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大气和噪声污染防治十条惠

企政策（征求意见稿）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印发《重庆市大气和噪声污染防治十条惠企政策

（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重庆市将通过帮扶企业争取

专项资金，指导企业低排放减交环保税，优先为企业提供免费监测服务

等措施，保障重大工程项目顺利实施和重点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详情

如下：

重庆市大气和噪声污染防治十条惠企政策（征求意见稿）

一、帮扶企业争取专项资金。加强技术指导和宣传培训，鼓励引导

企业在达标排放的基础上，开展汽车、摩托车、包装印刷、家具、电子、

制鞋、汽修等行业，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冶炼、玻璃、陶瓷、铸造等

行业及燃煤锅炉、工业炉窑挥发性有机物（VOCs）、氮氧化物、颗粒

物、二氧化硫等大气污染物深度治理，推动火电、钢铁、水泥等行业及

65蒸吨/小时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组织技术专家帮扶企业按照

《中央生态环境资金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要求，简化流程，优化方式，

为企业申请中央和市级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入库提供技术保障服务，

推动企业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zaoshengwuranfangzhi/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daqiwuranfangzhi/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jianwujiangtan/


二、指导企业低排放减交环保税。帮助企业享受《环境保护税法》

规定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大气污染物低于现行排放标准

30%，减交环保税 25%；低于现行排放标准 50%，减交环保税 50%。

积极为提前开展低毒、低挥发性原辅材料替代，VOCs深度治理的企业

享受即将纳入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的 VOCs低排放减税政策提供依据

支撑，促使企业不断朝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的方向发展。

三、优先为企业提供免费监测服务。对实施大气污染深度治理的工

业企业项目优先安排免费加密监测，监测结果可作为项目绩效评估、环

保税征减、环境执法、排污许可、总量减排等环境管理工作依据。鼓励

各区县（自治县）生态环境监测部门参照执行。指导帮扶企业持续加强

自行监测能力建设，提高企业自行监测数据质量和规范化管理水平。

四、分级管控降低企业超标风险。按照“放管服”改革要求优化服务，

根据企业生产工艺、原辅材料使用、污染治理设施效率、无组织排放管

控水平等情况，对企业污染治理水平予以综合评估，按照国家有关要求

实行分类分级差异化管理。企业通过主动开展减污降碳，降低被处罚、

通报、曝光、约谈及审计出现环境问题的风险，享受更优质的发展环境。

五、建立企业“环保领跑者”制度。定期发布一批全市大气污染防治“领

跑者”名单，减少现场检查、监测、执法频次，加强正面宣传报道，树

立行业标杆。允许“领跑者”企业在重污染天气预警应对期间适当减少错

峰减污时间，并优先享受财政补助、政府绿色采购、企业信贷融资等方



面的政策倾斜。通过引导全社会向“环保领跑者”学习，倡导绿色生产和

绿色消费。

六、协调减轻企业治污成本。对于实施减污降碳绿色改造的企业，

协调供电、供气等部门优先解决用能指标，减少企业开户费、初装费、

碰口费、电力增容费、管网建设费等，为企业争取优惠电价、气价、阶

梯价格，切实减少企业大气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初投资和日常运维成本，

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七、实施夜间加油优惠。组织中石油、中石化、壳牌能源、龙禹石

油及民营加油站等，实施夏秋季（4—9月）夜间（20:00至次日 6:00）

错峰加油优惠措施，通过油价直降、多倍积分、赠送礼品等多种方式，

引导车主在夜间加油，降低高温时段加油站安全风险和 VOCs排放，促

进企业绿色经营和公众绿色消费。

八、主动服务检验机构。主动下沉服务企业，开展面对面技术及标

准培训，针对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现场答疑交流指导。创新

培训形式，制作机动车尾气检测线上课程课件，方便企业及相关工作人

员随时开展线上学习培训，并进行学习成效测评，提升企业及人员规范

操作水平，减少检测违规风险。

九、优化夜间作业审核网上通道。优化确需夜间作业申报审核的全

程网上办理流程，企业通过“渝快办”网上办事大厅或移动端 APP进行网



上申报，不再现场提交纸质材料，实行“网上办”“一次办”“不见面”审核，

两个工作日时限内办理，并提供《夜间作业审核意见书》邮寄服务。

十、建立噪声监督执法正面清单。重点指导企业使用低噪声机具及

采取防护措施，定期与周边居民沟通并及时公开信息。对守法施工、管

理到位、环境信用良好且群众投诉较少的重点工程、民生工程、基础设

施建设等重大项目，纳入噪声污染防治正面典型名单，优先办理《夜间

作业审核意见书》，最大限度满足企业夜间作业时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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