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河南省污染源环境监管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遵守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日常监督管理，规范随机抽查行为，优

化监管方式，强化社会监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

的通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法律及有关规定，制定

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双随机”是指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部门对污染源（包括排污单位和建设项目，下同）进行日

常环境监管时，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随机选派检查人员；“一

公开”是指及时向社会公示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 

第三条  全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建立以“双随机、一公

开”为基本手段和主要方式，其他监管手段为补充的新型生态

环境监管执法机制。 

第四条  “双随机”抽查（以下简称“随机抽查”）工作应

当遵循依法实施、公开透明、注重实效的原则，确保随机抽



查工作依法有序开展。 

依法实施。所有的随机抽查事项应当依据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严格按照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组织实施。 

公开透明。依法公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抽查工作计划、

抽查检查情况和查处结果。 

注重实效。以问题为导向，分行业、分重点、分层级、

分区域进行差异化监管，避免重复执法，提高执法效能。 

第五条  除国家和省组织开展的重大专项活动、投诉举

报、上级或其他部门转办交办、突发环境事件、数据分析或

监测发现的问题线索外，其他生态环境领域的现场检查，包

括日常监督管理检查、监督执法检查、专项执法行动和部门

联合检查等活动，均要采取随机抽查方式。 

第六条  随机抽查实行信息化管理，依托“污染源环境监

管双随机抽查应用系统”（以下简称“双随机系统”）实施，确

保随机抽查内容全过程留痕，抽查结果公开透明可追溯。 
 

第二章  “一单两库”管理 
 

第七条  “一单两库”是指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检查对象

名录库、检查人员名录库。 

第八条  省生态环境厅负责指导、协调、稽查、考核全

省污染源随机抽查工作，制定抽查制度及有关规定，明确年

度抽查重点；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生态环境局依据《生态

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确定的检查事项，建



立和调整辖区内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各省辖市所属县级生态

环境分局按照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和法定程序开展抽查工作。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应明确检查机构、检查事项、检查对

象、检查内容、检查方式、抽查比例、实施层级、抽查依据

等要素。 

第九条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建立辖区内“检查对象

名录库”，填报和更新“检查对象名录库”基本信息。 

（一）建立检查对象名录库。将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简

化管理和登记管理等固定污染源纳入检查对象名录库，分为

重点监管、一般监管和特殊监管，并按分布区域、行业类别、

生产规模、生产周期、污染物类型、企业环境信用评级、正

面清单、重污染天气绩效分级等要素进行标识化管理。 

重点监管对象：省、市、县生态环境部门按照法律法规

要求，依据排污单位污染物的产生量、排放量、种类、浓度，

以及对环境影响程度等因素确定。 

一般监管对象：除重点监管对象外，各级生态环境保护

部门认为应当列入日常监管的排污单位。 

特殊监管单位：生态环境违法问题严重、群众普遍反映

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环境信用评级低的排污单位。 

（二）填报被检查对象信息。主要包括：企业名称、企

业分类、行业类别、污染类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排污许

可证编码、行政区划、所属机关、所属流域、经度、纬度、

生产状态、投产时间、产品及生产规模等信息。根据被检查



对象的存续变动、停产在产状态等信息，及时修正和动态更

新。 

第十条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检查人员名录库”的信

息采集和录入工作。 

（一）检查人员范围。原则上要将本单位所有在编在岗

在职且负有生态环境执法和现场检查职责的执法人员全部

纳入，并随人员单位、岗位变动等因素动态调整。积极探索

建立“辅助检查人员名录库”，主要包括监测监控机构、社会

监测单位、科研院所和专家技术人员。 

（二）检查人员管理。采取标识化管理，在明确姓名、

单位、执法（工作）证号、职务岗位等身份信息的基础上，

结合《河南省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分级管理规定》确

定的执法人员等级，分类标注所在区域、工作年限、业务专

长、部门岗位等。建立检查人员年度检查次数标记制度，其

检查表现和履职情况应作为评先评优、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 

第十一条  在组织开展重大专项执法活动时，可按照被

检查对象、检查人员具有的标识，以区域特点、行业类别、

企业类型、污染物排放种类以及检查人员业务专长为筛选条

件，通过“双随机系统”在限定的范围内随机抽取被检查对象、

匹配检查人员；在开展日常监督检查时，不提前设定范围条

件，随机抽取被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检查人员。 

第十二条  检查人员与被检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应依

法回避。回避可采取与其他检查人员交换被检查对象的方式，



也可采取不参与本次抽查的方式。确定不参与本次抽查的，

再次由“双随机系统”抽查替代检查人员。 
 

第三章  随机抽查内容、程序、处理 
 

第十三条  随机抽查工作要以“一证式监管”、“一体化执

法”模式开展现场检查，重点对被抽查对象环评、“三同时”、

排污许可等环境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以及污染防治设施建设

运行和污染物排放情况开展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线上执

法）。 

第十四条  科学设定抽查比例。根据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污染源数量、检查人员数量、行政区域面积，以及分析研判

的普遍性、突出性环境违法或污染问题等设定抽查比例。 

每季度至少对辖区内纳入检查对象名录库 25%的重点

监管对象、10%的一般监管对象、50%的特殊监管对象进行抽

查，确保重点监管对象 1 年抽查 1 次，一般监管对象 2 至 3

年抽查 1 次，特殊监管对象 1 年抽查 2 次。 

第十五条  合理安排抽查频次。对企业环境信用评级高、

重污染天气绩效 A 级、列入正面清单、绿色发展排行靠前、

上一年度随机抽查无问题以及上级生态环境部门检查无问

题的企业，可利用视频监控、环保设施用水用电监控、无人

机巡检、走航车监测等非现场监管手段开展抽查工作；对特

殊监管单位和上一年度随机抽查问题突出的，要加大抽查频

次。 



第十六条  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于每年 12 月底前，按

照本制度确定的抽查比例、频次，确定下一年度被抽查单位

数量、家次，纳入本级生态环境执法工作计划。 

第十七条  随机抽查流程： 

（一）制定抽查计划； 

（二）确定检查任务； 

（三）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 

（四）开展随机抽查，并通过移动执法终端将检查情况

录入“双随机系统”； 

（五）抽查结果公示； 

（六）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法处理并跟踪督办。 

第十八条  开展随机抽查工作时，发现环境管理问题的，

应当责令改正，提出整改要求，督促整改到位；发现环境违

法行为的，做好调查取证和证据固定工作，使用“河南省生态

环境智慧办案系统”完成立案查处；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

法机关；属于其他部门管辖的，及时移交处理。 

第十九条  随机抽查工作应与监督帮扶、交叉互查、专

项执法行动、重污染天气管控、联合执法、正面清单、排污

许可管理等工作统筹衔接，实现双随机系统与移动执法系统、

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系统、生态环境智慧办案系统以及各类

专项执法行动 APP 信息互通互联，检查结果互认，避免多头

执法、重复监管。 
 

第四章  信息公开 



 

第二十条  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各

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在抽查任务完成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通

过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规定的平台将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

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主要包括：随机抽查工作完成

情况，抽查的污染源名称、检查人员、抽查时间、违法事实、

查处结果等。随机抽查结果同步推送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 

第二十一条  公开信息可采用“未发现问题”、“发现问题

已责令整改”、“发现违法行为已立案调查”等简要方式进行表

述。实施行政处罚的，应依法进行信息公开，并在作出处罚

决定后，纳入国家和省有关信用信息系统。抽查情况和查处

结果涉及保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可不予公开。 
 

第五章  保密制度 
 

第二十二条  建立健全随机抽查工作的保密制度。抽查

工作实施前，随机抽查名单应对被抽查对象保密，坚决防止

跑风漏气、失密泄密现象发生。违反保密制度的，要视情节

轻重，对泄密者本人和有关责任人员，予以通报批评、暂扣

或收回执法证件、调离执法岗位，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纪

律处分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三条  生态环境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严格依

法抽查监管，不得妨碍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正常

的生产经营活动，依法保守在执法检查中获取的商业秘密和



技术秘密。 
 

第六章  工作纪律 
 

第二十四条  不准参与或接受被抽查对象的宴请、娱乐、

旅游等活动，不准接受礼金、纪念品、烟酒茶、土特产、有

价证券等钱物，不准报销任何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不准去

名胜古迹、风景区参观游览等与执法无关活动。违反本制度

的有关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依规

给予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各市、县生态环境部门可根据本制度制定

本行政区域的实施办法。 

第二十六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