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印发《长三角区域污染物总量协同控制

实施方案》的通知
沪环监测〔2023〕208 号

各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

环境共同保护规划》《关于做好“十四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的通知》等文

件精神，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生态环境保

护提出的新要求，结合各地实际，依托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机制，协同

推进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措施，强化区域协同治理、协同监管、信息共享，全面

探索区域联动、分工协作、共同推进、合作共赢的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新路径，助

力美丽长三角建设，三省一市生态环境部门共同制定了《长三角区域污染物总量

协同控制实施方案》。现将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2023年 12 月 1 日

长三角区域污染物总量协同控制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长江三角洲区域生

态环境共同保护规划》，落实《长三角区域主要污染物总量协同控制合作备忘录》

有关要求，依托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机制，结合各地实际，协同推进一

批重点减排工程和措施，强化区域协同治理、协同监管、信息共享，全面探索区

域联动、分工协作、共同推进、合作共赢的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新路径，制定本实

施方案。本方案实施范围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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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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区域

总量联控、规制共建、监管协同为抓手，推动长三角区域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

续下降，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夯实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基础，

助力美丽长三角建设，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成效。

（二）总体原则

协同控制，统筹推进。聚焦系统性、区域性、跨界性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坚持区

域一体化总量控制，把污染减排作为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结构优化调整、提

升环境治理水平的重要抓手，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长三角提供

有力支撑。

机制创新，共建共享。联合制定区域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探索共建区域污

染物总量核算和排污权确权分配体系，推动长三角区域总量核算结果互认和排污

权交易，突出总量协同控制机制建设和创新，实现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一体化管

理。

先行先试，示范引领。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积极创新区域污染物总量控制一体化

监管协作方式，合力推进跨区域、跨部门协同监管，探索区域联动、协同治理、

合作共赢的污染物总量控制新路径，为实现污染减排与社会经济、环境品质协同

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三）工作目标

到 2025年，长三角区域污染物总量协同控制机制基本建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能力持续提升，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下降，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到 2025年，长三角区域氮氧化物（NOx）
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重点工程减排量累计分别达到 23.10万吨和 16.25 万吨。

——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到 2025年，长三角区域化学需氧量（COD）
和氨氮（NH3-N）重点工程减排量累计分别达到 34.71万吨和 1.92 万吨。

二、主要任务

（一）建立长三角总量协同控制工作机制

组建长三角总量协同控制工作专班。由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以下简称“三省

一市”)共同组建长三角总量协同控制工作专班。工作专班由各省市分管厅（局）

长牵头，分管处长负责，并明确具体联络人，专班办公室设在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依托长三角总量协同控制组专题会议机制，每半年举行一次调研会商研讨会议，

研究推进重点合作事项，通报实施进展、总结相关经验、沟通重大问题。(上海

市生态环境局牵头，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生态环境厅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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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总量协同控制信息共享机制。强化三省一市减排目标、减排指标、重点减排

工程、地表水和大气环境质量变化等信息共享，加强多部门之间的工作衔接和协

调配合，确保长三角总量协同控制工作落到实处。(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牵头，江

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生态环境厅配合）

（二）深化区域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

深化区域移动源、石化化工行业协同减排。深化高污染机动车信息共享、非道路

移动机械识别标志区域互认等区域合作，加快淘汰老旧高污染车辆和非道路移动

机械，强化在用车辆协同监管。深化环杭州湾地区石化化工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

物综合整治，推动标准、监测、执法“三统一”协同治理。在三省一市已有的区域

机动车信息平台基础上，配合交通部门探索建立统一的老旧高污染车辆淘汰标准，

加快淘汰老旧高污染车辆，强化在用车辆协同监管。加强环杭州湾地区石化化工

行业臭氧污染的防治协作，推进环杭州湾石化化工行业环境监测网络信息共享。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牵头，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生态环境厅配合）

探索建立重点时段大气总量质量联动协同减排机制。围绕长三角区域举办的国内

国际重大活动，建立“区域联动、信息共享、联合会商、协同管控”的大气总量质

量联动、区域协同减排工作机制，加强重点时段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联合会商，

联合开展区域走航执法监测。强化区域空气质量监测、空气质量预报、大气污染

源管控、动态更新管控企业名单和措施清单、重污染天气应急等方面协作，为区

域重大活动环境质量保障提供技术支撑。(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牵头，江苏省、浙

江省、安徽省生态环境厅配合）

（三）深化区域水污染物协同减排

推进新安江—千岛湖、太浦河等跨界水体协同减排。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

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建设，尊重重要水体上下游实际需求，形成协调明确的水生态

功能和目标要求，制定主要水体的环境要素功能目标、建立污染防治机制以及跟

踪评估制度。推进区域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面源污染控制，加大水土流失治

理，开展氮磷养分生态拦截。(新安江—千岛湖协同减排由安徽省、浙江省生态

环境厅牵头，太浦河跨界协同减排由江苏省环境厅、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牵头）

强化太湖、巢湖、淀山湖和洪泽湖等重点湖泊治理和保护。加快流域产业结构调

整和升级，加强入河（湖）排污口监督管理，强化源头控制，推进入河排污口溯

源整治。保护和恢复入湖河口与湖滨带湿地，持续削减入湖氮磷污染负荷。太湖

流域重点加强化工、印染、造纸等重污染行业治理；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

强化流域面源污染控制，推进畜禽、渔业生态养殖，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执行统一

标准。环湖五公里范围内，化工企业全部关闭搬迁，沿湖各地制定环湖五公里范

围内工业企业关闭搬迁、改造提升计划，腾挪出的排污总量优先用于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推动沿太湖流域各地建立蓝藻预警、防控、应急协作机制。（江苏省、

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分工牵头，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浙江省生态环境厅配合）

持续提升长三角区域水环境基础设施水平。推进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持续推

进太湖、巢湖等流域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脱氮除磷改造及尾水湿地净化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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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苏北、皖北、浙西南等城乡污水基础设施投入支持力度。坚持“水泥同治”，
积极探索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及周边地区供水、污水处理、污泥处

理以及中水回用等设施共建共享。（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牵头，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浙江省、安徽省生态环境厅配合）

（四）探索建立长三角区域排污权交易体系

在试点地区探索开展统一的排污权交易体系。研究试点区域统一的排污权确权核

算体系，探索建立试点区域排污权交易管理制度。探索建设长三角试点区域排污

权交易市场。联合共建长三角试点地区排污权网络交易平台，实现排污权交易“公
开化、透明化、市场化”。逐步推进试点地区跨区域排污权交易。三省一市根据

自身情况选取 1-2个县（市、区）先行开展试点，率先在重点行业、重点污染物

分步推进。（浙江省生态环境厅牵头，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江苏省、安徽省生态

环境厅配合）

（五）建立长三角总量协同减排评估机制

工作专班对长三角区域协同控制重点项目进行年度调度评估；对三省一市总量减

排任务清单完成情况，每年第四季度至次年第一季度进行汇总。三省一市负责部

门于次年三月底前提交年度工作报告，工作专班于第二季度编制长三角总量协同

控制工作报告。(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牵头，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配合）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三省一市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对区域污染物总量协同控制工作的组织领导，结合

工作任务，分解工作内容，细化工作节点，抓紧组织实施。

（二）强化制度保障

加强与长三角区域、各省相关规划、方案的协调衔接，统筹推进各项任务。探索

建立跨区域、跨流域的污染物排放量交易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为区域总量协同

控制做好制度保障。

（三）落实经费保障

方案实施过程中，各相关单位和地方政府要落实必要的工作经费，保障开展的各

项联保工作顺利进行。

附件：“十四五”长三角区域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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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长三角区域主要污染物减排目

标

指标区

域

主要水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单位 万吨） 主要大气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单位 万吨）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氮氧化物

长三角区域 34.71 1.92 23.10

上海市 1.63 0.12 1.30

浙江省 5.43 0.36 5.50

江苏省 13.98 0.75 8.00

安徽省 13.67 0.69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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