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评审批“并联”好在哪儿？
环评审批不再作为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或项目核准的前

置条件而是同时进行，可以优化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流程，节省

企业办理审批时间，促进经济发展。

◆史春

修改的《环评法》有哪些亮点？
◆杜焱强 包存宽

业界评说

补齐VOCs治理短板

◆张佳雯

◆李学辉

有奖征文

新修改的《环评法》提高了未批先建的违法成本，大幅度提

高了惩罚的限额。项目如果是上亿元的话，罚款可以超过百万

元。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则意味着企业前期投资将会“打水

漂”，这将对企业产生强大威慑力。

基层者说

环境热评

实验室污染忽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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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法》（以下简称《环
评法》）7 月 2 日通过修改。《环评法》于
2003 年实施，其立法旨在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预防因 规 划 和 建 设 项 目 实 施
后 对 环 境 造 成 不 良 影 响 ，促 进 经 济 、
社 会 和 环 境 的 协 调 发 展 。 在 颁 布 实
施 13 年 期 间 ，这 一 法 律 在 预 防 环 境
污 染 和 生 态 破 坏 方 面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但“ 卡 着 审 批 吃 环 保 、戴 着 红 顶
赚 黑 钱 ”、“ 环 评 变 坏 评 ”等 立 法 漏 洞
也日益暴露出来。《环评法》的修改势
在必行。

那么，修改后的《环评法》有哪些亮
点？笔者进行了对比和分析。

一是弱化了项目环评的行政审批
要求。修改前的《环评法》试图通过行
政审批增强其强制力。然而，实践表
明，这一设计使环评 越 来 越 背 离 制 度
设 计 的 初 衷 。 环 评 的 目 的 逐 渐 从 改
善 项 目 环 境 质 量 演 化 成 了“ 通 过 审
批 ”，环 评 成 为 建 设 项 目 或 规 划 草 案
获得行政准许的工具，沦为建设项目
的“ 买 路 条 、敲 门 砖 ”。 为 了 通 过 审
批 ，一 些 环 评 机 构 开 始 造 假 ，导 致 环
评机构和环评人员信用丧失，环评体
系遭受系统性损害，甚至影响了环评
制度的信用。

新修改的《环评法》规定，环评行政
审批不再作为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或
项目核准的前置条件，即环评的行政
审 批 要 求 被 弱 化 。 压 缩 了 环 评 审 批
权的空间，将环境影响登记表审批改
为备案，不再将水土保持方案的审批
作为环评的前置条件，取消了环境影

响 报 告 书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表 预 审 等 。
环评审批弱化事前、强化事中和事后
监 管 ，有 助 于 促 使 政 府 职 能 正 确 定
位 ，提 升 行 政 管 理 效 能 ，发 挥 宏 观 控
制作用。

二是强化了规划环评。规划环评
在我国难以开展的原因之一在于，规划
编制机关主动开展规划环评或主动采
纳 规 划 环 评 结 论 和 建 议 的 积 极 性 不
高。此外，环境评价 与 相 关 规 划 学 科
之间存在天然隔阂，受规划编制机关
委 托 具 体 承 担 规 划 编 制 的 咨 询 机 构

（如 规 划 设 计 院 等）对 规 划 环 评 研 究
不甚深入，与规划环评的具体承担机
构（如 高 校 或 地 方 环 境 科 学 院 所 等）
之间往往存在意见分歧，造成环评的
结 论 和 建 议 难 以 实 质 性 地 被 采 纳 。
有些被采纳的意见不接地气，在实践

中又很难落实。
修改后的《环评法》规定，专项规划

的编制机关需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
和审查意见的采纳情况作出说明，不采
纳的，应当说明理由。这一修改将增强
规划环评的有效性，规划编制机关必须
对环评结论和审查意见进行响应。修
改后的《环评法》规定，规划环评意见需
作为项目环评的重要依据，且后续的项
目环评内容的审查意见应予以简化，这
也进一步体现出规划和项目之间的有
效互动。

三是加大了处罚力度。修改前的
《环评法》对未批先建违法企业处罚力
度不够。未批先建的企业受到的处罚
只有停止施工、补做环评、接受处罚，最
多处罚 20 万元。这一罚款额度对于动
辄投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数百亿元的

大型项目来说就是“九牛一毛”。导致
在实践中部分企业投机取巧，先上车后
补票。这就让企业产生了逻辑错位：一
个规规矩矩做了环评的企业，可能因未
通过审批而不能立项；另一个环评违法
企业只要肯认罚，缴纳至多 20 万元的罚
款，就能通过审批。这就导致违法企业
成本低、守法企业成本高，甚至出现“劣
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新修改的《环评法》提高了未批先
建的违法成本，大幅度提高了惩罚的限
额。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可对建
设项目处以总投资额 1%以上 5%以下的
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项目如果
是上亿元的话，罚款可以超过百万元。
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则意味着企业前期
投资将会“打水漂”，这将对企业产生强
大威慑力。

通 过 弱 化 行 政 审 批 、强 化 规 划 环
评、加大未批先建处罚力度，新修改的

《环评法》目的在于实现从源头减少环
境污染的目标。当然，要使环评制度更
好地发挥作用，还需强化规划环评，促
进其参与综合决策并发挥实质性作用；
强化公众参与，以社会监督防止权力任
性对环评的干预；强化法治以形成对行
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进一步推动行政
体制改革。

工业和信息化部和财政部日前
联合发文《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关 于 印 发 重 点 行 业 挥 发 性 有 机 物
削 减 行 动 计 划 的 通 知》，宣布为贯
彻落实《中国制造 2025》和《大 气 污
染 防 治 行 动 计 划》，加 快 推 进 落 实
绿色制造工程实施指南，推进促进
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削
减 ，提 升 工 业 绿 色 发 展 水 平 ，改 善
大气环境质量，提升制造业绿色化
水平。

可吸入颗粒物（PM2.5）和臭氧如
今是影响很多地方空气质量的最为
重要的污染物。VOCs 作为二者的
前 体 物 ，对 其 治 理 势 在 必 行 。 但
VOCs 来源广泛、治理难度较大，如
今已成为大气污染治理的短板。

如何改变这种现状，补齐这块短
板 ？ 笔 者 以 浙 江 省 嘉 兴 市 港 区
VOCs 治理为例 进 行 分 析 。 嘉 兴 港
区作为化工园区，空气质量主要受
到 工 业 二 氧 化 硫 、氮 氧 化 物 、烟 粉
尘 以 及 VOCs 等 污 染 影 响 。 目 前
VOCs 治 理 工 作 ，主 要 面 临 三 大
难题：

整治难度较大，减排潜力难挖。
港区内 VOCs 产生及排放量大，虽然
通过废气处理工艺控制排放量，但仍
有一定数量的 VOCs 排放到了环境
中。此外，非正常工况下的排放不容
忽视。废气末端治理工程存在的问
题均要求企业对废气处理工艺和运
行管理进一步优化完善。但港区石
化企业主要是在“十一五”期间引入
的项目，项目整体工艺较为先进，改
进 工 艺 和 设 备 对 VOCs 削 减 量 有
限。随着港区部分企业的建成投产
及新项目的引进，VOCs 新增量更难
以控制。

能 力 建 设 与 监 管 要 求 不 符 。
VOCs 治理是国家对环保工作的新
要求，需要专业环保队伍开展，按标
准化建设要求及时配备相关监测设
备和技术人员，定期对园区环境空气
质量监测。这就需要环保执法人员
配备便携式 VOCs 检测仪，在日常巡
查 中 加 强 对 企 业 VOCs 排 放 的 监
管。但港区环保局作为基层环保局，
存在人员少，经费不足、专业能力不
强等现实问题。

推进难度较大，体系不完善。为
更好地推进 VOCs 的检测和管理，建
设泄露检测与修复体系势在必行。

但 建 设 这 一 体 系 需 要 大 量 资 金 投
入。企业思想认识不深、责任意识不
强等多种因素导致个别企业出现不
按规定频率检测，泄漏修复不及时、
不到位情况。

为此，笔者建议：
一要强化环保队伍建设，提高

环 境 监 管 水 平 。 进 一 步 加 强 对 工
作 人 员 的 监 测 能 力 培 训 ，制 定
VOCs 监 测 工 作 计 划 ，提 高 监 测 水
平 。 定 期 对 园 区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监
测 ，加 强 对 VOCs 排 放 的 重 点 企 业
的 监 测 。 加 强 环 保 执 法 人 员 装 备
建 设 ，在 日 常 巡 查 中 加 强 对 企 业
VOCs 排放的监管。

二要探索 VOCs 总量控制制度，
改 善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 认 真 开 展
VOCs 总量调查，探索推行重点企业
大气 VOCs 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实施
VOCs 排污许可证制度。新建、改扩
建项目 VOCs 排放量大的企业应符
合港区相关规划和产业准入要求，配
备高效率的废气收集及处理设施。

三要制定年度计划，完善相关标
准。港区环保局将制定港区本年度
涂装、橡胶与塑料 制 品 业 和 木 业 等
行业的整治计划，深入推进工业废
气 整 治 工 作 。 开 展 企 业 强 制 性 清
洁 生 产 审 核 工 作 。 根 据 源 清 单 调
查结果，制定港区重大活动期间工
业废气保障方案。同时，合理制定
VOCs 排污费征收标准，实行差别
收 费 ，建 立 约 束 激 励 机 制 ，促 进 企
业主动治污减排。综合考虑当地大
气环境污染防治形势要求、VOCs 污
染物环境损害和治理成本，以及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企业承受能力等因
素，合理制定行业 VOCs 排污费征收
标准。

总之，VOCs 治理如今已经成为
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瓶颈，基层要尽
快 化 解 畏 难 情 绪 ，尽 快 补 齐 这 块
短板。

作者单位：浙江省嘉兴市港区环
保局

台湾大学校园内的物理系实验
室日前疑发生火灾并有氟气外泄。
而南京在去年污染源 调 查 过 程 中 ，
也 发 现 一 些 实 验 室 的 废 水 未 经 处
理就直排进入下水道。科硏机构、
大 学 和 检 验 单 位 实 验 室 产 生 的 污
染 物 排 放 和 处 理 问 题 亟 待引起各
方关注。

如今，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各类实验室不断新建。不可否认，实
验成果的应用，对推动社会进步、改
善人们生活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实验室产生的污染物往往种类
复杂、品种繁多、毒害较大。特别是
有些实验人员环境意识薄弱，不能妥
善处理废水、废气、废料。例如，有些
实验人员尤其是学生，并不清楚含苯
系物试剂包装物等属《国家危险废物
名录》中的危险废物，应交由有资质
处理危险废物的企业处置。此外，各
类实验室多为相对独立的事业单位，
主要集中在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检
验单位等。分布分散，单个污染少，
易被忽视，缺少环境监管。因此，应
高度重视实验室污染，加强和完善
监管。

首先，要加强对实验室的监督管
理。针对各类实验室级别、规模及其
产生的污染物特征和防治途经，有关
部门应认真开展技术硏究，吸取先进
国家实验室管理经验，按照国际标准
环 境 管 理 体 系（ISO14001）规 定 要
求，制定发布操作性强、简便实用的
相关实验室管理技术规范，并出台相
应的考核要求和办法，将其纳入到实
验室建设和管理工作中。相关实验室
管理技术规范内容要确定清洁实验技
术方法、产生的主要污染物类别和特
征、防治措施、管理标准、监测和评价
方法等。技监、环保、公安等部门，应
依据现行有关法规和标准，加强对实
验室的监督管理，防治环境污染。

其次，要全面推进清洁实验。在
保证实验效果的前提下，应尽量使用
无毒、低毒和无污染、低污染试剂和
药品。实现分质使用、一物多用、循
环使用物品，规避采而不测、反复检
验、骤增耗材行为，节约实验费用、减
小污物产量、防治环境污染。要大力
推动技术革新，适时更新实验技术方
法，改善实验装置设备条件，提升各
种安全防护水平，有效防止各类环境
污染，保护技术人员身心健康。要抓
大放小，加强大型、综合实验室能力
建设，逐步减少小型实验室数量，充
分发挥综合检验能力水平，达到精准
检验、资源共享、节约费用、环境保护
的目的。

第三，要分质分类处理污染物。
实验室产生的废液大多属剧毒、有毒
物质，采取适当方法回收利用，不仅
可大大降低毒性，便于处理，甚至能
变废为宝。比如，用重铬酸钾法测定
COD 实验产生的废液有毒有害不可
随意倾倒。但结合其废液性质，通过
还原等措施，回收其中的银元素后，
再与其他废水混合处理，就可达标排
放。此外，实验室应配 套 建 设 污 水
处理设施，对经过分质预处理后的
实 验 室 污 水 ，进 行 深 度 有 效 处 理 ，
使 其 能 达 标 排 放 。 配 套 建 设 废 气
处理设施和排放设施，对实验室产
生的废气进行有效处理。同时，建
设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的 贮 存 设 施 ，在 规 定 的 时 间
内，将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处理危
险 废 物 的 单 位处置，并正确履行各
项手续。要加强放射源及含有放射
性物质的废物管理。设置合理卫生
防护距离，建设有效安全防护设施，
安全防治放射性污染，保护周边居民
身体健康。

“亡羊补牢，尤为未晚”。有关部
门和相关单位应积极行动，最大程度
上减少科学实验对环境质量和人体
健康的影响。

◆张枫逸

近年来，因垃圾焚烧场、污水处理
厂等环保设施建设所引发的群体性事
件时有发生，而大部分事件的最后结果
都是“一闹就停”。一边是严峻的环境
形势亟待新建环保设施；一边是公众质
疑、邻避效应，部分环保设施在我国遭
遇需求之切和落地之难的尴尬，最终陷
入零和困局。

浙江海盐垃圾焚烧发电厂、重庆市
渝北区大型生活垃圾转运站……今年
以来，多地环保项目建设遭到当地民众
反对，被有关部门叫停。这固然体现了
公众自我维护意识日益加强，以及政府
对于民意的高度关注，但“一闹就停”只
是让问题重新回到了起点，无助于问题
的解决。

据住建部数据，全国 600 多座大中
城市中，有 2/3 陷入垃圾的包围中，且有
1/4 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一边是城市对于垃圾焚烧、污水处理、
危险废物处置等环保基础设施的迫切
需求；一边却是群众对于这些环保项目
的高度敏感，建设进程大大延误。如果

“一闹就停”的怪圈延续下去，这种恶性
互动的结果，必然是政府、企业、公众利
益共输的零和困局。

“一闹就停”折射出“邻避效应”。
建设环保项目，产生效益为全体社会所
共享，但环保设施同样会产生污染，对
于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
来的负外部效果，却由附近群众来承
担，于是很容易激发相关 群 体 的 嫌 恶
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
理 。 对 此 ，有 关 部 门 不 能 一 味 地“ 一
闹就停”，息事宁人，而应正视公众关
切 ，解 决 矛 盾 纠 纷 ，推 动 项 目 顺 利实
施，变共输的“零和博弈”为多赢的“正
和博弈”。

首先，加强信息公开。俗话说，所
有的恐惧都来源于未知。但凡“一闹就
停”的环保项目，普遍缺乏透明公开的
项目信息，对于“为什么要建，存在哪些

风险，有何防范机制”语焉不详。这种
信息的真空，很 容 易 放 大 周 边 居 民 的
心 理 恐 慌 ，产 生 本 能 的 抵 触 和 排 斥 。
即使有关部门事后进行解释沟通，也
难以让公众信服。在这方面，必须将
信 息 公 开 的 工 作 做 到 前 面 ，事 无 巨
细 ，开 诚 布 公 ，帮 助 人 们 正 确 认 识 环
保项目。

其次，邀请公众参与。美国在上世
纪 80 年代，也曾遭遇“邻避时代”，大批
垃圾填埋场、化工厂设场失败。后来，
美国学者通过分析成功设场案例发现，
促使社区同意接受设场的最重要的两
个因素是，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社区居民
对设施的充分信任。环保项目建设，事
关公众切身权益，公众不能仅仅是“被
告知”，更要被邀请参与到项目的决策、
规划、选址和建设中来。正如上海金融
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所言，“如
果一项政策得不到民众的支持，而只是
官家在自说自话，那么再好的项目也无
法产生好效果。”

此外，给予合理补偿。补偿不是金
钱赎买，而是体现对于周边群众让渡权
利的救济。只有用合理补偿肯定群众
为公共利益做出的牺牲，帮助群众消除

“受害者心态”，环保项目才能赢得广泛
的理解和认同。台湾的垃圾焚化厂在
早 年 兴 建 时 ，也 遭 到 周 边 居 民 反 对 。
当局推出了敦亲睦邻政策，建立回馈
机制，在垃圾焚化厂厂区或周边建设
网 球 场 、温 水 游 泳 池 、健 身 房 和 图 书
室 等 设 施 ，免 费 供 周 边 居 民 使 用 ，现
在人们已经不像以往那样抗拒。

如何走出“一闹就停”困境？

一闹就停 毕传国作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日前审议修改了包括《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 影 响 评 价 法》在 内 的 6 部
法律。据了解，此次修改后环评法的
一个重大变化，在于环评行政审批不
再 作 为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审 批 或 项 目
核准的前置条件，而是与其他几个审
批 程 序 同 步 进 行 。 但 仍 须 在 项 目 开
工前完成。

具体来说，此前，企业在向发展改
革部门申请企业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审批或项目核准之前，必须办结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等 8 项行政审
批。而经过此次修改，环评行政审批应
与其他审批程序同步进行，而不需进行
前置审批。有人形象地将此次对于环
评审批的修改比喻为，由“串联”审批改
为“并联”审批。

对此，有人可能会认为，“串联”审
批改“并联”审批，不能体现环境保护优
先发展的思路。对于这一说法，笔者却
不能苟同。

笔者认为，审批从“串联”变为“并
联 ”，并 不 会 改 变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的 本

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是为了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预防因规划和建
设项目实施后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促
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实质
上，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主要体
现的是预防为主。在项目上马前，要对
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和
预测，对项目选址等进行环境可行性论
证，并提出相应的防范环境污染的措
施。由此可见，只要严格执法，在项目
开工前完成环评，就能够充分体现出环
境影响评价的本质，起到预防环境污染
的作用。

还有人可能会担心，审批从“串联”
变为“并联”，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与其他
程序同步进行，会导致环保话语权被弱

化，进而使得环评审批不独立，一票否
决更加困难。对于这种看法，笔者认为
是过虑了。

笔者以为，环评审批无论是作为可
行性研究报告审批或项目核准的前置
条件，还是与其他几个审批程序同步进
行，只要依法严格执行，环保部门便有
能力实现对相关项目的环评把关。不
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有关规定、污染严重
的 不 能 上 或 不 该 上 的 项 目 依 然 会 被
否决。

那么，为什么环评审批要由“串联”
改为“并联”？这样做的好处在哪里？
笔者认为，这样的改变有利于落实简政
放权、优化审批流程。

我国经济正处于调速换挡期。为

使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国务院大刀阔斧
地推行简政放权。我国许多地方的行
政服务大厅为提高工作效率、优化审批
流程，把多部门、多项不同的行政审批
同时进行。实践证明，这样做可以有效
提高审批工作效率，是进一步落实简政
放权、优化审批流程的有效措施。确切
地说，包括环评审批在内的 8 项行政审
批不再作为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或项
目核准的前置条件而是同时进行，可以
优化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流程，节省企业
办理审批时间，促进经济发展。

新 修 改 的《环 评 法》已 正 式 通 过
并 将 自 2016 年 9 月 1 日 起 施 行 。 当
前 ，必 须 统 一 思 想 认 识 ，学 习 贯 彻 落
实 好 新 修 改 的《环 评 法》。 特 别 是 环
评审批由“串联”改为“并联”，各级环
保部门必须深刻理解、加深认识。下一
步，各级环保部门要抓紧举办新修改的

《环评法》培训班，做好宣传贯彻工作。
各级环保系统管理人员和环境监察人
员要准确掌握新修改的有关内容和新
的工作程序，以利于更好地开展相关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