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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环通〔2021〕73 号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云南省
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补充指导

目录（2021年版）》的通知

各州、市人民政府：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办函〔2020〕18 号）、生态环境部《关

于印发〈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2020 年版）〉

的通知》（环人事〔2020〕14 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云南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有关事项的通知》（云政

办函〔2021〕27 号）要求，深入推进我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

政执法改革，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云南省生态环境保护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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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行政执法事项补充指导目录（2021 年版）》及相关说明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1 年 4 月 10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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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补充指导目录
（2021 年版）

序号 事项名称 职权类型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责任部门 第一责任
层级建议

1

对牛栏江流域内的污水处
理厂和重点污染排放工业
企业未安装水污染物排放
自动监测设备行为的行政
处罚

行政处罚

《云南省牛栏江保护条例》
第二十八条 牛栏江流域内的污水处理厂和重点污染排放工业企业应当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

动监测设备，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州、市

2
对牛栏江重点污染控制区
内新建、扩建工业园区等
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云南省牛栏江保护条例》
第三十三条 重点污染控制区内除重点水源涵养区禁止的行为外，还禁止下列行为：
（一）新建、扩建工业园区；
（二）新建、扩建重点水污染物排放的工业项目；
第三十六条 污染控制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二项和第三十六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
府批准，依法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州、市

3
对牛栏江水源保护核心区
内新建、改建、扩建排污
口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云南省牛栏江保护条例》
第三十四条第一项 水源保护核心区内除重点污染控制区、重点水源涵养区禁止的行为外，

还禁止下列行为：
（一）新建、改建、扩建排污口；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州、市

4
对在牛栏江流域上游保护
区内超标或超总量排放水
污染物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云南省牛栏江保护条例》
第三十五条 在牛栏江流域上游保护区内已设置排污口的生产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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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治理，并处应缴排污费数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报经有批准权
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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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职权类型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责任部门 第一责任
层级建议

5
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表）未经审批，擅自
施工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云南省环境保护条例》
第五十三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未经审批，擅自施工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除责令停止施工补办审批手续外，对建设单位及其法人代表处以罚款。

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州、市

6
对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现场检查或者在被检
查时弄虚作假等行为的行
政处罚

行政处罚

《云南省环境保护条例》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依法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视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
（一）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现场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
（二）拒报、谎报和不按时申报污染物排放事项，或者违反许可证规定超量排放污染物的；
（三）不按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的；
（四）违反国家规定，引进不符合我国和本省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技术和设备，或者将产生

严重污染的生产设备转移给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和个人使用的；
（五）建设项目的防治污染设施没有建成或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要求，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

擅自拆除或者闲置防治污染设施的；
（六）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生产经营活动的；
（七）违反有关规定排放、倾倒剧毒废液、废气、固体废物以及废弃的放射性物质，擅自从

事对环境影响的生产经营活动的；
（八）造成环境污染事故或者在事故发生后，不及时通知、报告或者不采取有效处理措施的；
（九）生产、运输、销售、使用国家禁止的高毒高残留农药造成污染的；
（十）破坏自然环境和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后果的；
（十一）擅自生产、销售不符合环境保护质量标准的环境保护产品、装备的；
（十二）利用渗坑、渗井、裂隙、溶洞排放、倾倒污染物或者采用稀释等方法排放未经处理

的污染物的；
（十三）其他严重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环境的。
第五十八条 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自治州、省辖市、地区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处以五万元以下罚款；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处以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超过罚款限额的，报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罚款全部上缴国库。

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州、市

7

对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
营者未按照有关规定设置
大气污染物排放口的行为
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云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十四条 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设置大气

污染物排放口。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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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职权类型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责任部门 第一责任
层级建议

8

对钢铁、有色金属、建材、
石油、炼焦、化工、铁合
金、火电等工业企业以及
燃煤锅炉使用单位未按照
规定配套建设、使用和维
护除尘、脱硫、脱硝等装
置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云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二十一条 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炼焦、化工、铁合金、火电等工业企业以及燃煤

锅炉使用单位应当按照规定配套建设、使用和维护除尘、脱硫、脱硝等装置。
第二十二条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

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
工业涂装企业应当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涂料，并建立台账，记录生产原料、辅料的使

用量、废弃量、去向以及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3年。
第二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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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州、市

9

对向大气排放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未按照有
关规定安装净化装置等行
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云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第三十六条 向大气排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及废弃物焚

烧设施的运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有利于减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的技术方法和
工艺，配备有效的净化装置，确保达标排放。

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恶臭气体的，应当
安装净化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措施防止恶臭气体排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
境等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

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州、市

10
对在饮用水源区内弃置垃
圾、废土、有毒有害物质
或者排放废污水的行政处
罚

行政处罚

《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禁止在饮用水源区弃置垃圾、废土、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废污水。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在饮用水源区内弃置垃圾、废土、有毒有

害物质或者排放废污水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州、市

11 对不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
审核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云南省清洁生产促进条例》
第十八条第一款 对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地方人民

政府核定的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污染严重企业和使用有毒有害原料进行生产或者在生产中排放有
毒有害物质的从事生产和服务活动的单位，应当定期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并向社会公布审
核结果。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不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由县级以上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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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职权类型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责任部门 第一责任
层级建议

12
对清洁生产措施没有落实
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行
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云南省清洁生产促进条例》
第十九条第一款 新建、改建和扩建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在项目申报时应当包括清洁生产的

内容，在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中应当包括清洁生产的专题（栏），清洁生产措施应当在工程项
目的设计、施工、验收、投产或者使用过程中予以落实。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清洁生产措施没有落实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的，由批准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
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州、市

13
对在星云湖二级保护区入
湖河道、沟渠倾倒粪便等
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云南省星云湖保护条例》
第三十五条 在星云湖二级保护区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江川区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

门予以处罚：
（二）在入湖河道、沟渠倾倒粪便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个人处50元以上200

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四）随意倾倒、堆放、填埋废弃菜叶等农业废弃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

个人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
上5万元以下罚款；

（七）原建成的磷化工等工矿企业和其他项目，污染物排放未达到标准的，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可以责令其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措施；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停业、关
闭。

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州、市

14
对在大山包黑颈鹤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内未执行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云南省昭通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
第二十条 保护区内的建设项目应当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设项目的污染治理设施应

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污染治理设施应当经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验收，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
照权限依法给予处罚。

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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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职权类型 实施依据
实施主体

责任部门 第一责任
层级建议

15
对建设单位在径流区未依
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擅自开工建设
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云南省昭通渔洞水库保护条例》
第十八条 在径流区的建设项目必须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水资源论证制度。建设项目中

防治水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治水污染的设施必
须经过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经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第二十二条 违反第十八条规定，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开
工建设的，由有权审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补
办手续；逾期不补办手续的，可以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违反第十八条规定，建设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没有建成或者验收不合格即投入生产、使用
的，由批准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保护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并处10万
元以下的罚款。

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

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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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事项补充指导目录（2021年版）》说明

一、关于主要内容。《云南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

事项补充指导目录（2021 年版）》（以下简称《补充指导目录》），

根据生态环境部印发的《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

目录（2020 年版）》，新增了省级地方性法规涉及的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主要梳理规范了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

政执法的事项名称、职权类型、实施依据、实施主体（包括责

任部门、第一责任层级建议）。各州、市可根据法律法规、规

章和地方立法等情况，进行补充、细化和完善，进一步明确行

政执法事项的责任主体，研究细化执法事项的工作程序、规则、

自由裁量标准等，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二、关于梳理范围。《补充指导目录》主要梳理的是生态环

境保护领域依据省级地方性法规设定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事

项。

三、关于事项确定。一是为避免地方性法规相关条款在实施

依据中多次重复援引，原则上按地方性法规的“条”或“款”来确定

为一个事项。二是对“条”或“款”中罗列的多项具体违法行为，原

则上不再拆分为多个事项。

四、关于事项名称。一是列入《补充指导目录》的行政处

罚事项名称，原则上根据设定该事项的地方性法规条款内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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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概括提炼，统一规范为“对××行为的行政处罚”。二是部分涉

及多种违法情形、难以概括提炼的，以罗列的多种违法情形中

的第一项为代表，统一规范为“对××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五、关于实施依据。一是对列入《补充指导目录》的行政处

罚事项，按照完整、清晰、准确的原则，列出设定该事项的地方

性法规的具体条款内容。二是被援引的地方性法规已作修订的，

只列入修订后对应的条款。

六、关于实施主体。一是地方性法规规定的实施主体所称

“县级以上××主管部门”、“××主管部门”，指的是县级以上依据

“三定”规定承担该项行政处罚职责的部门。二是根据《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关于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的

改革精神，对列入《补充指导目录》行政执法事项的实施主体

统一规范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各州、市需要对部分事项的

实施主体作出调整的，可结合部门“三定”规定作出具体规定，

依法按程序报同级党委和政府决定。

七、关于第一责任层级建议。一是明确“第一责任层级建议”，

主要是按照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原则，把

查处违法行为的第一管辖和第一责任压实，不排斥上级主管部

门对违法行为的管辖权和处罚权。必要时，上级主管部门可以

按程序对重大案件和跨州市案件实施直接管辖，或进行监督指

导和组织协调。二是根据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关于“减少执法层

级，推动执法力量下沉”的精神和落实属地化监管责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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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实

际，对法定实施主体为“县级以上××主管部门”或“××主管部门”

的，原则上明确“第一责任层级建议”为“州、市”。三是对于吊销

行政许可等特定种类处罚，原则上由我省明确的第一管辖和第

一责任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后提出处罚建议，按照行政许可法规

定转发证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落实。

抄送：省委编办，省司法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

省林草局，各州、市生态环境局。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1 年 4月 1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