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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关于加强噪声监测工作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噪声法》）

自 2022 年 6 月 5 日起施行。为贯彻落实《噪声法》《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噪

声监测工作，生态环境部监测司组织编制了《关于加强噪声监测工

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编制背景 

（一）工作现状 

“十四五”以来，全国城市声环境质量总体稳中向好。生态环

境部按照年度《国家生态环境监测方案》，每年组织地方生态环境

部门，对城市功能区、区域和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开展监测。2021

年，全国 324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功能区、区域和道路交通声

环境质量监测工作，监测数据经各省级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汇总、审

核后报送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编制全国地级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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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季报、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声环境质量年

报，并在网站公开。 

（二）存在问题 

近年来，全国声环境质量监测工作稳步开展，但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新型噪声污染源不断出现，人民群众对和谐安宁环境的需

求日益增长，作为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支撑，现行的噪声监测

工作已难以满足以人为本、精准管控的管理需求，存在以下问题和

短板： 

一是声环境监测网络不完善。部分地级及以上城市声环境质量

监测点位数量未达到规范要求，2021 年仍有部分地级城市由于监测

能力不足未开展声环境质量监测。 

二是声环境监测自动化程度低。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点

位中，采用自动监测占比较低；区域和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监测均

以手工法为主。 

三是数据管理信息化水平不高。尚未实现全国声环境质量自动

监测数据联网，已实现自动监测的城市自动监测数据未实时上传；

尚未建立全国声环境监测信息化平台，信息发布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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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噪声监测工作覆盖面不全。现行的声环境质量监测和评价

方法侧重城市宏观尺度，无法反映微观层面公众对噪声的主观感受，

不利于精准识别和发现城市噪声污染问题，需加强问题较为集中的

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噪声监测，压实工业企业、建筑施工、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和机场周围航空器等噪声源自行监测责任。 

五是标准和技术规范体系尚不健全。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噪声排

放标准、工业企业噪声自动监测技术规范、机场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仍在修订，城市轨道交通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尚为空白。 

为推动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出台《意见》，加强“十四五”

噪声监测顶层设计，明确工作目标，满足新时期噪声污染防治工作

新形势、新要求。 

二、编制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 

见》 

（三）《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印发生态环境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0〕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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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五”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环监测〔2021〕117

号） 

（五）《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六）《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 

2012） 

（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 

三、编制过程 

2022 年 1 月，监测司组织成立编制组，编制完成《意见（初稿）》，

并在部内征求相关司局和直属单位意见，多次组织有关专家、地方

生态环境部门及相关部委人员共同讨论并修改完善。 

2022 年 6 月，印发《意见（征求意见稿）》，再次征求部内相

关司局和直属单位意见；同时印发办公厅函，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等 5

个相关部委、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厅（局）

意见。 

2022 年 7 月-11 月，监测司多次召开专题讨论会，认真研究并

充分吸纳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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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内容 

《意见》共九条。第一条为总体要求，明确了指导思想、工作

原则和主要目标；第二条为完善声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包括依法规

范声环境质量监测站（点）设置、做好功能区监测站（点）核定和

严格功能区监测站（点）管理三个方面；第三条为全面实现功能区

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包括推进自动监测系统建设，深化监测数据

应用；第四条为压实噪声源自行监测责任，包括督促工业噪声排放

单位依法依证监测，落实其他噪声源自行监测责任；第五条为加强

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噪声监测，要求多部门合作联动、依法履职；

第六条为支持开展社会生活噪声监测，主要是鼓励开展公共场所噪

声监测，并积极提供监测技术支持；第七条为确保噪声监测数据真

实准确，包括健全标准规范、完善质量管理、保证量值溯源和建立

监督机制四项任务；第八条为加大噪声监测信息发布力度，包括建

设信息平台、规范信息发布工作；第九条为加强组织实施，主要为

强化队伍建设、监测科研、责任落实和指导调度四个方面。 

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