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2
3

对建设项

目环境影
响后评价
报告的备
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739
8126
2101
6001
000

省生

态环
境厅

环境

影响
评价
与排
放管
理处
、核
与辐
射安
全监
管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2002年10月28日主席令第七十七号，
2018年12月29日予以修正）第二十七条，
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
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情形的，建设单
位应当组织环境影响的后评价，采取改进
措施，并报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
和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备案；原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审批部门也可以责成建设单位进行
环境影响的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37号）第六
条，建设单位或者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环
境影响后评价文件报原审批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并接受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阶段责任：审查是否符合
备案条件。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备案
或不予备案的决定（依照法定方
式进行，不予备案的，应当说明
理由）。准予备案的及时进行信
息公开。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后续监督
管理。
5.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其
他责任。

1.对不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或

者予以备案的；
2.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不予受
理或者备案的；
3.不依法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后
果的；
4.违反法定权限、条件和程序设
定或者实施行政备案的；
5.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
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6.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的；
7.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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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2
4

放射性同

位素和射
线装置异
地作业备
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739
8126
2101
6002
000

省生

态环
境厅

核与

辐射
安全
监管
处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

例》（2005年9月14日国务院令第449号，
2019年3月2日予以修正）第二十一条，放
射性同位素的转出、转入单位应当在转让
活动完成之日起20日内，分别向其所在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的，将《不予受理通知书》
交办件人。
2.审查阶段责任：审查是否符合
备案条件。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备案
或不予备案的决定（依照法定方
式进行，不予备案的，应当说明
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作予以备案
或者不予备案决定，告知申请人
不服行政行为的，申请复议或者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信
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后续监督
管理。
6.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其
他责任。

1.对不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或

者予以备案的；
2.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不予受
理或者备案的；
3.不依法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后
果的；
4.违反法定权限、条件和程序设
定或者实施行政备案的；
5.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
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6.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的；
7.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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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2
5

企业环境

信用评价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739
8126
2101
6003
000

省生

态环
境厅

法规

与标
准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年12月26日主席令第二十二号，2014年4
月24日予以修改）第五十四条，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
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将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环境违
法信息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及时向社会公
布违法者名单。
2.环境保护部 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银
监会《关于印发〈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
(试行)〉的通知》（环发〔2013〕150
号）第二条，本办法所称企业环境信用评
价，是指环保部门根据企业环境行为信
息，按照规定的指标、方法和程序，对企
业环境行为进行信用评价，确定信用等
级，并向社会公开，供公众监督和有关部
门、机构及组织应用的环境管理手段。第
四条，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作实行分级管
理。省级环保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
域内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环境信用评价工
作。

1.严格按照《甘肃省工业企业环

境保护标准化建设暨企业环境信
用评价基本要求及考核评分标准
》等规定的评定标准及评定程序
组织开展评审，评审结果公开公
示。
2.严格审核申报资料，确保真实
有效。
3.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
的其他责任。

1.不依法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后

果的；
2.违反法定权限、条件和程序设
定或者实施环境信用评价的；
3.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
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4.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的；
5.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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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2
6

实施强制

性企业清
洁生产审
核结果备
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739
8126
2101
6004
000

省生

态环
境厅

应对

气候
变化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９日主席令第五十四
号）第二十七条，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
核的企业，应当将审核结果向所在地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清洁生产综合协调
的部门、生态环境部门报告，并在本地区
主要媒体上公布，接受公众监督，但涉及
商业秘密的除外。
2.《清洁生产审核办法》（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环境保护部令第38号）第十七
条，列入本办法第八条第（一）款和第
（三）款规定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
企业，应当在名单公布之日起一年内，完
成本轮清洁生产审核并将清洁生产审核报
告报当地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清
洁生产综合协调部门。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阶段责任：审查是否符合
备案条件。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备案
或不予备案的决定（依照法定方
式进行，不予备案的，应当说明
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作予以备案
或者不予备案决定，告知申请人
不服行政行为的，申请复议或者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信
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后续监督
管理。
6.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其
他责任。

1.对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申请不

予受理的，或对不符合法定受理
条件的申请予以受理的；
2.对审核符合要求的评估不予通
过的，或对审核不符要求的评估
予以通过的；
3.对符合法定备案条件的不予备
案的，或对不符合法定备案条件
的予以备案的；
4.违反法定权限、条件和程序设
定或者实施行政备案的；
5.在组织清洁生产审核评估时弄
虚作假或者有失职行为，造成清
洁生产审核严重失实，或者对未
依法开展审核工作予以备案的；
6.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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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2
7

京都议定

书清洁发
展机制合
作项目审
批事项的
审核转报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739
8126
2101
6005
000

省生

态环
境厅

应对

气候
变化
处

1.《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修

订）》（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外交部、
财政部令第11号）第十四条，附件所列中
央企业直接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清洁发
展机制合作项目的申请，其余项目实施机
构向项目所在地省级发展改革委提出清洁
发展机制项目申请。
2.《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 甘肃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生态环境厅职
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
知》（甘办字〔2019〕10号）省生态环境
厅主要职责是：（十）负责应对气候变化
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温室
气体减排重大战略、规划和政策。组织协
调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国家交流合作与有关
国际条约的履约工作。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的，将《不予受理通知书》
交办件人。
2.审查阶段责任：审查是否符合
备案条件。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备案
或不予备案的决定（依照法定方
式进行，不予备案的，应当说明
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作予以备案
或者不予备案决定，告知申请人
不服行政行为的，申请复议或者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信
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后续监督
管理。
6.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其
他责任。

1.对不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或

者予以备案的；
2.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不予受
理或者备案的；
3.不依法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后
果的；
4.违反法定权限、条件和程序设
定或者实施行政备案的；
5.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
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6.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的；
7.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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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2
8

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
交易项目
备案申请
、交易机
构备案申
请、审定
核证机构
备案申请
审核转报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739
8126
2101
6006
000

省生

态环
境厅

应对

气候
变化
处

1.《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发改气候〔2012〕1668号）未列入前
款名单的企业法人，通过项目所在省、自
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部门提交自愿减排
项目备案申请。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
改革部门就备案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
性提出意见后转报国家主管部门；交易机
构通过其所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发展改
革部门向国家主管部门申请备案；从事本
暂行办法第二章规定的自愿减排交易项目
审定和第三章规定的减排量核证业务的机
构，应通过其注册地所在省、自治区和直
辖市发展改革部门向国家主管部门申请备
案。
2.《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 甘肃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生态环境厅职
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
知》（甘办字〔2019〕10号）省生态环境
厅主要职责是：（十）负责应对气候变化
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温室
气体减排重大战略、规划和政策。组织协
调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国家交流合作与有关
国际条约的履约工作。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阶段责任：审查是否符合
备案条件。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备案
或不予备案的决定（依照法定方
式进行，不予备案的，应当说明
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作予以备案
或者不予备案决定，告知申请人
不服行政行为的，申请复议或者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信
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后续监督
管理。
6.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其
他责任。

1.对不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或

者予以备案的；
2.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不予受
理或者备案的；
3.不依法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后
果的；
4.违反法定权限、条件和程序设
定或者实施行政备案的；
5.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
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6.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的；
7.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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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2
9

专门从事

消耗臭氧
层物质回
收、再生
利用或者
销毁等经
营活动的
备案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739
8126
2101
6007
000

省生

态环
境厅

大气

环境
处

《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2010年4

月8日国务院令第573号）第十九条，专门
从事消耗臭氧层物质回收、再生利用或者
销毁等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备案。

1.受理阶段责任：公示依法应当

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2.审查阶段责任：审查是否符合
备案条件。
3.决定阶段责任：作出准予备案
或不予备案的决定（依照法定方
式进行，不予备案的，应当说明
理由）。
4.送达阶段责任：制作予以备案
或者不予备案决定，告知申请人
不服行政行为的，申请复议或者
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信
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后续监督
管理。
6.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其
他责任。

1.对不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或

者予以备案的；
2.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不予受
理或者备案的；
3.不依法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后
果的；
4.违反法定权限、条件和程序设
定或者实施行政备案的；
5.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
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6.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
守的；
7.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
取其他利益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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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1
0
3
0

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
处置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

0000
0138
9739
8126
2101
6008
000

省生

态环
境厅

环境

应急
管理
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年12月26日主席令第二十二号，2014年4
月24日予以修改）第四十七条，各级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
规定，做好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控制、应
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等工作。
2.《突发环境事件调查处理办法》（2015
年3月1日环境保护部令第32号）第四条，
环境保护部负责组织重大和特别重大突发
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省级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负责组织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
理;事发地设区的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视情况组织一般突发环境事件的调查处理
。上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视情况委托
下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开展突发环境事件
调查处理，也可以对由下级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负责的突发环境事件直接组织调查处
理，并及时通知下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下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其负责的突发环
境事件，认为需要由上一级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调查处理的，可以报请上一级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决定。

1.应急处置阶段责任：事件发生地县

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按

照《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规

定的时限、程序和要求，向同级人民

政府和上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

立即组织排查污染源，初步查明事件

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污染物质

及数量、周边环境敏感区等情况。按

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组织开展应急监测，及时向本级人

民政府和上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

监测结果。组织开展事件信息的分析

、评估，提出应急处置方案和建议报

本级人民政府。突发环境事件的威胁

和危害得到控制或者消除后，应当根

据本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停止应

急处置措施。

2.事后恢复阶段责任：及时总结、评

估应急处置工作情况，提出改进措

施，并向上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

。在本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下，组

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损害评估工作，

并依法向有关人民政府报告。按照有

关规定开展事件调查，查清突发环境

事件原因，确认事件性质，认定事件

责任，提出整改措施和处理意见。在

本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参与制

定环境恢复工作方案，推动环境恢复

工作。

3.信息公开阶段责任：认真研判事件

影响和等级，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提

出信息发布建议。

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

任。

1.未按规定采取预防措施，导致

发生突发事件，或者未采取必要
的防范措施，导致发生次生、衍
生事件的;
2.迟报、谎报、瞒报、漏报有关
突发事件的信息，或者通报、报
送、公布虚假信息，造成后果的;
3.未按规定及时采取措施处置突
发事件或者处置不当，造成后果
的;
4.不服从上级人民政府对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工作的统一领导、指
挥和协调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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