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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改革及职能调整（2018.3）

一、环评工作进展

 生态环境部职责（八）：负责生态环境准入的监督管理。受国务院委托对重大经济和技术政策、

发展规划以及重大经济开发计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按国家规定审批或审查重大开发建设区域、规

划、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订并组织实施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司职责：负责从源头准入到污染物排放许可控制预防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拟订并组织实施政策、规划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标准及规范。组织开展区域空间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组织编制和实施“三线一单”。

组织审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按权限审批涉核与辐射、海岸及海洋工程以外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指导实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备案。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技术复核。

组织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承担排污许可综合协调和管理工作。指导协调新建项目环境

社会风险防范化解。



法律

一、环评工作进展

 环境保护法（2015.1.1）

 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12.29）

 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10.26）

 水污染防治法（2018.1.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10.1）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2009.10.1）

 … …



中国的环评体系

SEA
规划
环评

政策

规 划

计 划

项 目EIA

一、环评工作进展

 环境影响评价的概念引入我国（1973）

 建设项目环评（1979)

 规划环评 (2003)

 大区域战略环评（2009）

 政策环评（2014）

 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及“三线一单”
（2017）



积极推动战略环评“落地”

一、环评工作进展

 2016-2018，完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三大地区”战略环评，将分区环境管

控要求落到区域空间，与7个省（市）政府

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推动战略环评成果与

区域管控结合。



积极推动战略环评“落地”

一、环评工作进展

 指导连云港市完成市域战略环评工作，实现战略环

评成果与地市行政区的有机结合，将环境管控要求

落到相应区域，便于成果落地实施。

 2017年开始，以长江经济带战略环评为基础，全面

开展长江经济带11省（市）和青海省“三线一单”

编制工作。



重点领域规划环评深入推进

一、环评工作进展

 会同原国土资源部审查全国31个省份第三轮矿产资源

规划报告书，从优化布局、开发规模、强化生态环境

保护和修复治理等方面优化规划方案；

 与水利部共同推进七大流域主要支流的流域综合规划

环评，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求，加强流域的整

体性保护；

 对产业园区规划环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的开展，对强化地方政府和部门等规划编制机关在规划环

评工作中的主体责任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规划环评工作。



建立健全规划环评技术体系

一、环评工作进展

 目前已出台总纲及煤炭矿区、园区技术导则，港口、轨道、铁路网、公路网

等技术要点十余项；

 今年印发《临空经济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要点（试行）》和《规划环境

影响跟踪评价技术指南（试行）》；

 即将修订发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积极推进政策环境影响

论证技术导则。



不断健全项目环评技术规范体系

一、环评工作进展

 修订实施大气、地表水、土壤、环境风险评价和城市轨道交通5项导则，均已

公告实施；

 组织编制制浆造纸、农药、钢铁、水泥等14个行业的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和港口、机场、河湖整治与防洪治涝工程等3个行业项目环评审批原则。目前

已累计制定20个重大行业的环评审批原则、准入条件和23个行业的重大变动

清单。

 完成《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准则》和火电、造纸、钢铁、水泥4个行业污

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的制定。



一、环评工作进展

 持续深化环评“放管服”改革，切实加强放管结合

具

体

措

施



完善公众参与

一、环评工作进展

 修订《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发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说明格式要求》等2个配套文件。

推进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融合



加快推动环评机构改革

一、环评工作进展

 组织制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及三个配套文件，

公开征集全社会意见，8月19日通过部务会审议，修改后即将印发实施。

 组织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复核，针对复核发现的问题，定期通报。目

前，已复核492家环评单位的1058个建设项目环评文件，对存在质量问题的39家

环评单位和86名环评工程师均予以通报并责令限期整改。

 《环评法》修订取消环评机构资质行政许可事

项后，印发公告（暂行），对过渡期相关工作

作出暂行规定。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一、环评工作进展

 印发《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和实施意见，初步

建立“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建设项目环境监管制度体系；

 制定环评后评价管理办法、区域限批管理办法，规范各项要求；

 明确“未批先建”建设项目环评管理和执法要求，推动将所有建设项目依法纳

入环境管理；

 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公告,规范建设单位自主开展验收；

 组织开展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全面推进排污许可证后管理。



实现了全国31个省和新疆兵团、484个地市、

2975个区县，通过环保业务专网报送环评审批信息。

 环评审批信息联网

一、环评工作进展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系统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

法》，环评备案实行网上备案的方式。

 信息化建设



建设“三线一单”数据共享服务系统，实现了数

据填报和审核功能。

 “三线一单”数据共享系统

一、环评工作进展

 环评与排污许可信息化衔接试点

 海南、云南、上海、贵州已完成系统对接，

审批数据实时上传并统一编号；

 辽宁、河北、青海、江苏在全省推广使用全

国统一环评审批系统。

 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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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中央深改组第14次会议，
提出 “落实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
护红线的要求”；

 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加快构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
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三大红线”；

 2019年1月，李干杰部长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强调，继续推进全国“三线一单”
编制和落地并制定指导意见，深化重点区域、重点流域、重点行业产业园区规划环评。

 2018年8月，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全国31个省（区、市）和兵团梯次有序推进“三线一单”编制工作；

二、“三线一单”工作进展：背景与意义

 2018年6月，中发〔2018〕17号文：省级党委和政府加
快确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
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二、“三线一单”工作进展

 探索阶段：2015年至2017年，三大地区战

略环评，连云港市战略环境评价。

 试点阶段: 2017年启动了4个试点城市，江苏

连云港市、山东济南市、河北承德市、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提炼形成了技术指南。

 区域试点阶段：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

（市）和青海省开展“三线一单”编制工作。

 全面启动阶段：2019年北京等19省（区、

市）以及兵团开展“三线一单”编制工作。



二、“三线一单”工作进展

 建立国家指导、省为主体、地市深度参与的工作模式

生态环境部：在国家层面组织技术专家组和指
导审核组，负责明确统一的技术要点、成果规
范要求，指导各省市开展成果实施应用和管理

顶层设计与
技术指导

各省（区、市）：统筹本省“三线一单”编
制、信息平台建设实施应用，成果发布，负
责“三线一单”成果实施考核和评估

统筹编制、
发布与应用

地市及以下：参与省级“三线一单”编制和信息
平台建设，负责本地“三线一单”编制细化、更
新调整和成果落地应用

成果细化与
落地应用

指导审核
细
化
落
地

市县发挥主观
能动性，在省
里统筹下，积
极参与准入清
单的编制，夯
实管控要求的

落地性



 管理文件（8项）
 《长江经济带战略环境评价工作方案》
 《“三线一单”试点工作方案》
 《长江经济带战略环境评价“三线一单”编制工作实施方案》
 《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工作实施方案》
 《“三线一单”数据共享系统建设工作方案》
 《长江经济带11省（市）及青海省“三线一单”成果技术审核规程》
 《关于成立“三线一单”专家组的通知》
 《“三线一单”对口指导工作规程（试行）》
 技术文件（7项）
 《“三线一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
 《“三线一单”编制技术要求（试行）》
 《“三线一单”成果数据规范（试行）》
 《“三线一单”图件制图规范（试行修订版）》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编制要点（试行）》
 岸线生态环境分类管控及制图要求
 “三线一单”一问一答手册

二、“三线一单”工作进展

 建立管理和技术体系

 起草中：关于加快实施“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指导意见

 未来：成果管理办法、跟踪落实情况



长江经济带11省（市）及青海省

 2017年10月开始启动，初步成果已完成。目前，正陆续完成省级政府专题审议

，并准备向部里提交技术审核的相关材料，审核完成后，由省级人民政府印发

“三线一单”成果及本省（市）实施要求。

二、“三线一单”工作进展

 19省（区、市）及兵团

 2018年年底全面启动，完成工作方案印发，技术方案已通过专家审查，预计

2019年底完成初步成果编制，2020年底前发布、实施成果。



支撑国土空间规划，保障空间规划科学合理；

 规范指引投资项目落地，落实生态优先；

 应用于规划环评审查。

重庆市：

二、“三线一单”工作进展

边做边用
江苏省：

 通过平台可查询全省对不同行业准入或禁入区域的分布情况；

 整合排污许可企业核定的排放数据，叠加显示

目前该管控单元的排放强度，支撑产业布局决策。



利用“三线一单”成果，在项目准入、敏感目标和横向关联方面进行分析。根据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要求，结合环评审批业务数据，优化行业布局，研判建设项目是

否满足该区域管控要求。

济南：

二、“三线一单”工作进展

边做边用
连云港：

 与环保业务工作有效结合，覆盖环境信息公开、污染源监管数据发布、许可证管

理、项目环评审批及监察执法等，实现生态环境综合决策科学化、生态环境监管

精准化、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便民化。



通过地
方人大
立法确
立了
“三线
一单”
法律地
位，助
力高质
量发展

二、“三线一单”工作进展

• 2019年1月18日，天津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天津市

• 2019年5月31日，贵州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贵州省生
态环境保护条例》，自2019年8月1日起施行。

贵州省

地方立法和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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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三线一单”入法，优化和打通区域环评、规划环评、
项目环评和排污许可全链条管理体系

配合司法部加快推进《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出台，完善排
污许可法规体系

加快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
订，全面取消竣工环保验收许可

鼓励地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开展改革探索实践，同步推动加
强地方法治建设

 制度展望

三、展望

完
善
法
律
法
规



三、展望

 制度展望：打通环评和排污许可与相关管理制度的衔接链条

 建立区域环评、规划环评、项目环评的联动机制；

 加强环评与排污许可制度的深度衔接；

 理顺与总量控制、环境监测、环境执法等相关制度有效衔接联动的机制，

实现建设项目全过程监管。



 当前中国环评体系如何优化和重构？实施效果评估。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理论体系与制度体系研究。

 重大经济技术政策的评价研究并持续跟踪。

 研究完善技术导则和方法体系，评价方法/标准/模型：累积性评价、水生生物评价、

特征污染因子的评价；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的评价。

 信息化建设和互联网+监管。环评数据如何为社会经济、行业发展、环境质量改善

服务。

 二氧化碳如何评价？气候变化问题在环评里如何体现?

 研究展望

三、展望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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