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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行动

（2023—2025年）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意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推

进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等要求，推动补齐环

境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全面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特开展

本行动。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构建集

污水、垃圾、固体废弃物、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和

监测监管能力于一体的环境基础设施体系，推动提升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逐步形成由城市向建制镇和乡村延伸覆盖的环境基

础设施网络，提升城乡人居环境，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二、工作目标

到 2025年，环境基础设施处理处置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新

增污水处理能力 1200万立方米/日，新增和改造污水收集管网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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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公里，新建、改建和扩建再生水生产能力不少于 1000万立方米/

日；全国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能力达到 70万吨/日以上，全国城镇生

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 80万吨/日以上。固体废弃物处置及综合

利用能力和规模显著提升，危险废物处置能力充分保障，县级以

上城市建成区医疗废物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置。

三、重点任务

（一）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及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水平提升行

动。加快建设城中村、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县城和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区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填补污水收集管网空白区。开展

老旧破损污水管网、雨污合流制管网诊断修复更新，循序推进管

网改造，提升污水收集效能。因地制宜稳步推进雨污分流改造，

统筹推进污水处理、黑臭水体整治和内涝治理。加快补齐城市和

县城污水处理能力缺口，稳步推进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结

合现有污水处理设施提标升级扩能改造，加强再生利用设施建

设，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推进污水处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建

设污水处理绿色低碳标杆厂。统筹推进污泥处理设施建设，加快

压减污泥填埋规模，提升污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水平。强

化设施运行维护，推广实施“厂—网—河（湖）”一体化专业化

运行维护。

（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建设水平提升行动。加快完善

生活垃圾分类设施体系，合理布局建设收集点、收集站、中转压

缩站等设施，健全收集运输网络。加快补齐县级地区生活垃圾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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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处理能力短板，鼓励按照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或就近处理

等模式，推动设施覆盖范围向建制镇和乡村延伸。积极有序推进

既有焚烧设施提标改造，强化设施二次环境污染防治能力建设，

逐步提高设施运行水平。因地制宜探索建设一批工艺成熟、运行

稳定、排放达标的小型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稳妥推进厨余垃

圾处理设施建设。规范开展库容已满生活垃圾填埋设施封场治

理。改造提升现有填埋设施，防止地下水污染，加强填埋气回

收。

（三）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利用设施建设水平提升行动。积

极推动固体废弃物处置及综合利用设施建设，全面提升设施处置

及综合利用能力。优化布局建设建筑垃圾中转调配、消纳处置和

资源化利用设施，积极推进建筑垃圾分类及资源化利用，加快形

成与城市发展需求相匹配的建筑垃圾处理设施体系。统筹规划建

设再生资源加工利用基地，加强再生资源回收、分拣、处置设施

建设，加快构建区域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提高可回收物再

生利用和资源化水平。支持开展“无废城市”建设的地区率先探

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施模式。

（四）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等集中处置设施建设水平提升行

动。强化特殊类别危险废物处置能力建设，加快建设国家和 6个

区域性危险废物风险防控中心、20个区域性特殊危险废物集中处

置中心。积极推动省域内危险废物处置能力建设，加快实现与产

废情况总体匹配。强化危险废物源头管控和收集转运等过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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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提升危险废物环境监管和风险防范能力。健全医疗废物收转

运处置体系，深化医疗废物处置特许经营模式改革，确保各类医

疗废物应收尽收和应处尽处。

（五）园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行动。积极推进园区

环境基础设施集中合理布局，加大园区污染物收集处理处置设施

建设力度。推广静脉产业园建设模式，鼓励建设污水、垃圾、固

体废弃物、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处理处置及资源化利用“多位一

体”的综合处置基地。推进再生资源加工利用基地（园区）建

设，加强基地（园区）产业循环链接，促进各类处理设施工艺设

备共用、资源能源共享、环境污染共治、责任风险共担，实现资

源合理利用、污染物有效处置、环境风险可防可控。

（六）监测监管设施建设水平提升行动。全面推行排污许可

“一证式”管理，建立基于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监管执法体系

和自行监测监管机制。严格落实生活垃圾焚烧厂“装、树、联”

要求，强化污染物自动监控和自动监测数据工况标记，加强对焚

烧飞灰处置、填埋设施渗滤液处理的全过程监管。完善国家危险

废物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危险废物产生情况在线申报、管理

计划在线备案、转移联单在线运行、利用处置情况在线报告和全

过程在线监控。健全污水处理监测体系，强化污水处理达标排放

监管。鼓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对污泥产生、运输、处理进行全流

程信息化管理，做好污泥去向追溯。

四、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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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展全面摸底评估。各省（区、市）以市为单位开展

环境基础设施摸底评估工作，全面掌握本辖区环境基础设施现

状，系统评估辖区环境基础设施处理能力、处理水平、运行情况

以及短板弱项情况，形成环境基础设施评估报告。市级发展改革

部门会同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等相关部门组织形成评估报告

后，及时上报并由省级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于 2023年 10月

底前汇总报送至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

部。

（二）加强项目谋划储备。各地要统筹推进环境基础设施规

划布局，根据评估情况加快环境基础设施项目谋划储备，将符合

条件的项目及时纳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根据项目谋划储备情

况，编制本地区环境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清单，明确项目建设时

序、投资计划等，一并纳入评估报告上报。对评估工作和项目储

备工作开展较为扎实的地区，国家优先对该地区符合条件的项目

予以支持。

（三）强化项目建设管理。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有关部

门按职责分工切实强化环境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管理。加快推进项

目前期工作，加快履行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手续，加快办理

审批手续，提高审批效率，成熟一批、开工一批，尽快建成投

运。强化项目日常监管，加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管理，及时、

准确、完整填报项目审批、开工、投资完成、工程进度、竣工等

信息。

本文内容来自网络，由EESIA搜集整理，如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我们，我们将酌情处理！



6

（四）加大支持力度。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方式对符合条

件的项目予以支持，将符合条件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纳入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支持范围。完善污水、生活垃圾、危险废物、

医疗废物处置价格形成和收费机制，推动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可持

续运营能力。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商业可持续原则加

大环境基础设施项目信贷投放力度和融资支持力度。坚持“资

金、要素跟着项目走”，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要素保障，确保

各项工程顺利推进。

（五）创新实施模式。鼓励各地区以市县为单位将环境基础

设施项目打包，统筹谋划、整体推动环境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鼓

励结合地方实际，深入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探索开展环境

综合治理托管服务和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积极引

导社会资本按照市场化原则参与环境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运营。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重要意义，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形成工作

合力，在切实防范各类风险情况下，分类施策，着力推动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行动取得实效。国家发展改革委要加强统筹

协调，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行业指

导，推进方案实施。各省（区、市）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结合本地实际，加快推进环境基础设施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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