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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关于进一步优化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首要任务，做好源头预防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高

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下简称

环评）是源头预防体系的主体制度，是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

护的重要工具。 

“十三五”以来，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环评及相

关领域不断深化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环评制度源头预防效能进一

步发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排污许可制度不断健全并落地见效。

各地积极探索环评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排污许可之间的制度衔接

试点，深化规划环评和项目环评之间的联动实践，加强环评事中事

后监管，发挥制度合力，在严格环境准入、优化营商环境、服务高

质量方面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进一步加强环评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排污许可、执法监管

等制度衔接联动，进一步发挥制度合力、提升源头预防效能，守好

绿水青山的第一道防线，强化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评要素保障，制

定本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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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过程 

2023 年 4 月启动《通知》起草工作，环评司和评估中心成立

《通知》编制工作组，开展了大量工作。4 月-6 月，先后在北京、

江苏、上海、广西、山东召开五次现场调研座谈会，听取了省、

市、县级生态环境部门、园区管理部门、企业及有关专家对《通

知》编制的意见建议。期间，组织召开有关单位、领域权威专家参

加的专题研讨会，并书面调研各省（区、市）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

处室关于加强制度衔接联动的试点经验和意见诉求，深入谋划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执法监管制度衔接的改革思路及

《通知》编制的思路。在此基础上，形成《通知》草案。 

经司内有关会议审议，并征求有关司局、部分地方生态环境部门

意见，对《通知》草案修改完善，形成了《通知》（征求意见稿）。 

三、总体思路 

以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为总体原则，一是加强联动、提升效

能，推进分区管控、环评、排污许可等制度高效联动，各司其职、

相互支撑，推动构建边界清晰、职责明确、衔接高效的闭环管理体

系，提升源头预防效能；二是优化流程、服务发展，统筹从宏观到

微观、从源头到过程各项管理要求，优化管理流程提升环评效率和

质量，强化环评保障，服务高质量发展；三是绿色引领、守牢底

线，加强宏观管控，严格环境准入，引领、推动产业绿色发展，守

牢生态环境底线；四是严格监管、注重实效，加强与督察、执法制

度联动，严格监督管理，推动责任落实，确保制度执行到位。 

四、主要内容 

（一）加强环评与分区管控、排污许可制度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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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指导作用，依托信息化加强

落地应用，指导规划编制和项目招商引资阶段科学决策。二是结合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优化产业园区规划环评，简化法律法规、政策及

产业发展等相关规划的符合性和协调性分析内容，加强对园区环境

质量现状和变化趋势、环境风险防范、主要污染物排放、减排潜力

等分析论证。三是衔接排污许可探索推进“两证合一”，对生产工

艺单一、环境影响较小、建设周期短，且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农副食品加工业等十二类建设项目探索推进“两证合一”。 

（二）进一步深化环评改革 

一是要求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因地制宜有序推进改革试点，明确

规划环评、项目环评联动改革试点范围和程序要求。二是通过“四

个一批”深化项目环评改革，试点豁免一批登记表项目备案手续，

即园区内分布式光伏发电等五类项目免于环评备案管理；推广一批

报告表项目“打捆”审批，即对园区内家具制造等九类报告表项目

实施环评“打捆”审批，对有关生物药品制造及其研发中试类项目

优化环评管理；简化一批报告书（表）项目环评内容，一方面衔接

规划环评，对纳入园区规划和煤炭矿区、港口、航运、水利、水

电、轨道交通等专项规划环评管理的建设项目，简化项目环评内

容，另一方面衔接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论证，适当简化相关环评分

析内容；优化一批项目环评总量管理方式，为做好重大投资项目环

评保障，以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分类实施总量指标行业

间统筹、省域内统筹试点，对园区内部分中小微企业项目豁免总量

来源说明。三是鼓励温室气体环评试点工作，探索污染物与温室气

体管理统筹融合的环评技术方法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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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守住生态环保底线 

一是严守环境准入底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总要求，严

格依法审批，严守生态环境底线，对涉“两高一低”项目、承接产

业转移项目、“公园”类项目、生态敏感项目、社会关注度高的项

目分别明确环评审批重点。二是加强生态影响类重点行业项目环评

管理，明确交通运输、水利水电、资源开发等类型项目环评审批及

监管重点，加强生物多样性评价和保护。三是推进事中事后监管，

建立健全环评与执法监管联动机制，夯实属地监管责任，提升制度

合力，确保环评要求落实。 

（四）加强基层能力建设 

一是加强面向基层的指导帮扶，深化制度衔接联动机制研究，

加大培训力度，加强信息化支撑力度，将基层行政审批部门纳入业

务指导、监管范围。二是提升基层技术能力，充分利用全国环评技

术评估服务咨询平台和技术评估专家库，为基层提供技术支撑；鼓

励加强技术评估机构能力建设，鼓励统筹技术评估力量为基层提供

服务；鼓励开展形式多样的技能比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