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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一、编制背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中多次明确要求自动监

测数据要应用于监管执法，当前，推进“互联网+监管”，以及实

现“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目标，对全省自动监测数

据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更严的标准和要求，自动监测数据已然成

为反映排污单位污染治理成效、实施环境管理与决策的基本依

据。为进一步规范我省自动监测数据管理，提高自动监测数据质

量，强化自动监测数据应用，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省生态环境厅自 2022 年启动了《江西省污染源自

动监测数据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调研编制工作。 

二、编制依据 

一是遵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污

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

法》《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生态环

境行政处罚办法》等；二是参考中央相关文件制度规定，如生态

环境部《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标记规则》（2022 年 第 21 号

公告）、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重点单位自动监控安装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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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执法函〔2021〕484 号）、生态环境部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固定污染源监测监督管理的通知》（环

办监测〔2023〕5 号）等；三是借鉴学习外省先进立法经验，如

《安徽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江苏

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淄博市污染源自动监控条例》等。 

三、编制思路 

（一）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自动监测数据管理突出问题。 

一是解决自动监测数据超标超总量判定缺失问题。现行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仅涉及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自动监测数据超

标判定，其他行业企业自动监测数据超标超总量的判定依据不

足。二是解决自动监测数据法律效力问题。《生态环境行政处罚

办法》部门规章中虽明确经过标记的自动监测数据可以作为认定

案件事实的证据，但未明确是哪方设备上的数据，在应用过程中

容易产生争议。三是厘清排污单位和生态环境服务机构责任。基

层工作实践中，排污单位与生态环境服务机构的责任难以划分，

尤其是涉及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和弄虚作假等情形，常常牵

扯到生态环境服务机构的直接责任，但目前我省没有对生态环境

服务机构进行相应行政处罚措施的法律依据，导致排污单位为生

态环境服务机构担责。 

（二）力求突破创新，立足本省工作实际提出创新性规定。

一是结合我省大数据共享要求，明确了自动监测数据用于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公安、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

市场监管，以及税务等相关部门的数据共享和应用要求。二是落

实“放管服”改革要求，明确了排污单位正当履行义务、不可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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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情形下产生违法事实的豁免条款。三是突破生态环境服务机

构处罚无法律依据难题，明确了因生态环境服务机构责任而导致

的自动监测设备不正常运行、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措

施。 

（三）注重立法依据，确保与现行法律法规实现顺畅衔接。

一是严格遵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每个条文内容做到有相关法律

法规或制度文件依据作支撑。二是现行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不作

重复性规定，对已有法律规定进行细化，对法律空白进行完善补

充。三是聚焦“小切口”立法“少而精”要求，条文内容尽量避

免大而空泛的规定，提高内容的针对性、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

方便基层执法操作，切实解决工作难题。 

四、编制过程 

为进一步适应自动监测数据管理工作需要，结合本省实际情

况，2022 年 9 月，省生态环境厅编制起草了《条例》（草拟稿）

和编制说明，并先后向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委和法工委进行汇报。

2023 年 2 月，《条例》列入《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2023 年立法计

划》重点调研项目，同年 10 月，《条例》列入《江西省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24 年 1 月，《条例》列入《江西省人民

政府 2024 年立法计划》，同年 2 月，《条例》列入《江西省人大

常委会 2024 年立法计划》立法审议项目。为落实立法文件精神，

加快推进《条例》编制工作，省生态环境厅在全省范围进行现场

调研和征求意见，先后书面向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各设区市人民

政府、赣江新区管委会、省直相关部门征求意见，通过厅官网向

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联合省政务服务办赴淄博市学习调研，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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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委、省司法厅等立法专家提前介入指导，委

托高校立法专家对《条例》内容进行审查。在此基础上，对《条

例》进行了多轮次的修改完善，形成了现在的《条例》（第二次

征求意见稿）。 

五、主要内容 

《条例》共二十八条：第一条至第七条，明确了目的依据、

范围定义、管理职责、主体责任、全程防控、数据共享和举报奖

励要求；第八条至十条明确了安装联网、数据标记、运行维护等

数据产生、采集、存储、传输要求；第十一条至第十四条明确了

数据效力、超标超总量判定、其他情形等数据处理和应用要求；

第十五条至第二十一条明确了现场检查、比对核查要求和未安装

联网、不正常运行、擅自改动自动监测设备、异常情况不报告、

弄虚作假的认定情形；第二十二条至二十六条明确了排污单位、

设备生产者、销售者和生态环境服务机构相关违法行为的处罚，

以及信用评价、两法衔接和不当履职责任相关内容。第二十七条

至二十八条明确了《条例》的名词解释和施行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