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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缘起01IAIA2019会议主题：EIA跨越
半个世纪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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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进化？何为变革？

进化：渐进式地、缓慢地变化
（Incremental Change occurs
overtime in phases）

变革：巨大地、快速地变化
（Step Change occurs rapidly）



何为进化？何为变革

演化：连续的变化

进化：发展方向的延续性
（Continuously process）
变革：发展方向的颠覆性
（Turned-over process）



何为进化？何为变革

演化：连续的变化

进化 or变革：发展的速度，发展的方向



进化与变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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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可以相互转化，互为前提VS



进化与变革的关系

进
化

变
革

进化需要变革来突破瓶颈，实现飞跃式
发展

变革的成果需要逐步的推进、稳固和发
展

VS



该主题讨论的核心问题

进
化

变
革

环境评价制度在中国的发展是进化或变革？

制度进化或变革的逻辑是什么？

下一步变革或进化的方向？

VS
这种进化或变革是否充分（效果如何）？



中国环境评价的发展是进化或变革
——基于制度变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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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性事件：
环评法的两次修订

第一版《环评法》生效
The 1st EIA Law takes effect

环评终于有独立的法律支撑。
The EIA finally had independent legal support.

2003/09/01

第一次修订
The 1st Amendment

《环评法》经历了时隔近13年的首次修订。
The EIA Law was revis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13 years.

2016/07/02

第二次修订
The 2nd Amendment

不到两年，《环评法》又迎来第二次修订。
Within two years, the eia law was revised 
for the second time.

2018/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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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changes in the Two Amendments
两次修订的关键变化

Our EIA agencies have been finally separated from our government since 2015, however, 
in fact, we had this rule in the first EIA Law.

The EIA agency is separated from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环评机构“脱钩”）03

The 2018 and 2016 editons both made the punishments stricter than the previous one.

Stepping up Punishments (不断加强惩罚力度)02

On the basis of the 2016 EIA Law, the 2018 Edition canceled the EIA 
qualification and made EIA a market subject(市场主体).

（取消环评资质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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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val System
中国环评审批制



EIA: Falling off the Power Pedestal
环评：从最大权力“跌落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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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1979）

Reformi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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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2013）

Explo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1980-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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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影响评价已经从缓慢发展，逐步进化进入了快速变革时期



探索实践阶段 强化阶段 改革阶段

中国环境影响评价已经从缓慢发展，逐步进化进入了快速变革时期

We are in the Revolution ！



现阶段（2014至今）中国EIA改革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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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前 改革后

• 由环保部授予资质的评价
机构，强调环保部门的资
质审批权

• 取消资质管理，环评机构脱
钩，简化审批程序、同时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和违法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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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实现绿色发展和改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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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源头预防缓解缓解污
染和生态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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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资质管理，环评机构脱钩，
简化审批程序、同时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和违法追责

• 建设项目环评分类管理
“一地三域十个专项”规划

• 不仅实现源头预防，还要推动实
现绿色发展和改善生态环境治理

• 从源头预防缓解缓解
污染和生态破坏

• 分类管理名录进行重新调整
多规合一，空间规划
政策环评试点推进

• 持续修订和完善PEIA技术规范
体系；推进PEIA领域“三线一
单”编制技术方法的创新和
规范

• 基于评价要素和评价对象
编制多项技术导则
SEA/PEIA很大程度上沿用

EIA的技术

• EIA：重点把握选址选线论证、
环境影响预测和环境风险防控

• 按环境要素开展影响预测
和评价

SEA/PEIA：“三线一单”都编制
和应用



中国EIA改革逻辑——基于多源流理论的分析

问题源流

政策源流

政治源流



现阶段（2014至今）中国EIA改革逻辑

• 政治源流为驱动力：中央巡视为触发点，环评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的先行区，顺应了中国深化改革的大方向，例如简政放权、放管服机
构改革、多规合一的规划体制改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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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顺应了中国深化改革的大方向，例如简政放权、放管服机构改革、多规
合一的规划体制改革等等

• 问题源流为切入点：“环评机构脱钩”、资质取消等措施打破环评中
的利益链条，直击环评中的腐败现象；严格规划环评的违法责任追究，
推行“三线一单”解决规划环评执行率低、规划环评建议不落地等问
题；强化和提高公众参与，解决环评中公参不到位，邻避冲突频发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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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的规划体制改革等等

• 问题源流为切入点：“环评机构脱钩”、资质取消等措施打破环评中的利益
链条，直击环评中的腐败现象；严格规划环评的违法责任追究，推行“三线
一单”解决规划环评执行率低、规划环评建议不落地等问题；强化和提高公
众参与，解决环评中公参不到位，邻避冲突频发等问题。

• 政策源流给出了解决方案：环评学界关于环评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改革
的思路和方向；学者陈吉宁作为环保部长履职后的“第一把火”便是
推动环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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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轮改革解决的主要矛盾，打破了传统利益
格局。但尚未理清环评中的利益相关主体及
其关系，例如环评专业机构的功能定位，公
众的角色定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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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理清环评中的利益相关主体及其关系，例如环评
专业机构的功能定位，公众的角色定位等。

• 新增“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改善”，更
好的审视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但环评如何
服务并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如何在实践中
落地？环评制度（尤其是战略环评）的其他
核心价值，例如改变决策惯性、价值引导、
知识产生、优化治理模式等并未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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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例如改变决策惯性、价值引导、知识产生、优化
治理模式等/

• 推进战略环评和政策环评试点，决策对象得
到了拓展，需通过实践进一步探索规范化和
普及化的可能性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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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决策模式等/

• 推进战略环评和政策环评试点，决策对象得到了拓展。

• 突破了要素评价的内容结构，增加了”三线
一单”的内容，强化了规划环评建议的落地。
但对于规划不确定性和风险应对的考虑稍显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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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轮改革解决的主要矛盾，打破了传统利益格局。但
尚未理清环评中的利益相关主体及其关系，例如环评
专业机构的功能定位，公众的角色定位等。

• 并未体现环评制度（尤其是战略环评）的其他核心价
值，例如改变决策惯性思维、价值引导、知识产生、
优化决策模式等/

• 推进战略环评和政策环评试点，决策对象得到了拓展。

• 对于规划不确定性和风险（社会、健康、生物多样性）
应对的考虑稍显不足。

• 重心在“三线一单”等技术方法的开发，但
是对评价的方法学本身（评价模式、流程和
成本有效性）的研究和突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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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厘清环评利益相关主体间（包括评价责任主体、专业机构、审批机关和公
众等）的关系，优化环评的代理-委托、过程监管、审批和追责机制，以期最大程
度实现环境正义。

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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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环评有效性的提升，逐步拓展环评的附加价值（递增效益），环境评价不仅仅是
评价的工具，而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载体和平台，对决策（规划/政策）的价值、理
念、模式和制度进行全方位优化。

进一步厘清环评利益相关主体间（包括评价责任主体、专业机构、审批机关和公众等）的
关系，优化环评的代理-委托、过程监管、审批和追责机制，以期最大程度实现环境正义。



几点建议

不仅仅是环评审批手续在简化，环评内容要瘦身，流程要灵活，环评需要进行模式
创新，结合中国的决策体制机制探索适应性更强，成本有效性更高的Smart EIA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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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厘清环评利益相关主体间（包括评价责任主体、专业机构、审批机关和公众等）的关系，
优化环评的代理-委托、过程监管、审批和追责机制，以期最大程度改善环评质量，实现环境
正义。

技术的升级诊治不了制度的沉疴，环评学界应重视对环评制度的审视和反思，特别是
在社会转型期，环评制度要顺应政治体制深化改革的主流方向。Ji r我们已经身处变革，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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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坚持改革！



感谢聆听，欢迎批评指导！

何佳，博士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系

Email：45645662@qq.com
Wechat： Emmah4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