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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环评报告审批之前,对环评报告开展技术审查,是目前审批部门对环评报告编制质量进行把

控的基本方法,也是确保环评报告可通过技术复核的有效措施。基于此,结合笔者对安徽省各市级生态环

境局调研,以及笔者多年的一线审查、技术复核工作经验,对环评报告审查工作作了些研究,供参与环评

报告审查的相关工作人员参考,以期进一步做好环评报告审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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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fore the approval of the EIA report, the technical review of the EIA report is the basic method for 

the approval department to control the preparation quality of the EIA report, and also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ensure that the EIA report can pass the technical review. Based on this, combined with the author's research on 

the municip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reaus in Anhui province, as well as the author's years of experience in 

front-line review and technical review, the author has made some research on the review of the EIA report for 

the reference of relevant staff involved in the review of the EIA report, with a view to further doing a good job 

in the review of the EIA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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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安徽省各市级生态环境局审批部门的调研,笔者了

解了全省各市级生态环境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查工作的方法

和经验,收集了审批部门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查过程中存在

的困难、问题、意见和建议等,总结了好的经验做法,为相关职

能部门制订相关环评报告审查管理要求提供依据,以更好地指

导各级审批部门开展工作,推动进一步做好环评报告审查工作。 

1 环评报告审查情况简介 

1.1环评报告审查情况调研 

1.1.1调研背景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查是个系统的、规范的工

作过程,涉及到生态环境部门、建设单位和环评文件编制单位等

单位,参与的工作人员也较多,特别是涉及到审核专家,审查过

程具有严格的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等方面的要求,环评文件

的质量管控过程难度较大。 

目前,生态环境部的《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中公布了大

量的失信行为,多达数千条之多,每条失信行为的通报均关系到

一个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从而如此大量的存在问题

且通过审批的环评文件,特别是大量报告书项目的环评文件存

在,其后果十分严重,一则是审批工作的开展未能贯彻落实生态

文明思想,未能有效地践行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二则是对生态

环境职能部门的工作成绩的否定,甚至涉及到工作人员的失职、

渎职；三则也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社会公信力的否定,极大了

影响了政府形象；四则也是对投资建设项目的企业不负责任,

为企业的建设与运营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因此,环评文件的复

核通不过,其社会负面影响巨大,必须谨慎对待,笔者基于此

原因,组织开展了针对全省生态环境局审批部门的环评报告审

查工作的调研。 

1.1.2调研方式 

笔者开展调研工作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到合

肥、阜阳、马鞍山、芜湖、淮南、安庆、铜陵等7市生态环境局

开展走访座谈,实地了解安徽省各市生态环境局项目环评报告

审查工作开展情况；二是对其他地市发放调查表收集相关信息。 

1.1.3调查目的 

通过对全省部分地市生态环境局审批部门调研,了解并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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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部分地市生态环境局审批部门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查

方式、工作方法和工作经验等,从而获知审批部门在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审查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意见和建议等,并通过对

调研资料进行统计汇总,最后经过汇总归类分析,获知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可行且质量较高的审查方式、工作方法和工作经验等,

并汇总工作中所存在的困难问题、意见建议等,向省厅汇报,为

省厅制订相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查要求提供依据,从而更好

地指导各地市审批部门开展工作,为各地市审批部门开展环评

文件审查提供坚实的依据和技术支持,最终大大地降低技术复

核时问题文件的占比,尽量避免将生态环境职能部门陷于尴尬

境地,以减少和减轻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社会负面影响。 

1.1.4调研总体情况 

综合以上,本次调研获悉的环评报告审查总体情况如下： 

根据对2020年全年审查的环评报告和2021年上半年审查的

环评报告统计可知,各市工作量均较大,多数市的年审查环评报

告数量在500个以上,有少部分市年审查的环评报告数量在1000

个以上,区县的年均人审查数量多的达到百本以上。现场调研的

7个市级生态环境局中,针对于环评报告的审查方式,由审批部

门负责开展审查工作的有3家,由招投标形式招标第三方评估单

位开展审查工作的有1家,由市级环科所等二级机构开展审查工

作的有3家。通过本次调研,发现各市在环评报告审查中存在许

多好的经验和做法,同时也发现了审核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各

地市生态环境局也就进一步做好审批工作也提出了不少建议和

意见。 

1.2环评报告审查常见方法 

⑴会前出具专家个人意见和环评报告打分。安徽省合肥市、

阜阳市等生态环境局在评审会开会之前,让参会专家在出具专

家个人意见,并对项目环评报告编制质量进行打分,从而确保专

家在会前仔细审阅环评报告,避免专家现场看报告,临时提意见,

保证了环评报告审查的效率和质量。 

⑵会前专家姓名保密。安徽省合肥市、阜阳市等生态环境

局所发会议通知不公布参会专家名单,避免会前环评单位、建设

单位与专家接触,进一步保证环评报告审查的公正性、严肃性。 

⑶会后对参会专家打分。安徽省合肥市、阜阳市等生态环

境局在环评报告评审会会后,组织本次参会工作人员对参会专

家进行不计名打分并存档；对于打分高的专家,尽量多予以聘请,

对于打分不及格的专家,从专家从市级专家库中除名,不再予以

聘请,进一步确保环评报告审查质量。 

⑷“评批分离”。安徽省合肥市、芜湖市、马鞍山市、安庆

市、宿州市等市生态环境分局均对环评报告施行“评”、“批”

分离制度,针对市级生态环境局受理的环评报告,由市级环科

所等二级机构进行审查评估,出据评估意见交市局审批窗口

进行审批,有效地规避了廉政风险,提高了环评报告审批质量

和效率。 

⑸审查专家采用随机抽选。安徽省合肥市、阜阳市、淮南

市、马鞍山市等生态环境局均建有市级独立专家库,在纪检部门

的监督下,首先采用“随机抽取”方式从专家库中抽取专家,一

般按一定的人数比例抽取,如淮南市为1:5,阜阳市为1:3,然后

再采用“人工选取”从随机抽选出的专家中,按专家的工作性质、

行业特长及专业擅长、参加次数等规则择优选取。 

⑹依据《监督管理办法》从源头把控环评报告质量。安徽

省阜阳市、合肥市、六安市等生态环境局将《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部令第9号)》纳入了环评报告

的审查管理要求中,特别针对管理办法的第26条、第27条列出了

具体的审查项,要求环评报告受理、审查阶段即按第26条、第27

条进行对照,如果出现第26条、第27条相应的条款情形,则针对

环评报告送审本进行处罚,提前进行一次预技术复核,确保环评

报告送审本的质量。这一方法实施效果明显,阜阳市生态环境局

通过两年的实践,基本达到了无低质量的环评报告上报,做到了

“审批无压力”。 

2 环评报告审查过程中存在问题 

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各市生态环境局在严格环评报告

审查时均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但也发现各市生态环境局在

审查环评报告时存在的不少问题和困惑,主要有： 

⑴“两高”项目无明确界定,“化工”项目所给出的国民经

济类别范围广,无法对项目进行精准把控,造成很多项目不能及

时开展审查。各市生态环境局在受理项目环评报告时,有些项目

界线不清,无法判定项目是否属于“两高”或“化工”项目,故

对可能属于“两高”或“化工”项目无法精准把控,故无法正常

开展项目审查。 

⑵负责环评报告审查、审批工作人员数量少,工作任务繁

重。目前,各市生态环境局负责环评报告审查、审批工作人员均

较少,不但要负责环评报告审查、审批,还要负责建设项目排污

许可证审核、发放,同时还需负责环评报告技术复核以及其他相

关工作；自2021年3月实施《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以来,各市分

管审批工作的工作人员数量基本未增加,而工作量因排污许可

证审核和环评报告技术复核等原因均大增,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⑶环评报告技术复核存在问题,通报审批部门,审批部门压

力大。安徽省全年复核环评报告数量达2千本以上,涉及被通报

的审批部门较多。由于目前负责环评报告审查、审批工作人员

少且工作任务繁重,部分市工作人员每年人均审查、审批环评报

告可多达100件,平均两天左右就得完成一本环评报告的审查、

审批,工作强度大,技术要求高,虽尽心尽责,难免出现错漏,而

因各方追责,工作起来如履薄冰,压力十分巨大。 

⑷环评专家库建设不全,无法满足环评审查的专家抽选要

求。各市生态环境局均反映目前环评专家库有多个,包括国家

级、省级和市级,但设置不完善,有经验专家不足,很难抽到满足

项目审核要求的专家。建议省厅建设一个统一完善的专家库,

对入库专家进行规范化管理和考核,并为专家随机抽取提供多

个控制选项,确保随机抽取专家的有效性、针对性和专业性。每

次项目抽取专家时,允许一定比例的符合要求的专家供工作人

员人工选取,确保专家随机性和专业性等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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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建立严格的专家考核机制,环评专家库应设置专家考核

和退出模块。各市生态环境局均反映目前的环评专家库无针对

专家进行考核和退出模块,不便于专家管控。建议省厅制订行之

有效的专家管理制度和考核制度。 

⑹压缩环评报告审批时限,导致有时无法按时完成审批工

作。根据各级政府提升审批时限的要求,各市生态环境局大大地

压缩了环评报告审查、审批时间,使得各市生态环境局的审批部

门在无法按时完成审批时,不得不采用“体外循环”方式开展审

查工作。 

⑺环评报告技术复核存在问题时,目前仅对相关单位进行

通报和信用扣分,未要求对环评报告进行整改。安徽省淮南市生

态环境局建议省厅出台管理政策,对技术复核存在问题的环评

报告,在对建设单位、环评单位进行追责的同时,应开展补救措

施,不能仅“一通了之”,要让建设单位和原环评编制单位对存

在问题的报告进行补充说明,并报备。补充说明文件应修改环

评报告中存在的错误之处,特别是针对污染防治措施不可行

的项目,必须让环评编制单位对污染防治措施进行优化论证,

并提出确实可行的污染防治措施,并让建设单位结合补充说明

进行建设和整改,确保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排污许可等与环

评相一致。 

3 环评报告审查几点工作建议 

针对安徽省环评报告审查工作存在的不足,结合调研中

发现的优秀工作经验,以及各市局所关心的问题,提出以下几

点建议： 

⑴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出台相关法规、标准、要求,为环评报

告审查扫清相关障碍,如尽快出台“两高”行业清单、“化工”

项目详细清单(精确到4位国民经济行业代码)、污染物排放地方

标准,督促各地尽快完成园区和区域规划环评。 

⑵建议省厅完善环评专家库,并设置专家库管理与考核制

度,使各市生态环境局可以根据各自不同地域的工作情况开展

专家抽选,并对专家进行有效考核。 

⑶建议环评报告技术复核不对审批部门进行通报。 

⑷建议省厅制订对环评报告技术复核存在重大问题的环评

报告的整改要求,明确环评单位须提供整改方案,并报市局备案,

以确保项目后期工作开展的合法、合规性。 

4 结语 

自2019年11月以来,全国生态环境部门针对环评报告全面

开展技术复核；截止2022年9月,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上公布

了超9000起失信记录,涉及了大量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环评

单位、环评报告编制主持人,以及全国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审查

专家等,造成了较大的社会负面影响。因此,无论是建设单位、

环评单位、环评报告编制主持人,还是全国各级生态环境部门、

审查专家等,均需关注环评报告文件的审查工作,努力掌握现行

的环保法律法规、技术方法、导则标准等,进一步做好环评报告

审查工作,确保所审查的环评报告合法合规,并满足环评报告技

术复核要求,为所有参与环评审查的工作人员、单位争取一个合

法、合规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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