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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区域联合出台生态环境领域
不予行政处罚清单

一、背景缘由

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是实现高水

平保护的有力武器，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保障。沪苏

浙皖生态环境部门始终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坚持绿色发展

与底线思维理念，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和更大力度推进生态环境

执法工作，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查处每一起环境违法行为。在

此基础上，在生态环境执法过程中也需要建立多层次的行政处罚裁

量体系，在生态环境领域探索包容审慎监管，落实行政处罚法关于

不予处罚的规定，对于一些轻微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实施不予处罚，

以营造更优营商环境。为提升长三角区域执法一体化、精细化水平，

沪苏浙皖四地生态环境（局）厅联合沪苏浙皖司法（局）厅共同制

定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

罚清单》（以下简称《清单》）。

二、基本做法

（一）落实国家要求，推动一体化进程

2019 年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明确要求推动长三角执法统

一，长三角区域及长三角生态绿色发展示范区生态环境执法统一目

标和要求越来越明确。2022 年，在生态环境部指导下，沪苏浙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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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态环境（局）厅、司法（局）厅成立了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牵

头的联合专项工作组，全力推动长三角区域免罚清单统一制定工作。

（二）创新执法举措，提升执法精度

在《行政处罚法》修改之前，“首违不罚”没有明确法律依据，

但作为一种创新性执法举措，长三角四地早已开展了积极探索，在

前期工作基础上，长三角免罚清单不仅细化了“首违不罚”情形，

还创新设置了“轻微不罚”事项，成为首个探索“轻微不罚”规定

的长三角免罚清单。

（三）顺通意见渠道，听取多方声音

在制定过程中，联合专项工作组做了大量的会商研讨工作。一

是摸清家底，梳理已发布的 26 份省级免罚清单以及 2 份长三角区域

气象领域、文化市场免罚清单，以长三角区域名义发布免罚清单已

作出实践，为生态环境领域发布免罚清单奠定良好基础；二是求同

存异，选取在三省一市实践成熟的、对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效益

较大的免罚事项，反复协商，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对建设项目、大

气、固体废物、噪声、排污许可、环境事件应急、环境管理 7 个具

体生态环境领域共 22项轻微违法行为做出免罚规定；三是实证分析，

对选取的 22 项免罚事项进行实证分析，开展违法行为发生频次数据

统计分析，验证合理性。四是听取意见，为了保证合理性、科学性、

区域性等特点，邀请各类执法人员和专家参与制定工作，广泛听取

了社会各方的意见。

（四）确定发文路径，达成一致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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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长三角区域名义发布规范性文件已有探索先例，使用上海发

文文号，执行规范性文件发布流程，2023 年 5 月，沪苏浙皖四地生

态环境（局）厅、司法（局）厅共八部门联合发布了《长江三角洲

区域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到此，长

三角区域免罚清单统一制定工作圆满完成。

三、主要成效

（一）首践新模式，实现真正统一

作为生态环境领域首部长三角免罚清单，与生态环境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相结合，对生态环境领域违法行为罚与不罚、轻罚与重罚

提供了明确依据、指导，使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人员有清

晰的执法标准，可以精细化执法、柔性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有利于提升长三角区域严格公正规范文明水平。

（二）探索包容审慎，优化营商环境

近年来，生态环境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很快，企业从业人员

对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知之甚少，相关企业管理也没有同步跟进。因

此，《清单》尽可能多的设定不予处罚事项、取四地最大公约数，表

达生态环境执法监管的温度，助力新产业、新经济、中小微企业发

展。长三角区域不予处罚清单实施至今，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

新闻报纸等媒体途径进行大量宣传，各地纷纷将这一新举措付诸实

践，取得良好社会影响。

（三）规范执法行为，提升守法意识

对于违法行为，不能片面强调处罚、以罚代管或一罚了之，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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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目的是纠正违法行为，教育行政相对人自觉守法。对于不予处

罚的轻微环境违法行为，执法机关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

则，通过批评教育、指导约谈等措施，提升行政相对人守法意识，

避免日后此类违法行为再次发生，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四、推广价值

长三角区域免罚清单的出台，首先是对《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

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具体实践，是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构筑长三角生态环境领域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优化长三角区域法治

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其次是不断优化监管方式、提高执法效率

的措施之一，生态环境领域执法量大面广，违法行为人种类多样，

违法行为表现差异较大，生态环境执法部门探索、优化、创新监管

理念和方式，深化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在严格执

法的同时坚持宽严相济、过罚相当原则，有利于在执法监管中进一

步紧抓重点排污单位、重点监管领域，把有限的资源和力量集中在

更需要的地方，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改善环境质量；最

后是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水平的重要手段，将依法可以不予处

罚的行为具体化、规范化，为执法人员提供明确的执法工作指引，

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本市生态环境执法精细、公正、文明。沪苏浙皖

四地生态环境（局）厅、司法（局）厅以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行政

执法标准为契机，不断推动形成统一规范的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执

法监督体系，为长三角区域探索一体化推进的共同行为准则、形成

高质量的制度新供给提供了实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