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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规划环评把关工业布局 
 

常纪文 
 

  随着人口总量和国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我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如果保持目前的污染
水平,到 2020年,我国的 GDP翻两番时,污染总量也会翻两番。加上我国大部分大中型化工石化企
业分布在沿江、沿海甚至人口密集和饮用水源保护区,布局性的环境隐患和结构性的环境风险已取
代个体的污染,成为我国环境安全的重要威胁。我国应妥善处理工业发展规划的合理布局问题,发
展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体系。如果不从规划的源头控制,就会永远陷入环境污染防不胜防、治不胜
治的恶性循环。  
  新近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要求:“各地区要根据资源禀
赋、环境容量、生态状况、人口数量以及国家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
展方向,将区域经济规划和环境保护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按照《决定》的要求,国家环保总局在全
国启动了环境安全大检查,结果显示我国化工石化行业存在较明显的布局性、结构性环境隐患。  
  今年 2 月初,国家环保总局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排查化工石化项目,特别是分布在江河湖海
沿岸、人口稠密区以及自然保护区的化工石化项目。这次行动的目的主要包括 3个:一是推行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特别是高风险行业的规划环评制度,从根本上遏制环境事故频发的现象。二是要求
一些可能存在环境风险的企业和环境违法企业,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法》进行环境后评估,即“在
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情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环境影响
的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并报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和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备案；原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也可以责成建设单位进行环境影响的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三是要求安全
生产、环保部门督促已建高危企业加强安全生产和环境应急机制建设,进行环境风险评价和应急预
案排查。  
  笔者认为,在此次行动中有排查义务的不仅是各企业,还包括高风险行业的主管部门、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及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关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评价法》第 7条和第 8条规范的都是新规划的制定和审批
问题。那么,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以前已经施行的规划,如何保证其科学性呢？《环境影
响评价法》中没有规定。实际上,对于新建成的工业区域,环境保护的要求都是很严格的,新投入运
行的企业一般也采用了符合环保要求的设施和工艺。只要他们按照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运行,
一般不会对环境产生额外的影响或者损害。但是,对于那些老工业区域中的老企业,特别是实行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之前建成的企业,则可能对环境构成巨大的风险。另外,对于很多在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实施之后建成的企业,环评单个看来基本可行,但如果把这个规划区域内的全部项目综合起来
分析,他们对环境的压力就可能远远超过当地环境的承载能力。  
  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有关的立法存在不足。如《环境影响评价法》没有规定新建化工
石化类建设项目与有毒有害物质的建设项目的环境风险评价问题,《水污染防治法》未把环境风险
应急预案与事故防范措施的验收纳入“三同时”制度之内。另外,一些企业建成时虽然对环境没有
太大的损害风险,但随着设备老化而企业却没有资金更新,易产生环境损害风险。还有一些企业已
经进行了改建或者扩建,排放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更多了,对环境的损害风险也就更大了。依据环
境法律、法规的规定,如果让这些老工业区内的老企业上马新的污染设施和工艺,即使经济代价能
为企业接受,但若干年后,这些企业还是会成为敏感区域环境损害的定时炸弹。如果现在责令他们
关闭,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就业环境的改善；如果让这些企业搬迁,巨额的费用又让国家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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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头疼。基于此,老工业区内的老企业已经成为环境保护中的一个难点。  
  因此,我们不仅要严格执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还要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后评价
制度。笔者建议,应该要求所有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老规划,补办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提出产业结
构调整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计划措施；对于新规划,应该组织专家进行评价,对存在的问题提
出补救措施；对于投入运行超过一定年限,可能对环境产生重大损害风险的企业,应依据《环境影
响评价法》第 27条之规定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不符合要求的,依法责令整改、搬迁或者关闭。规
划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应该包括环境风险评价。此外,还应把“三同时”制度扩展至工业规
划区域的验收层次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