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司法局关于《重庆市噪声污染防治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为了防治噪声污染，保障公众健康，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维护社

会和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现公开征求《重庆市噪声污染防治办法（修

订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希望广大市民和相关单位积极建言献策，

并于 2023年 9月 2日前，通过网上留言、电子邮件、信函等方式提出

修改意见和建议：

（一）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 lifasichu@126.com。

（二）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重庆市渝北区黄龙路 4号，重庆市司

法局立法四处（邮编：401147）并请在信封上注明“《重庆市噪声污染

防治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字样。

重庆市噪声污染防治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立法目的） 为了防治噪声污染，保障公众健康，保护和改

善生活环境，维护社会和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

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噪声污染防治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政府职责） 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声

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声环境质量，将噪声污染防治目标

完成情况纳入考核评价内容。

第四条（部门职责） 市、区县（自治县）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本行

政区域噪声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噪声污染防

治规划。

发展改革、经济信息、公安、规划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城市

管理、交通、文化旅游、市场监督管理、海事、铁路监督管理、民用航

空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噪声

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做好噪声污染

防治工作。

第五条（相关区域划定） 中心城区声环境质量标准的适用区域由市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划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其他声环境质量标准的适用区域由所在区县（自治县）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会同有关部门划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并报市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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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自治县）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划定本行政区域

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并报市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声环境质量标准的适用区域以及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调整，

按照划定程序进行。

第六条（公众权利）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声环境的义务，依法

享有获取声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噪声污染防治的权利，并有权举报造

成噪声污染的行为。

第七条（源头管控） 规划自然资源部门在制定、修改国土空间规划

时，应当依法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依据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声

环境质量标准和民用建筑隔声设计相关标准等，会同生态环境、住房城

乡建设、城市管理、交通等部门，合理划定建筑物与交通干线等的防噪

声距离，并提出相应的规划设计要求。防噪声距离内不得规划建设噪声

敏感建筑物。

第八条（特殊活动期间） 除抢修、抢险作业外，高、中考结束前

15日内以及其他特殊活动期间，禁止夜间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

进行产生噪声扰民的活动；高、中考等特殊期间，禁止在考场周围 100

米区域内进行产生噪声扰民的活动。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教育、公安、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文

化旅游、海事等部门对可能产生噪声影响的活动，作出时间和区域的限

制性规定，并提前向社会公告。

第九条（工业噪声防治） 排放工业噪声、产生振动的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加强固定设备、运输工具、货物装卸等噪声源

管理，配置有效的噪声污染防治设施，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振动、降低

噪声。

第十条（夜间施工管理） 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夜间进

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但抢修、抢险施工作业，因生产工艺要求

或者其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除外。

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施工单位应当取得城市管理或者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的证明。开始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显著

位置公示或者以其他方式公告附近居民。

第十一条（建设交通线路管理） 新建、改建、扩建经过噪声敏感建

筑物集中区域的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高架、铁路和城市轨道交

通线路等的，建设单位应当采用低噪声技术和材料，在可能造成噪声污

染的重点路段采取设置声屏障、铺设低噪声路面等减少振动、降低噪声

的措施，符合有关交通基础设施工程技术规范以及标准要求。道路减速

带应当优化设置方案，并采用低噪声材料建设。



建设单位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住房城乡建设、交通等建设项目主管

部门责令制定、实施治理方案。

第十二条（船舶噪声管理）船舶在城市市区航行、作业或者停泊时，

禁止试鸣汽笛，在视线良好时不得鸣放号笛，但危及航行安全和按照避

碰规则等按照规定应当使用声响装置的除外。

第十三条（高音广播喇叭使用管理） 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

域使用高音广播喇叭。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抢险、抢修、救灾等紧急情况；

（二）依法批准的文化、体育、庆典等社会活动；

（三）各类学校、幼儿园播放广播体操、眼保健操以及举办运动会、

升旗仪式的；

（四）经公安机关批准的其他情况。

第十四条（建筑物室内噪声管理） 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商

铺、办公楼等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活动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或

者减轻噪声污染。



12点至 14点和 22点至次日 8点，不得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

内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室内装修、家具加工。

第十五条（查处职责）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规

定，生产、进口、销售、使用淘汰的设备，或者采用淘汰的工艺的，由

发展改革、经济信息、海关按照各自职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

染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查处。

第十六条（查处职责）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

规定，建设单位在噪声敏感建筑物禁止建设区域新建与航空无关的噪声

敏感建筑物的，由规划自然资源、城市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查处。

第十七条（查处职责）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

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查处：

（一）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建筑施工噪声的；

（二）未按照规定取得证明，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夜间进行

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的。

第十八条（查处职责）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水利、交通等建



设项目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第七十八条的规定查处：

（一）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将噪声污染防治费用列入工程造价的；

（二）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制定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或者未采

取有效措施减少振动、降低噪声的。

第十九条（查处职责）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噪

声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查处：

（一）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施工作业的建设单位未按照国家

规定设置噪声自动监测系统，未与监督管理部门联网，或者未保存原始

监测记录的；

（二）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公告附

近居民的。

第二十条（查处职责）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公安机关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

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的规定查处：



（一）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持续反复

发出高噪声的方法进行广告宣传的；

（二）未对商业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其他噪声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

污染的；

（三）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的；

（四）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未遵守公共场

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

污染，或者违反规定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的；

（五）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活动，未按照规定

在限定的作业时间内进行，或者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的；

（六）其他违反法律规定造成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

第二十一条（查处职责）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的规定，有下列行为，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

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查处：

（一）居民住宅区安装共用设施设备，设置不合理或者未采取减少

振动、降低噪声的措施，不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相关标准要求的；



（二）对已建成使用的居民住宅区共用设施设备，专业运营单位未

进行维护管理，不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相关标准要求的。

第二十二条（查处职责）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的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营管理者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

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设备、设施超

过噪声排放标准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

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查处。

第二十三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重庆市环

境噪声污染防治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270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