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事项名称 后续监管具体措施 责任单位

1
列入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能源发展规划、
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的新建炼油及扩
建一次炼油项目核准

    1.加强规划统筹。按照《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修订版），明确石化产业（含炼油）发展的目标、规模和布局安排原则；根据
地方向国家能源局报送的项目方案，从符合总量控制、产业政策、重点布局要求等方面加强监管。
    2.强化政策指导。根据《关于进一步推进成品油质量升级加强市场管理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炼厂质量升级和生产监管，落实相
关管理责任。会同相关部门开展成品油质量升级监督检查及国五、国六油品质量专项抽查。
    3.完善标准建设。出台《普通柴油》《车用乙醇汽油（E10）》《生物柴油调和燃料（B5）》《车用乙醇汽油调和组分油》《柴油
机燃料调和用生物柴油（BD100）》和《船用燃料油》等6项国家标准，作为监管基础实施监管。
    4.加强对地方核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及时纠正项目管理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科技司

2 企业投资变性燃料乙醇项目核准

    1.加强规划统筹。出台生物燃料乙醇产业政策及规划等文件，明确燃料乙醇产业发展的目标和布局安排原则；根据地方向国家能源
局报送的项目方案，从符合总量控制、产业政策、重点布局要求等方面加强监管。
    2.强化政策指导。《全国生物燃料乙醇产业总体布局方案》（发改能源〔2018〕1271号）对地方政府的燃料乙醇项目核准行为作出
了规范，对后续监管具体措施提出了细化要求，加强对地方政府项目核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及时纠正项目管理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
    3.加强对地方核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及时纠正项目管理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科技司

3 火电站项目核准 电力司

4 热电站项目核准 电力司

5
不涉及跨境、跨省（区、市）输电的±
500千伏以上直流项目和500千伏、750千
伏、1000千伏交流项目核准

    1.加强规划统筹。根据电力发展规划，会同有关单位明确各地电网建设规模和布局原则。
    2.规范投资管理。会同有关单位，对电力规划落实情况、投资成效进行监管，并选取典型项目开展评价，强化规划对输配电投资的
约束作用。
    3.加强对地方核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及时纠正项目管理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电力司

6
国家规划矿区内新增年生产能力低于120
万吨（不含）的煤矿项目核准

    1.加强规划统筹。在国家煤炭工业发展规划中确定全国煤炭建设规模总量，实行煤矿建设规模全口径管理；根据地方向国家能源局
报送的项目方案，从符合总量控制、产业政策、重点布局要求等方面加强监管。
    2.强化政策指导。严格执行产能置换政策，未落实产能置换要求的，不得办理核准手续；严格执行《产业结构调整目录》等规定，
不得核准国家明令禁止建设的煤矿、不符合矿区总体规划要求的煤矿。
    3.建立煤矿产能公告信息管理系统，动态掌握地方审批煤矿项目情况。
    4.加强对地方核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及时纠正项目管理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煤炭司

附件1

国家能源局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后续监管措施（2020年版）
（共14项）

    1.加强规划统筹。根据电力发展规划及有关文件要求，结合电力供需形势，明确各地火电建设规模；根据地方向国家能源局报送的
项目方案，从符合总量控制、产业政策、布局要求等方面加强监管。
    2.强化优选监管。按照有关规定，对各省开展火电项目优选工作进行事中事后监管。
    3.加强项目建设监管。会同有关单位，对项目建设和运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重大违规行为开展专项监管，并发布监管报告，公
布火电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重大违规事项和处理情况。
    4.加强对地方核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及时纠正项目管理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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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后续监管具体措施 责任单位

7
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储运设施：原址
扩建项目核准

    1.加强规划统筹。启动“十四五”油气行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明确进口液化天然气接收、储运设施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根据地
方向国家能源局报送的项目方案，从符合总量控制、产业政策、重点布局要求等方面加强监管。
    2.强化政策指导。加强政策落实监管，对超规划核准、未批先建或已批不建等不符合国家规划和产业政策要求的项目，依法采取相
应措施，责令限期整改或予以制止。
    3.加强对地方核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及时纠正项目管理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油气司

8
非跨境跨省（区、市）的油气输送管网
项目核准

    1.加强规划统筹。启动“十四五”油气行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明确油气输送管网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根据地方向国家能源局报
送的项目方案，从符合总量控制、产业政策、重点布局要求等方面加强监管。
    2.强化政策指导。加强政策落实监管，对超规划核准、未批先建或已批不建等不符合国家规划和产业政策要求的项目，依法采取相
应措施，责令限期整改或予以制止。
    3.加强对地方核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及时纠正项目管理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油气司

9

在主要河流中的非跨界、跨省（区、
市）河流上建设的水电项目核准；在主
要河流中的跨界、跨省（区、市）河流
上建设的单站总装机容量50万千瓦以下
水电项目核准

新能源司

10 在非主要河流上建设的水电站项目核准 新能源司

11 抽水蓄能项目核准

    1.加强规划统筹。组织有关单位开展主要省份抽水蓄能电站选点规划工作。监管有关规划落实情况，对下放后地方不按规划核准
（审批）的项目及时披露并采取措施。
    2.强化政策指导。开展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管理政策执行情况监管，监管抽水蓄能电站产业政策、移民政策、技术标准、规程规范及
行业管理要求等落实情况。适时修改和出台抽水蓄能有关产业政策。
    3.组织开展抽水蓄能电站运营情况监管。根据运行导则要求和各电站具体运行调度规程，明确各电站运行效果考核指标、标准及监
管措施和要求。监督考核电站运行调度规程是否执行到位和调峰蓄能与备用作用是否有效发挥。重点加强迎峰度夏、冬季供暖等时段拉
闸限电情况和弃风弃光地区蓄能电站调峰运行的监管。
    4.加强对地方核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及时纠正项目管理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新能源司

    1.加强规划统筹。对流域（河流、河段）水电规划落实情况进行监管，监管有关规划落实情况，对下放后地方不按规划核准的项目
及时披露并采取措施。
    2.强化政策指导。对水电开发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管，监管水电开发政策、移民政策、技术标准、规程规范及行业管理要求等落实
情况；根据新形势下水电管理规定，调整和修改现有政策规定，并适时出台新的产业政策。
    3.加强对水电站调度运行情况监管。监督检查和监管大中型水电工程调度规程执行情况，是否存在违反调度规范和经批准的调度规
程的运行情况，以及违规的原因和造成的不利影响。对存在不合理调度和生态问题的，及时反馈或披露相关信息，并向国土、环保等部
门进行情况通报，提出监管建议。通过流域水电综合监测平台，对全国主要流域水电工程运行情况进行监测，对重点流域水能利用情况
开展预测预警，提出促进水电消纳的合理建议。
    4.加强对地方核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及时纠正项目管理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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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后续监管具体措施 责任单位

12
国家重点建设水电站项目和国家核准
（审批）水电站项目竣工验收

    1.强化政策指导。修订印发《水电工程验收管理办法》，规范核准下放后的水电站项目竣工验收工作。
    2.对验收工作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管。监管省级人民政府能源行政主管部门是否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行业规定、规程规范、技术标
准的程序和要求开展验收工作，对下放后地方不按要求开展验收工作的项目及时披露并采取措施。
    3.对移民验收情况进行监管。监管水电站是否按规定完成移民安置及移民专项验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的项目竣工验收工作。
    4.对工程运行条件进行监管。监管水电站是否按要求编制并报批调度规程，是否具备安全、经济、合理运行的条件，以及竣工验收
是否对以上工作起到把关作用。

新能源司

13 风电站（风电工程项目）核准

    1.加强规划统筹。监管风电规划及年度建设方案执行情况。
    2.强化政策指导。监管风电产业政策落实情况。
    3.对风电项目并网接入和运行消纳情况加强监管。
    4.加强对地方核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及时纠正项目管理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新能源司

14
电力业务许可证（发电类、输电类、供
电类）

    1.强化政策指导。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要求，针对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调整完善电力业务资质许可和相应的市场准入监管规章、制
度和标准。
    2.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求，推进行政许可标准化制度和“最多跑一次”的全面落实和常态化运行。
    3.指导派出机构做好电力业务资质许可准入监管。强化燃煤发电企业许可准入监管，积极推进增量配电业务许可工作，适时开展许
可制度执行情况专项监管。
    4.加强信用监管。建立以信用为基础，贯穿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新型许可监管机制，指导派出机构在许可申请、变更、补办
、延续、日常监管、行政处罚事后信用监管各环节，按照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分类采取监管措施。

资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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