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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 2019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一、总体情况

2019年，生态环境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决策部署，以及新修订的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强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加大

政策解读和回应关切力度，扩大公众参与，不断凝聚生态环

境保护社会共识，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一）强化主动公开工作

1. 加大生态环境质量信息公开力度

生态环境部通过部政府网站（以下简称部网站）、生态

环境部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以下简称“两微”）等途径，

主动公开各类政府信息，及时发布《2018中国生态环境状况

公报》等生态环境质量报告，全面公开环境质量信息。

一是公开大气环境质量信息。发布 337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空气质量指数信息，公开可吸入颗粒物（PM10）、细颗粒

物（PM2.5）、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一氧

化碳（CO）和臭氧（O3）等 6项污染物实时监测数据。每日

发布全国及重点地区空气质量形势预报，公开 46 个重点城

市未来 72 小时首要污染物、空气质量指数等信息，每半月

发布全国及重点区域未来 15 日空气质量形势预报。每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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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报告》，公开主要城市、重点区域空

气质量信息和城市排名情况。

二是公开地表水和海洋生态环境质量信息。实时发布全

国主要水系重点断面水质类别信息，以及 pH值、溶解氧、

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等 4 项指标监测数据。发布《全国地表

水水质月报》《2018年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公报》，

公开全国地表水质、长江三峡区域水质信息。发布《2018年

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部分沿海城市海水浴场水质

周报》，公开海洋环境质量和生态状况、主要海水浴场水质

信息。

三是公开应对气候变化信息。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的政策与行动 2019 年度报告》，公布我国减缓气候变化、

适应气候变化、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等方面工作，通过例

行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 2018 年全国碳排放强度信息。

公布我国《气候变化第三次国家信息通报》《气候变化第二

次两年更新报告》，以信息公开促进气候变化行动和温室气

体排放管理工作。

四是公开土壤、固体废物和化学品环境管理信息。指导

24 个省份公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共涉

及 484个地块。公开《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土壤污

染防治工作简报》，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农村饮用水

水源保护、种植业和养殖业污染防控等信息。发布《2019年

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公开“无废

城市”建设试点名单，确定广东省深圳市等“11+5”个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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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地区，配套公布《“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编

制指南》《“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试行）》，公开征

集“无废城市”先进适用技术（第一批），开设“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专题专栏主动公开试点工作简报等信息。发布《废

铅蓄电池污染防治行动方案》，组织 21 个省份开展铅蓄电

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公开全国铅蓄

电池生产、原生铅和再生铅重点企业清单。发布《中国严格

限制的有毒化学品名录（2020 年）》等化学品环境管理相关

政策。

五是公开核与辐射安全信息。发布《2018 全国辐射环境

质量报告》，公开全国辐射环境质量监测信息，推动核安全

信息公开。通过全国空气吸收剂量率发布系统，发布辐射环

境质量自动监测站及运行核电厂监督性监测系统自动站空

气吸收剂量率实时监测数据。

六是公开自然生态保护信息。推进各地积极参与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创建，公布第三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市县，包括北京市密云区等 84个县市。推动各地探索“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有效转化路径，公布第三批“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包括北京市门头沟区等

23个地区。制定并公布《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技术规程》，

推进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

2. 强化生态环境监管信息公开

根据生态环境部重点工作部署，及时公开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执法监管情况。



4

一是公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息。强化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进驻、反馈、整改各环节信息公开工作，在第一轮第

二批“回头看”督察反馈期间，公开辽宁等 10省反馈意见，

发布《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完成督察反

馈工作》等信息。第二轮第一批督察进驻期间，于进驻前、

进驻过程中和进驻结束时，连续发布《生态环境部发文严禁

“一刀切”和“滥问责”行为》《第二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全部实现督察进驻》《第二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全面完成督察进驻工作》等新闻通稿，方便公众

知晓、参与督察工作。及时组织各地公开督察整改方案和整

改落实情况，以公开促进督察整改工作。公开第一轮第四批

例行督察 8省（区）督察整改落实情况，组织第一批督察“回

头看”10省（区）统一公开整改方案。公布敷衍整改、表面

整改、假装整改和“一刀切”等典型案例，其中，第一轮第

二批“回头看”督察反馈期间公开典型案例 22 个，第二轮

第一批督察进驻期间公开典型案例 16 个，有效发挥了警示

震慑作用。

二是公开污染防治攻坚战相关信息。打赢蓝天保卫战方

面，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

2019-2020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逐月

公开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和汾渭平原 11

城市降尘监测结果信息，公布《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

排放的意见》等政策文件。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方

面，印发《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公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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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逐月公开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

械环保信息公开工作情况。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方面，

开展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在“全国城市黑

臭水体整治监管平台”上公开各城市黑臭水体整治进展等信

息。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方面，及时公开《渤海综合治理攻

坚战行动计划》落实情况，通过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等方

式公开渤海综合治理进展成效、存在问题，以及渤海入海排

污口排查、渤海入海河流劣 V 类国控断面整治等信息，公开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座谈会相关情况。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

方面，公布《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公开长江保

护修复攻坚战推进视频会议，2019年第一季度、上半年和前

三季度水环境达标滞后地区工作视频调度会议相关内容。水

源地保护攻坚战方面，公开水源地环境整治未达到序时进度

省份、未完成整治任务的地市、县级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情

况等信息，公开截至 2019年 12月尚未完成整治信息。农业

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方面，公开发布《关于推进农村黑臭水

体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

排放控制规范编制工作指南（试行）》等文件。

三是公开生态环境监管信息。公布强化监督定点帮扶信

息。通过部网站公开强化监督情况、挂牌督办名单。曝光打

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中发现的 40 类突出典型

问题，对已达到整改标准的 111 个问题解除挂牌督办并向社

会公开。公开环境执法信息。定期公布严重超标排放企业名

单，涉及企业 336 家次，并对其中屡查屡犯企业的挂牌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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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进行全面公开。先后 3 次公开通报各地行政处罚和《环

境保护法》配套办法实施情况、执法典型案例。公布排污许

可管理信息。按照《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要求，指

导排污许可证核发部门加强对排污单位信息公开情况的监

督力度，截至 2019年 12月，通过“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平

台（公开端）”向社会公开 15.7万张排污许可证相关信息。

发布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情况。向社会公布排污单位自行监测

信息,涉及 5.3万家企业的 6.8亿条自行监测数据。公开核与

辐射安全监管信息。发布《中国的核安全》白皮书，介绍我

国核安全事业发展历程，阐述中国核安全基本原则、政策主

张、监管理念和实践情况，阐明中国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进

程的决心和行动。定期发布国家核安全局年报，公布年度核

与辐射安全监管总体情况，加强核电厂、研究堆核安全监管

信息公开。通过“核电厂安全性能指标信息公开系统”定期

公开核电厂总体安全状况。

四是公开突发环境事件和投诉举报信息。及时公开重特

大及敏感突发环境事件信息，2019年 3月 21日，江苏省盐

城市响水县江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爆炸事故发生后，生态

环境部第一时间发布事件处置信息和阶段性进展信息，通过

“两微”发布信息 7期，及时回应公众关切。每月公开全国

生态环境污染投诉举报情况，分析总结全国生态环境污染举

报形势，以及举报涉及的污染和行业类型、投诉办理情况等

内容。2019年共公布 13期全国“12369”环保举报办理情况，

被人民网、新华网等主要媒体转载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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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政策解读回应公众关切

加大重要生态环境政策解读、回应公众关切力度，按照

解读材料与政策文件同步报送、同步组织、同步公开原则，

通过新闻发布会、政务新媒体等途径，采用新闻通稿、答记

者问、“一张图”读懂、专题片、短视频等形式，做好政策

解读工作。

强化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策部署的

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后，通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李

干杰部长署名文章《依法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向纵深

发展》，参加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等途径进行政

策解读。加强新闻发布工作，结合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

举办例行新闻发布会 12 场，回应热点问题 135 个，同时指

导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并向社会公布各

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新闻发言人名单。创新开发新媒体产品，

通过“两微”发布“美丽中国”系列专题片及短视频 22个，

摄制“我的环保故事”8期。加强与主要新闻媒体的协调沟

通，组织经常性伴随式采访，开展“督察整改看成效”主题

采访活动、“生态文明示范市县”专题采访活动并同步公开，

不断通过信息公开、政策解读凝聚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共

识。

（二）依法开展依申请公开

2019年，生态环境部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765件，

全部依法依规予以答复。其中，从申请形式看，信函申请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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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占比 38.56%；网络申请 448件，占比 58.56%；其他形

式申请 22件，占比 2.88%；从申请内容看，主要涉及建设项

目环评、生态环境质量、环境监测、生态环境标准、生态环

境监管执法等内容。生态环境部认真依法依规做好依申请信

息公开，不断改进服务质量，未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

（三）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管理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要求，认真落实《2019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内容，制定《生态环境部落实 2019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实施方案》。根据生态环境部“三定”

规定及其细化方案并结合实际工作，制定并公布《生态环境

部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对 18 类 119 项政府信息

内容、公开时限和责任单位作出明确规定。印发《生态环境

部政府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公布《生态环境部政府信息公

开指南》，进一步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机制和工作流程。

制定《生态环境部会议解读管理办法（试行）》，推进部务

会议、部常务会议解读和政策解读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印

发《生态环境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指导基层生态

环境部门强化政务公开工作。升级改版部政府网站，对政府

信息公开栏目进行优化完善。

（四）完善公开平台建设

强化部网站作为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作用，围绕生态环境

保护中心工作发布政府信息。2019年，部网站主动公开政府

信息总量 7299 条，其中包括政策解读信息 134 条，回应公

众关切信息 612条，页面浏览量达 6.2亿次。同时，根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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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及其实施细则、《政府网

站发展指引》关于政府网站建设相关要求，加强新版部网站

建设，充分发挥网站作用。

通过“两微”平台发布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污染防

治攻坚行动、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和排污许可管理等信息，其

中，官方微博发布信息 4234条，关注量达 196.4万人次，总

阅读量超过 4 亿余次，微信公众号发稿 3070 篇，关注量达

到 51.5 万人次，总阅读量 2006.6 万次。设置“督察整改看

成效”“推动绿色发展”“环保清风”等发布主题，获评人

民网“国务院机构政务新媒体传播力二十强”第二名。加强

生态环境系统新媒体矩阵日常运行管理维护，不断扩大生态

环境保护宣传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五）健全监督保障机制

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生态环境部政务公开领导小组，研

究解决公开工作重大问题，统筹指导生态环境系统公开工

作。

优化制度机制，根据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

定，及时制修订内部相关制度文件，明确机关各部门公开职

责、不断优化公开流程，加强对生态环境领域基层政务公开

工作的指导，不断推进生态环境系统公开水平。

组织开展专题培训，围绕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举办

生态环境系统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培训班，提升生态环境系

统信息公开能力，全国各省（区、市）生态环境部门以及 28

个地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公开工作负责人参加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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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第二十条第（一）项

信息内容 本年新制作数量 本年新公开数量 对外公开总数量

规章 7 7 92

规范性文件 35 35 382

第二十条第（五）项

信息内容 上一年项目数量 本年增/减 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许可 34 0 17947
其他对外管理服

务事项
1 0 7

第二十条第（六）项

信息内容 上一年项目数量 本年增/减 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处罚 —— —— 5
行政强制 —— —— 0
（注：按照要求，我部正在整理执法事项清单，待确定后另行公开发布）

第二十条第（八）项

信息内容 上一年项目数量 本年增/减

行政事业性收费 1 0

第二十条第（九）项

信息内容 采购项目数量 采购总金额

政府集中采购 45 8896.42 万元

三、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

（本列数据的勾稽关系为：第

一项加第二项之和，等于第三

项加第四项之和）

申请人情况

自然

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

总

计

商

业

企

业

科

研

机

构

社会

公益

组织

法律

服务

机构

其

他

一、本年新收政府信息公开申

请数量
737 12 0 14 1 1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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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年结转政府信息公开申

请数量
28 1 0 0 0 0 29

三、

本年

度办

理结

果

（一）予以公开 532 7 0 5 1 1 546
（二）部分公开（区分

处理的，只计这一情形，

不计其他情形）

3 0 0 0 0 0 3

（三）

不予公

开

1.属于国家秘

密
5 0 0 0 0 0 5

2.其他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公

开

1 0 0 0 0 0 1

3.危及“三安

全一稳定”
0 0 0 0 0 0 0

4.保护第三方

合法权益
0 0 0 0 0 0 0

5.属于三类内

部事务信息
0 0 0 0 0 0 0

6.属于四类过

程性信息
9 0 0 0 0 0 9

7.属于行政执

法案卷
0 0 0 0 0 0 0

8.属于行政查

询事项
0 0 0 0 0 0 0

（四）

无法提

供

1.本机关不掌

握相关政府信

息

167 5 0 8 0 0 180

2.没有现成信

息需要另行制

作

0 0 0 0 0 0 0

3.补正后申请

内容仍不明确
13 0 0 0 0 0 13

（五）

不予处

理

1.信访举报投

诉类申请
0 0 0 0 0 0 0

2.重复申请 15 0 0 0 0 0 15
3.要求提供公

开出版物
2 0 0 0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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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正当理由

大量反复申请
4 0 0 0 0 0 4

5.要求行政机

关确认或重新

出具已获取信

息

0 0 0 0 0 0 0

（六）其他处理 2 1 0 0 0 0 3
（七）总计 753 13 0 13 1 1 781

四、结转下年度继续办理 12 0 0 1 0 0 13

四、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结

果

维

持

结

果

纠

正

其

他

结

果

尚

未

审

结

总

计

未经复议直接起诉 复议后起诉

结

果

维

持

结

果

纠

正

其

他

结

果

尚

未

审

结

总

计

结

果

维

持

结

果

纠

正

其

他

结

果

尚

未

审

结

总

计

10 1 2 2 15 5 0 0 0 5 4 0 0 0 4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一是政策解读有待强化。在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基础

上，要进一步加强对重要政策、重点信息的解读工作。对照

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五公开”要求，系统梳理

各环节公开弱点弱项，应进一步强化对重要生态环境政策制

定背景、实施范围、重点内容、法律依据和制定过程等全方

位公开解读。畅通公开和征求意见渠道广泛征求并听取社会

公众意见建议，不断增强决策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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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基层公开有待深化。在生态环境领域基层政务公开

指引的基础上，应按照相关工作部署要求，继续推进基层生

态环境部门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总结归纳试

点单位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实践经验，指导基层生态环境

部门完善公开指引、拓展公开信息、拓宽公开渠道、加强政

策解读、回应公众关切，不断深化基层公开工作，强化相关

培训交流，推动提升基层生态环境部门政务公开工作人员的

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推进生态环境系统信息公开工作提质

增效。

2020 年，生态环境部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工作部署，

加强工作调研，及时发现、解决存在的问题，深化做好本级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同时，指导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加强信息

公开工作，推动地方生态环境部门逐步完善公开内容、拓展

公开渠道、健全公开队伍，不断提升信息公开能力水平，助

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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