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生态环境部印发了

《“十四五”生态保护监管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

这是我国首次制定生态保护的监管规划

《规划》以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监管体系为主线，提升生态保护监管协同能力和基础保障能力，有

序推进生态保护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持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

性，筑牢美丽中国根基。

《规划》明确了

“十四五”生态保护监管的重点任务

▶到 2025 年，建立较为完善的生态保护监管政策制度和法规标准体系，初步建立全国生态监测监

督评估网络，对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遥感监测。

▶生态保护修复监督评估制度进一步健全，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监管能力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水平进一步提高，“绿盾” 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专项行动范围全覆盖，自然保护地不合理开发活动

基本得到遏制。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上线运行，实现国家和地方互联互通。

▶“53111”生态保护监管体系初见成效，基本形成与生态保护修复监管相匹配的指导、协调和监督

体系，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得到提升，生态文明示范建设在引领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

发挥更大作用。



“53111”生态保护监管体系

“5”：从全国、重点区域、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 5个方面建立多尺度

生态监测和评估体系；

“3”：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生态保护监督执法制度和重点领域生态保护监管制度等 3

项制度；

“1”：组织实施“绿盾”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专项行动；

“1”：建设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

“1”：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平台，包括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等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工作。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生态环境部有关

负责人就《规划》出台的背景意义、总体思路、目标任务、贯彻落实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介绍一下《规划》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答：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十三五”期间，党中央、

国务院对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管理体制改革、数据质量提升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指导推动监测

工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显著成效，科学独立权威高效的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全面加强。



生态环境监测为服务管理而生，因技术进步而强。“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进入了由量

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面向更加艰巨复杂的污染防治攻坚任务，面向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发展，监测

服务供给、体制机制、基础能力还存在诸多短板和挑战，一些新兴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监测支撑薄弱甚

至空白，亟需进一步巩固和拓展。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加快建立完善现代化生

态环境监测体系，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本规划，作为未来五年指导监测事业发展的纲领

性文件，夯实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石。

问：《规划》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答：《规划》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面向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紧紧围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要求，坚持精准、

科学、依法治污方针，坚持面向发展、提质增效、科技赋能、深化改革工作原则，按照“一二三四” 总

体思路谋划布局：

一张蓝图。《规划》紧密衔接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各项新任务新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

监测改革，继承发展面向美丽中国的生态环境监测中长期规划纲要，对“十四五”期间主要目标任务作

出统筹安排，形成一脉相承、梯次落地的路线图和任务书。

两大建设。建设科学独立权威高效的监测体系，从环保“小监测”向全社会“大监测”拓展，从数量规

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跨越提升，打破均质化扩张的路径依赖，注重规模、质量、效益协调发展，注重发

挥国家、地方、企业、社会各方积极性。建设现代化智慧感知监测能力，打造高质量监测网络，推进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能力标准化，实施天地一体智慧监测预警重大工程，以更高标准保证监测数据“真、

准、全、快、新”。



三个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首先要摸清家底、掌握动态，要把建好用好生态环

境监测网络这项基础性工作做好。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统领，坚持监测先行，更加突出监测对

精准、科学、依法治污的支撑、服务和引领作用，强化监测网络、技术标准和制度保障的前瞻布局，

用科学的手段发现问题。坚持监测灵敏，更加突出现代感知、大数据等新技术的融合应用，实现环境

感知灵敏、污染追踪灵敏、应急响应灵敏，提供高水平决策支持。坚持监测准确，更加突出监测质量

生命线，客观反映真实情况、科学评判治理成效，实现指标导向准确、数据评价准确、预警追责准确,

保证家底清、动态明。

四项提升。提升整体性，按照“业务一盘棋”“全国一张网”，通盘谋划全国生态环境监测业务，推动

政企、央地、部门间各负其责、衔接互补。提升系统性，着眼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要求，一体

推进环境质量、生态质量、污染源全覆盖监测和综合评估，加快补齐生态质量监测短板。提升协同性，

推进减污和降碳协同监测、PM2.5和O3协同控制监测，陆海统筹、三水统筹和地上地下统筹监测，城

乡和区域联动监测。提升创新性，加强新技术、新标准、新装备、新业态研发与应用，打造一批创新

基地。

问：“十四五”期间，生态环境监测将实现哪些目标？

答：《规划》明确到 2025 年，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履责、社会参与、公众监督的“大监测”

格局更加成熟定型，高质量监测网络更加完善，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测监管体系基本

形成，监测评价制度不断健全，监测数据真实、准确、全面得到有效保证，新技术融合应用能力显著

增强，生态环境监测现代化建设取得新成效。

在此基础上，《规划》提出“四个一”具体目标：“一张网”智慧感知，“一套数”真实准确、“一体化”

综合评估、“一盘棋”顺畅高效。



展望 2035 年，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与制度全面健全完善，生态环境监测现代化基本实现，监测管

理与业务技术水平迈入国际先进行列，为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奠定坚实基

础。

问：《规划》提出了哪些重点亮点任务？

答：为更好适应和满足“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规划》对照“提气降碳强生态，增水固

土防风险”，提出 8大业务领域、3大支撑保障共 11项重点任务。

监测业务方面，一是支撑低碳发展，加快开展碳监测评估，部署试点工作，提升技术能力。二是

聚焦协同控制，深化大气环境监测，重点拓展大气颗粒物组分和光化学监测，加强污染来源解析。三

是推动三水统筹，增强地表水环境监测，突出水生态监测评价。四是着眼风险防范，完善土壤和地下

水监测，健全分级分类监测网络。五是强化陆海统筹，健全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以近岸海域为重点，

覆盖管辖海域。六是注重人居健康，推进声、辐射和新污染物监测，开展多尺度试点示范。七是贯彻

系统观念，拓展生态质量监测，开展生态质量指数（EQI）监测评价。八是坚持测管联动，强化污染

源和应急监测，平战结合提升能力。

支撑保障方面，一是筑牢质量根基，推动监测数据智慧应用，提升大数据“保真打假”和大数据分

析水平，优化完善评价排名预警制度。二是加强科技攻关，塑造产学研用创新优势，促进遥感、信息

化、数字化等高新技术与监测业务深度融合。三是坚持深化改革，推进生态环境监测现代化，持续完

善和增强监测领域法规制度、运行机制、基层能力、人才队伍等，实施生态环境监测重大工程，为业

务高效运转提供强有力保障。

问：如何抓好《规划》实施落地？

答：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们将重点从 4个方面抓好《规划》任务实施。一是加强组织领导，

逐级逐项分解落实任务，对重点领域建立细化清单，加强规划实施情况跟踪评估。二是拓展资金渠道，



统筹中央、地方等多元投入渠道，保障监测能力建设与运行。三是强化信息公开，完善监测结果和监

测活动公开机制，督促各方落实责任义务，弘扬科学监测、依法监测、诚信监测的行业文化。四是注

重宣传引导，搭建多种形式公众交流互动平台，宣扬监测系统先进典型，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