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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市六届人大八次会议
第20200458 号建议答复意见的函

尊敬的郭瑞霞等代表：

您在市六届人大八次会议上提出的代表建议《关于全面修订

〈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建议》（建议第20200458

号）经市人大常委会转我局主办，市发展和改革委、市住房和建

设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交通运输局和市水务局汇办。对

您的建议，我们进行了认真研究，结合各相关单位汇办意见，现

答复如下：

一、关于全面修订《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

的工作情况

《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已列为深圳市人民政

府2020年度立法工作计划调研论证类项目，我局已正式启动该条

例全面修订工作，提出初步的修改建议，并征询相关单位意见，

下一步将根据各单位反馈意见，结合我市声环境质量状况和噪声

污染防治要求，进一步细化完善。

二、关于“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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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规划，并制定和采取有利于声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

施”的建议

根据现行《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第五条第

二款“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规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将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工作纳入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基本

思路。

根据现行《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第五条第

二款“制定和采取有利于声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

规定，为提升我市噪声污染防治水平，强化建筑施工噪声和交通

噪声技术支撑，我局牵头编制了《深圳市道路声屏障建设技术规

范》（DB4403/T62-2020）和《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噪声污染防治

技术规范》（DB4403/T63-2020），上述规范已于 2020 年 5月 1日

正式颁布实施。《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噪声污染防治技术规范》从

施工前期准备、施工工艺和设备选型、施工场地布置、施工行为

等方面提出了源头控制噪声排放的各项要求，明确了主要噪声污

染控制措施的实施要求，并对噪声在线监测系统的安装做出了原

则性规定。《深圳市道路声屏障建设技术规范》从声学性能角度规

范声屏障的设计、施工、验收和维护保养等各环节要求，将有效

缓解道路交通噪声污染，保障声屏障设施的安全可靠和环境噪声

治理效果。

三、关于“制定市级国土空间规划时，建议结合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规划的要求，合理规划各类功能区域和交通干线走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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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提出噪声防护距离，防止或者减轻环境

噪声污染”的建议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已牵头开展《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0-2035年）》的编制工作，并在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要求。一是合理规划布局各类城市功能，通过组团式的

城市结构、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产业社区的构建、轨道交通体系

的完善、建筑空间的复合利用等，促进交通减量，从源头上减少

噪声污染。二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要求，合理规划交

通干线走向，减少交通噪声污染。高快速道路布局尽量不穿越城

市核心区，对于确需穿越城市集中建设区的，通过优化敷设方式，

同时保留一定防护距离，减少环境噪音污染。三是在编制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的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要求，依法开展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规划环评充分考虑声环境控制要求,并根据环境影

响评价结果从源头降噪、传播减噪、受体防护等方面给出规划调

整的建议，以满足噪声污染防治要求。四是在噪声防护距离方面，

根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要求，当住宅、学校等噪音

敏感建筑相邻高速公路或快速路时，临道路一侧的建筑退让用地

红线距离不应小于15米；当住宅、学校等噪音敏感建筑相邻城市

主次干路时，临道路一侧的建筑退让用地红线距离不宜小于12米。

四、关于“在噪声条例中细化各政府部门职责，进一步督促

各行业主管部门履行环境保护‘一岗双责’的职责，加强行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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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监督管理，并健全联动机制”的建议

本次重点针对现行《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

第六条“职责划分”部分进行修订，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的要求和“管行业必须管环保”的原则，细化完善各行业主管部

门对各自领域内噪声管理职责，明确由生态环境部门实施统一监

督管理，督促、协调其他依法行使环境噪声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和机构开展噪声监督管理。

同时，为加强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缓解建筑施工噪声扰

民问题，我局积极与各相关单位沟通协调，建立健全联动机制，

实施联合惩戒。一是为进一步加强夜间施工管理，遏制施工扰民

现象，切实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保护公众健康。市水务局、市住

建局和市交通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夜间施工管理严格查处施

工扰民行为的十条措施》，全市所有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交通工程，水务工程等工程建设，原则上禁止夜间施工作业。

二是将噪声管理纳入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市住建局颁布实施的《深

圳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个标准》（SJG-46-2018）、市水务局印

发的《深圳市水务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手册》，从工程施工的

噪声控制标准、中午或夜间施工噪声许可和信息公开制度和不同

施工阶段作业噪声的限值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三是交通运

输局牵头制订《深圳市交通公用设施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对

现状、新建交通公用设施的噪声污染防治和现状道路两侧新建噪

声敏感建筑物的规划设计、防治措施（工程）和信息公开等提出

相应的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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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修编完善建筑施工方面的条款，弥补目前建设主

管部门对施工噪声缺乏监管手段的空白，采取明确施工高噪声行

为、加大处罚等措施确保施工场界环境噪声达标排放，为进一步

提高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噪声管理提供法律保障”的建议

本次重点针对建筑施工噪声、中午或夜间施工作业证明等问

题进行修订，进一步厘清生态环境部门和建设主管部门对施工噪

声的监管边界，明确监管措施和相应罚则，为提高建设工程安全

文明施工噪声管理提供法律保障。拟增加住建、水务、交通等行

业主管部门将本行业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安全文明施

工管理的职责，细化住建、交通及公共设施主管部门对各类违法

行为的处罚细则，加强各相关单位对建筑施工噪声的监督管理。

同时，对部分违法行为提升处罚金额，加大处罚力度。

专此函达。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 5月 19日

（联系人：马思捷；联系方式：23911875、18603065085）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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