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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关于进一步提高规划环评效力 推动产业园区 

绿色发展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背景及必要性 

产业园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领区、产业发展的重要集聚

区，也是环境污染集中区和环境风险凸显区。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工

作一直是环境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如何切实发挥规划环评对园区规

划的优化作用，规划环评和项目环评如何联动、项目环评如何简化

也是地方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国务院“放管服”改革的重要领

域之一。 

产业园区规划环评从开发区区域开发建设项目环评起步， 1998

年国务院发布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将其纳入建设项目

环评审批管理。2002 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明

确“所有流域开发、开发区建设和旧区改建等区域性开发活动”编制报

告书报环保部门审批。从 2006 年开始，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根据环

评法和规划环评条例规定，将开发区区域环评调整为规划环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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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并在 2008 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删除

了“开发区规划”，为理顺园区规划环评管理奠定了基础。2011 年，原

环境保护部印发《关于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有关工作的

通知》（环发〔2011〕14 号）（以下简称《通知》2011 版），全面规

范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工作，在指导实践工作、促进区域生态环境质

量改善、优化区域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放管服”改革不断推进，大量建设项目下放地方审批，

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工作逐渐成为地方关注的重点，纷纷出台相关规

定加强园区规划环评、简化项目环评工作。同时，部分园区管理机

构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规划环评编制质量参差不齐、规划环评效

力发挥不够等问题依然存在。随着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不断提升和地

方改革实践推进，产业园区规划环评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衔接、

对入园建设项目环评简化指导亟待明确，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

监管力度也亟需加大。为适应新形势，做好相关工作指导，提升产

业园区规划环评作用，我部组织起草了《关于进一步提高规划环评

效力 推动产业园区绿色发展 改善生态促进区域环境质量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征求意见稿）》）。 

二、起草过程及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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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征求意见稿）》起草工作由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与

排放管理司负责，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提供技术支持。在《通知》2011

版的基础上，结合多年来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实践，系统梳理产业园

区规划环评工作基础和存在问题；选取工作基础较好、改革力度大、

管理经验相对成熟的地区，广泛组织调研和座谈，向地方有关部门、

园区管理机构了解经验、问题和工作需求；多次组织专家论证，征

求相关司局、有关技术机构意见，对规划环评审查权限，规划环评

与“三线一单”、项目环评和排污许可的联动等组织专题研究，形成目

前《通知（征求意见稿）》。 

《通知（征求意见稿）》编制的总体原则如下： 

（一）目标导向。牢牢把握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的核心，进一步强

化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在优化经济发展、源头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方面的作用，落实区域生态环境准入要求，全面提升规划环评有

效性。 

（二）问题导向。针对产业园区规划环评目前存在的成果应用不

到位，与“三线一单”、项目环评、排污许可等联动不足，对已做规划

环评的入园建设项目简化要求不明确，全链条管理机制不健全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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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和问题，充分考虑工作实际，理顺工作机制、破解障碍难点。 

（三）强化落地。提高规划环评科学性，加强规划环评有效性和

可操作性。深化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推动规划环评成果落地。

压实园区管理机构的主体责任，调动、发挥有关部门和各级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的积极性、主动性。 

三、关于重点问题的说明 

（一）坚持“简”的原则，全面落实“放管服”要求。 

一是部分园区不再要求单独开展规划环评工作。相比《通知》

2011 版，《通知（征求意见稿）》不再对国家级保税区、保税港区、

综合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类型的园区提出单独开

展规划环评的要求。根据《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 版），

这一类型国家级园区共 135 个，占国家级产业园区总数（552 个）

的 24.4%。主要考虑是这类园区功能较单一，通常以物流、仓储、

转口贸易等为主，且大部分没有单独的规划，很多都纳入了区域相

关规划。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统筹开展了上述园区所在区域的规

划环评工作，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可以有效发挥对园区发展的指导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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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探索规划环评审查与“三线一单”衔接。从长江经济带 11 省

市及青海省“三线一单”成果看，产业园区总体上都划入了重点管控单

元，相应管控要求也比较明确。为避免工作重复，更好适应“放管服”

要求，提高地方政府编制、实施、应用“三线一单”的积极性，在延续

《通知》2011 版审查原则的基础上，《通知（征求意见稿）》对审查与

“三线一单”的衔接进行改革探索，对已发布“三线一单”成果的省份，

国家级、省级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审查权限给予地方一定自主权，国

家级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可由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查，省级产业

园区规划环评可由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研究探索市级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审查的机制，详见《通知（征求意见稿）》第（九）条、第（十）

条。 

三是推动规划环评高质量完成前提下的项目环评简化。在《通

知（征求意见稿）》中，对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已通过相应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组织审查且其提出的规划方案优化调整建议已被规划编

制机关和规划审批机关采纳，入园建设项目基本情况与规划环评

基本一致的，对其项目环评简化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为更好地

指导项目环评简化，同时明确我部对建设项目环评导则修订的后

续工作安排，详见《通知（征求意见稿）》第（十六）条、（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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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对于项目环评形式的简化，鼓励地方在本《通知》印发

两年内，通过环评改革试点，在落实产业园区规划环评的基础上，

在国家级和省级产业园区，有条件的探索推进入园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报告表分别降低一个评价类别试点工作，并提出强

化试点管理等后续保障要求，详见《通知（征求意见稿）》第（十

七）条、（二十二）条。 

（二）把握“联”的思路，统筹“三线一单”、规划环评、项目环评和

排污许可工作。 

一是规划环评内容与“三线一单”充分衔接。在内容和要求上，《通

知（征求意见稿）》体现了如下思路：规划环评一方面要充分衔接区

域“三线一单”成果，将其作为开展规划环评的基础支撑；另一方面，

要根据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及环境保护最新要求等，在“三线一单”成果

框架下，细化生态环境准入和管控要求，进而达到“三线一单”、规划

环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目标，切实发挥管理合力，详见《通知

（征求意见稿）》第（十五）条。 

二是加强项目环评与规划环评联动，保障项目环评简化。《通知

（征求意见稿）》提出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把规划环评结论及审

查意见的符合性作为入园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的重要依据。落实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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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规划环评对项目环评的指导要求，按要求可以简化内容的建设项

目环评，不得再增加相关环评内容要求。以此深化项目环评与规划

环评联动，切实贯彻落实规划环评要求，在推动环境质量改善的前

提下，保障项目环评简化。详见《通知（征求意见稿）》第（十六）

条和（十八）条。 

三是探索环评与排污许可工作的衔接。依托产业园区，进一步强调

落实排污许可证全覆盖工作部署的总体要求。对于园区内共用污染治理

设施或废水排放口的排污单位，可结合实际探索开展排污许可管理试点

工作。详见《通知（征求意见稿）》第（十二）、（十七）条。 

（三）突出“实”的效果，夯实责任、强化监管，保障规划环评效

力发挥。 

根据近几年对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在开展和落实方面的调研可以

看出，一方面部分产业园区未编制规划或编制规划未开展规划环评

的现象仍然突出，另一方面已开展规划环评工作的园区，仍存在规

划环评落地难的问题。因此，本次《通知（征求意见稿）》力求以“实”

为本，提出一些可操作、可落地、可监管的要求和措施。 

一是明确规划环评重点，切实发挥对规划的优化作用。《通知（征

求意见稿）》突出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强规划环评在优化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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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定位、布局、规模、时序，强化产业园区环境风险防范、优化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重点作用，有效提升园区规划环评质量，

切实发挥对规划的优化作用。详见《通知（征求意见稿）》第（十二）

-（十四）条。 

二是夯实园区管理机构、规划环评技术机构的责任。进一步细

化、明确了园区规划环评相关方的责任和要求，强调园区管理机构

是规划环评工作的责任主体，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质量和结论负责，

应依法开展规划环评工作，落实规划环评要求。规划环评技术机构

受园区管理机构委托，应依法客观、科学完成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为园区规划优化提供科学支撑。详见《通知（征求意见稿）》第（四）

-（八）条。 

三是加强后续管理、监管和指导，促进规划环评质量和效力提

升。对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强化管理的具体要求，如定期组

织调度规划环评开展及落实情况，推动信息化工作，定期抽查规划

环境影响报告书。对存在相关问题的园区管理机构、规划环评编制

机构进行公开通报，责任整改、依法处分等监管措施，保障规划环

评的开展和落地，切实发挥规划环评效力。详见《通知（征求意见

稿）》第（十八）-（二十三）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