监测。 省农业厅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 年 

11 
在大型交通干线两侧布设点位开展土壤环
境质量监测。 

省交通运输厅  2017-2020 年 

12 
建立省级土壤多功能样品库，提升全省土壤
环境监测能力。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18 年 

13 
在现有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城市道路交通噪
声监测点位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布点。 

省环境保护厅 省交通运输厅 2017-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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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主要工作任务 牵头部门 

主要参与 

部门 
时限要求 

14 
珠三角各地级以上市功能区噪声实现自动
监测。 

省环境保护厅 省交通运输厅 2017-2018 年 

15 
全省各地级以上市功能区噪声实现自动监
测。 

省环境保护厅 省交通运输厅 2017-2020 年 

16 

推进国控点水体和空气 γ 辐射环境监测，在
梅州、揭阳、云浮等市新建空气 γ 辐射环境
自动监测站；加强全省电磁辐射环境质量监
测，选择部分地级以上市建设电磁辐射自动
监测示范点。在重要农产品基地等重点区域
及其周边地区开展土壤放射性污染状况调

查。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18 年 

17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重点区域及其周边
地区开展土壤放射性污染状况调查。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 年 

18 

建设卫星遥感监测监控中心，提升卫星遥感
监测能力，打造无人机航空遥感应用示范基
地，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环境遥感立体监
测网络，实现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
脆弱区和敏感区等区域的大范围、全天候监
测。 

省环境保护厅 
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 
2017-2020 年 

19 

在生态保护红线区、重点生态功能区、自然

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等重点地区，
建立生态地面定位观测站或定位观测样地，
实现对各物种组成、群落结构、生态系统功
能等指标的监测，并定期开展重点地区生态
状况遥感监测与评估。 

省林业厅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 年 

20 

配合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设，强化
对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野生动植物重要
栖息地、重要湿地、水源涵养区、水土流失
重点治理区、生态公益林、沿海基干林带、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等陆域生态保护红线管

控区以及重要河口、特殊保护岛屿、海洋保
护区、重要渔业水域等海域生态保护红线管
控区的监管。 

省环境保护厅 

省水利厅、林
业厅、海洋与

渔业厅 

2017-2020 年 

21 

建立完善省、市、县三级重点污染源名单并
每年进行动态更新。重点排污单位应当严格
执行排放标准，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的监测要
求，开展自行监测，并向社会公开监测信息。
国家和省级重点监控排污单位要建设稳定
运行的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系统。依法开展
监督性监测，分级公开监督性监测信息。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 年 

22 
拓展对机动车、船舶、飞机等移动污染源的
监测与统计工作。 省环境保护厅 

省公安厅、交
通运输厅，广
东海事局 

2017-2020 年 

23 
拓展对畜禽养殖等农业污染源的监测与统
计工作。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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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主要工作任务 牵头部门 

主要参与 

部门 
时限要求 

24 
拓展对建筑工地等扬尘污染源的监测与统
计工作。 

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 

 2017-2020 年 

25 拓展对种植业等农业源的监测与统计工作。 省农业厅  2017-2020 年 

26 

建立生态环境监测数据集成共享机制；各有
关部门要开放数据接口，建成汇集各级各类
环境监测数据的全省环境监测数据库；制定
发布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和开
放数据目录，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监测信息
发布机制，规范发布内容、流程、权限、渠
道等，及时准确发布全省环境质量、重点污
染源及生态状况监测信息，提高政府环境信
息发布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保障公众知情
权。 

省环境保护厅 

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国土资
源厅、住房城
乡建设厅、交
通运输厅、水
利厅、农业厅、
林业厅、海洋
与渔业厅、卫
生计生委、统
计局，省气象

局 

2017-2020 年 

27 

在统一数据传输标准体系的基础上，加快全
省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建设，并与国家
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对接，形成国家、
省、市、县四级逐级贯通的环境监测数据传
输体系。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 年 

28 

更新完善全省主要大气污染源清单、区域空
气质量多模式集合预报系统、空气质量改善
成效评估系统、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信息服务
系统和可视化业务会商系统，提高空气质量
预报和污染预警水平。发布各城市空气质量
预报信息，强化污染较严重地区的污染源追
踪与解析，建设全省精细化空气质量预报预
警体系。 

省环境保护厅 省气象局 2017-2018 年 

29 

形成宏观与微观融合、质量与通量并举、人
工与自动互补的的全省水环境监测预警体
系。加强对东江、西江、北江、韩江、九洲
江等流域干支流水体和大中型水库、水源
地、源头区、水源涵养区等的水质监测与预
警。 

省环境保护厅 
省水利厅、海
洋与渔业厅 

2017-2020 年 

30 

开展土壤中持久性、生物富集性和对人体健
康危害大的污染物监测，提升土壤环境风险
评估水平。加强典型区域土壤重金属来源解
析、土壤有效态监测、土壤可溶性毒物毒性
监测，开展土壤污染物潜在生态风险研究。 

省环境保护厅 

省国土资源
厅、农业厅、
卫生计生委 

2017-2020 年 

31 

以重点流域和重要区域为重点，开展核辐射
安全预警监测；建设全省范围内重大辐射源
监测预警平台系统，强化对监测、气象等数
据的综合分析。 

省环境保护厅 

省国土资源
厅、水利厅，
省气象局 

2017-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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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与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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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立核电站周围区域核辐射安全预警平台
系统。开展针对全省放射性风险源及敏感目
标的详细调查，建立分级、分类、分段的突
发核与辐射环境事件应急监测预案体系。以
核设施和核利用源为重点，加强核与辐射环
境风险源数据库建设，实现动态更新。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 年 

33 

定期开展全省生态状况调查与评估，对生态
保护红线区、野生动植物重要栖息地、重要
湿地、重要生态功能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的人类干扰、生态破坏等活动进
行监测、评估与预警。 

省环境保护厅 

省国土资源
厅、住房城乡
建设厅、水利

厅、农业厅、
林业厅、海洋
与渔业厅 

2017-2020 年 

34 

在重点区域设置监测点，定期监测暴露人群
健康效应，评估环境污染对暴露人群健康的
影响。 

省卫生计生委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 年 

35 

开展化学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新型特征
污染物及危险废物等环境健康危害因素监
测，提高环境风险防控和突发事件应急监测
能力。 

省环境保护厅 

省卫生计生
委、安全监管

局 

2017-2020 年 

36 

完善重点排污单位污染排放自动监测与异

常报警机制，提高污染物超标排放、在线监
测设备运行和重要核设施流出物异常等信
息追踪、捕获与报警能力以及企业排污状况
智能化监控水平。增强工业园区环境风险预
警与处置能力。 

省环境保护厅 

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水利厅、
农业厅、安全

监管局 

2017-2020 年 

37 

依法完善对不同类型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及
环境监测设备运营维护机构的监管制度，创
新环保、质监、公安等部门联动监管机制，
加大监测质量核查巡查力度，建立投诉举报
和市场退出机制，严肃查处故意违反环境监

测技术规范，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行为。 

省环境保护厅 
省公安厅、质

监局 
2017-2020 年 

38 

严格环境监测机构计量认证审核发证，对篡
改、伪造监测数据的监测机构，依法撤销其
计量认证证书。 

省质监局  2017-2020 年 

39 

建立社会环境监测机构信用管理体系，按信
用等级对社会环境监测机构进行差别化管
理。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 年 

40 
将社会环境监测机构相关信用等级信息纳
入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省发展改革委  2017-2020 年 

41 

按照《广东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
任追究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对党政领导
干部利用职务影响，指使篡改、伪造生态环
境和资源方面调查监测数据的行为，严肃追
究责任。 

省委组织部 
省监察厅、环
境保护厅 

2017-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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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各级环境保护部门依法履行对排污单位的环境
监管职责，依托污染源监测开展监管执法，建
立监测与监管执法联席会议制度和快速响应机
制，制定监测与执法联动工作规程，并根据污
染物排放和自动报警信息，实施现场同步监测
与执法。 

省环境保护厅 省公安厅 2017-2020 年 

43 

完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利
用监测与评价结果，为考核问责各地政府落
实本行政区域环境质量改善、污染防治、主
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生态保护、核与辐
射安全监管等职责任务提供技术支撑，为环
境保护责任考核及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
离任审计等提供科学依据。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 年 

44 

 

研究制定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
法、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发布管理规定
等规章。按照国家统一的监测布点、监测和
评价技术标准规范开展大气、地表水、地下
水、土壤、海洋、生态、污染源、噪声、振
动、辐射等监测，增强各部门、各类监测机
构、排污单位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的可比性。 

省环境保护厅 

 

省国土资源
厅、住房城乡
建设厅、交通
运输厅、水利
厅、农业厅、
林业厅、海洋
与渔业厅、卫
生计生委，省

气象局 

2017-2020 年 

45 

按国家改革的总体部署完成省以下环保机
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研
究制订试点工作方案及有关政策文件，规范
人、财、物、业务管理。 

省环境保护厅 

省编办，省财政
厅、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厅 

2017-2017 年 

46 

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省级，重点污染
源监督性监测和监管重心下移。各级环境监
测机构按照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
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要求，承担生态环境
质量监测、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环境执
法监测、环境应急监测与预报预警等职能。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18 年 

47 

省环境监测中心要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成为
全省环境监测的技术中心、数据中心和培训
基地，并成为国际先进的环境监测机构。区
域性环境监测机构要强化区域辐射带动作
用和区域应急监测中心职能。地级市监测机
构要重点提升特征污染物的监测能力。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 年 

48 

完善与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发展需求相适应的
财政保障机制，重点加强生态环境监测、监测
数据质量控制、卫星遥感解译和无人机（船）
监测、环境应急监测、核与辐射监测、监测预
报预警、大数据分析等能力建设；保障对生态
环境监测网络建设的有效投入。 

省财政厅  2017-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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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开放服务性监测市场，鼓励社会环境监测机
构参与排污单位污染源自行监测、污染源自
动监测设施运行维护、生态环境损害评估监
测、环境影响评价现状监测、清洁生产审核、
相关工作场所的辐射检测或者个人剂量检
测、企事业单位自主调查等环境监测活动。
在基础公益性监测领域积极推进政府购买
服务，包括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
等。加强社会环境监测机构人员培训，提高
专业素质。研究制定环境监测服务社会化、
制度化、规范化的相关政策，推进环境监测
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 年 

50 

推进环境监测新技术和新方法研究，健全生
态环境监测技术体系，促进和鼓励高科技产
品与技术手段在环境监测领域的推广应用。
鼓励省内科研部门和相关企业研发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环境监测仪器设备；在满足需
求的条件下优先使用国产设备，促进国产监
测仪器产业发展。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借鉴
先进经验，提升我省监测科技创新能力。 

省科技厅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 年 

51 

深化粤港澳环境监测合作机制。协调推进珠
三角区域环境监测，共同维护及优化粤港澳
珠三角区域空气监测网络，联合开展臭氧前
体物特别是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探讨开
展其他环境质量的监测合作。 

省环境保护厅  2017-2020 年 

 



附件３

广东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有关部门责任清单

一、省环境保护厅

牵头组织实施我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实施方案：

（一）统一规划，建设全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和全省生态环

境预报预警体系；

（二）构建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建立统一的生态

环境监测信息发布机制；

（三）建立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考核问责机制；

（四）完善生态环境监测制度体系。

二、省委组织部

按照 《广东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

则》等有关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利用职务影响，指使篡改、

伪造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调查监测数据的行为，严肃追究责任。

三、省编办

推进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

四、省发展改革委

（一）支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有关项目立项审批；

（二）将社会环境监测机构相关信用等级信息纳入省公共信

用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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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订 《广东省环境监测收费项目及标准》 （粤价函

〔１９９６〕６４号）。

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一）完善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为政府部门间的环境

生态信息共享提供交换渠道和基础性支撑；

（二）实施大数据发展行动计划，推动建设环境保护大数据

平台，指导有关部门共享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

（三）指导环境监测相关新技术、新设备推广应用。

六、省科技厅

（一）推进环境监测新技术和新方法研究，促进和鼓励高科

技产品与技术手段在环境监测领域的推广应用；

（二）鼓励省内科研部门和相关企业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环境监测仪器设备。

七、省公安厅

（一）共享机动车信息库，接入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二）指导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的数据安保工作；

（三）配合环保部门开展污染源监测监管执法。

八、省监察厅

利用监测与评价结果，对负有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部门和人

员失职渎职行为进行责任追究。

九、省财政厅

（一）统筹用好现有环保资金，加强对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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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大数据平台等有关项目的财政保障；

（二）为我省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

提供财政保障。

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为我省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提供人

事管理、职称管理支持。

十一、省国土资源厅

（一）组织开展地下水地质环境监测和矿山地质环境监测；

（二）共享相关数据，接入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三）参与制定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和开放数据

目录，规范发布内容、流程、权限、渠道等。

十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一）对建筑工地开展施工扬尘监测，协助开展生活污水处

理厂、生活垃圾渗滤液处理设施的排放废水的水质监测；

（二）共享上述相关数据，接入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三）参与制定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和开放数据

目录，规范发布内容、流程、权限、渠道等。

十三、省交通运输厅

（一）在港口、码头、交通干线布设监测点位，试点开展空

气质量自动监测；

（二）共享上述相关数据、相关道路交通流量数据及港口区

域内的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信息，接入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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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三）参与制定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和开放数据

目录，规范发布内容、流程、权限、渠道等。

十四、省水利厅

（一）在人口密集区、国家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区、大型工

业基地布设监测点位，开展地下水监测；在主要江河、湖泊水

库、饮用水源地等布设监测点位，开展水功能区监测；在重要水

库水源地布设监测点位，开展水生态监测包括藻类监测、浮游动

物监测等；

（二）共享上述相关数据，接入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三）参与制定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和开放数据

目录，规范发布内容、流程、权限、渠道等；

（四）参与建设全省水环境质量预警体系。

十五、省农业厅

（一）在耕地布设监测点位，开展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开展

种植业等农业面源污染调查和监测；

（二）共享上述相关数据，接入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三）参与制定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和开放数据

目录，规范发布内容、流程、权限、渠道等。

十六、省林业厅

（一）在林场、重要湿地、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布设监测

点位或建立生态监测站，开展林地保有量、森林覆盖率、森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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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服务功能等生态指标监测；

（二）共享上述相关数据，接入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三）参与制定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和开放数据

目录，规范发布内容、流程、权限、渠道等。

十七、省海洋与渔业厅

（一）在近岸海域、主要海湾、海洋生态敏感区、海洋保护

区、重点渔业水域以及重点海洋排污区域等重要海洋功能区布设

监测点位，开展海洋和渔业水环境质量监测；

（二）共享上述相关数据，接入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三）参与制定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和开放数据

目录，规范发布内容、流程、权限、渠道等；

（四）参与建设全省水环境质量预警体系。

十八、省卫生计生委

（一）对自来水水厂出厂水质开展卫生监督监测；根据环保

部门提供的重点地区环境污染相关指标数据，对暴露人群健康进

行监测，评估环境污染对暴露人群健康的影响；

（二）共享上述相关数据，接入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三）参与制定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和开放数据

目录，规范发布内容、流程、权限、渠道等。

十九、省质监局

（一）组织对生态环境监测仪器设备开展计量检定或校准，

拓展在线监测仪器的计量检定或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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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环境监测机构计量认证审核发证，配合环保部门

加强对环境监测机构的监管，对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环境监测

机构，依法进行处理。

二十、省安全监管局

将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信息、矿山及尾矿库信息接入生

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二十一、省统计局

将有关环境统计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指标体

系。

二十二、省气象局

（一）完善气象观测网络，开展气象要素监测，完善气象部

门组建的大气污染成分监测网；

（二）共享上述相关数据，接入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三）参与制定生态环境监测信息公开事项清单和开放数据

目录，规范发布内容、流程、权限、渠道等。

（四）参与建设全省精细化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体系。

二十三、广东海事局

（一）组织建设沿海和内河船舶污染监视网络，配合开展船

舶污染监测；

（二）共享上述相关数据，接入生态环境监测大数据平台。

—６２—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省委有关部委办，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

纪委办公厅，南部战区、南海舰队、南部战区空军、省军区，

省法院，省检察院，中直驻粤有关单位。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５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