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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

第二次修正，以下简称《环评法》）第十五条、《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条例》（2009年 10月 1日施行，以下简称《规划环评条

例》）第二十四条均明确规定“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规划实施后，

编制机关应当及时组织环境影响的跟踪评价，并将评价结果报

告审批机关；发现有明显不良环境影响的，应当及时提出改进

措施。”为落实环评法、规划环评条例等法律法规基本要求，规

范和指导我省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编制工作，省生

态环境厅提出制定《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技术指南 产业园

区》（以下简称《技术指南》）。

2023 年 10 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技术指南》列入

《2023年度第五批山西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晋市监

函〔2023〕349号），项目编号：2023-05076。

（二）标准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标准起草单位：山西晋环科源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山

西欣国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山西省生态环境规划和技术研究

院、北京尚云环境有限公司。

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慧、郭志亮、陈旭东、吴俊松、闫

函、丁峰、周汾涛、杜欣莉、李英、段军、刘瑶、胡敏、于华

通、赵世芬、闫卫军、王晓鹏、薛明霞、赵亚丽、张浩、安梦

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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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落实法律法规政策的基本要求

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以下简称跟踪评价）是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环评法》第十五条、《规划

环评条例》第二十四条均明确规定“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规划实

施后，编制机关应当及时组织环境影响的跟踪评价，并将评价

结果报告审批机关；发现有明显不良环境影响的，应当及时提

出改进措施。”

2016年 7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

规范和加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实施意见》（晋政办发

〔2016〕97号）要求开展跟踪评价工作。

2020年 11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环环评〔2020〕65号）规定

“对可能导致区域环境质量下降、生态功能退化，实施五年以上

且未发生重大调整的规划，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应及时开展环境

影响跟踪评价工作，编制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

生态环境部门肩负着“拟订环境影响评价地方性政策、法规、

规章并组织实施，参与权限内的规划、政策、区域和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审查审批工作”的职责，组织标准的制定，是对有

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贯彻落实。

2.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必然选择

2019年 3月，生态环境部在现行有关政策和环境影响评价

技术标准的基础上印发规范性文件《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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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指南（试行）》（环办环评〔2019〕20号）。其后，《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130-2019）、《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技术导则 产业园区》（HJ 131-2021）、《环境影响评价

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202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22）等技术标准相继发布实施。其中，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产业园区》（HJ 131-2021）首次

将碳排放评价纳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2020年 11月，生态环境

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

见》（环环评〔2020〕65号）再次提出：规划环评与“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衔接、项目环评与规划环评联动等重要

规定。2021年 11月，生态环境部进一步印发了《关于实施“三

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指导意见（试行）》。

《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技术指南（试行）》未将上述系

列技术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相关要求纳入，且适用于各类综合性

规划和专项规划，并未突出产业园区跟踪评价特点，因此对产

业园区跟踪评价的指导性不足、针对性不强、技术要求不具体。

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推进规划环评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

系衔接、指导入园建设项目环评改革、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指导产业园区落实跟踪评价主体责任，服务生态环境部门进一

步加强规划环评抽查等监管工作，切实提升产业园区规划环评

效力，亟需尽快完善我省跟踪评价技术规范。

3.完善我省规划环评全链条管理的重要支撑

近年，国家加强了规划环评工作的监管，跟踪评价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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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日益凸显。《环评与排污许可监管行动计划（2021-2023年）》

（环办环评函〔2020〕463号）要求开展“重点领域规划环评落

实情况抽查”，选取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和汾渭平原等重点

区域，检查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及审查意见提出的准入要

求、避让敏感区等优化调整建议及环保对策措施等落实情况，

并对实施中已产生重大不良环境影响的规划依法进行核查，同

步倒查报告书是否存在严重失实等质量问题。

《关于加强规划环评质量监管工作的通知》（环评函

〔2020〕88号）要求：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快建立辖区内

规划环评落实情况的监管机制。《“十四五”环境影响评价与排

污许可工作实施方案》（环环评〔2022〕26号）再次要求：落

实环评与排污许可监管行动计划，重点对产业园区……等领域

规划环评开展和落实情况进行抽查，对实施中产生重大不良环

境影响的规划依法开展核查。

跟踪评价作为法律法规确定的约束机制，标准制定将成为

保障规划环评对策和措施有效落地的重要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支撑规划环评后续监管补短板，实现规划环评工作闭环、动态

管理。

4.服务我省产业园区跟踪评价的形势需要

我省地处黄土高原，具有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要生态功能，是华北地区的重要生态屏

障，生态环境较敏感。我省经过 2016年以来开发区改革创新，

由 24家省级开发区增长至 2023年底 92家省级开发区，其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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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类 71家。半数以上布局有化工、有色、钢铁、焦化、建材等

结构偏重的产业板块，规划实施可能导致区域环境质量下降、

生态功能退化。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及时开展环境影响跟踪评价，

对于识别规划实施的实际环境影响和对策措施的有效性，针对

性地提出规划后续实施优化调整建议或不良生态环境影响对策

措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近年省生态环境部门出具的规划环评审查意见均明确要求：

开发区在规划实施过程应重视规划环评成果的运用，落实规划

环评提出的优化调整意见建议和减缓不良生态环境影响的各项

措施，加强示范区建设运行过程的环境监管和生态监测。在规

划实施过程中，适时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

我省很多开发区规划起始年在 2018、2019年，从 2023年

开始全省开发区将进入新一轮跟踪评价周期。尽快制定发布本

标准是落实跟踪评价技术指导，服务产业园区绿色发展的紧迫

需要。

5.促进整改落实中央环保督察要求

2017年 4月 28日至 5月 28日，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

对山西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并形成督察意见，意见指出“朔州

市朔城区政府批准成立的富甲工业园区侵占桑干河省级自然保

护区实验区 473公顷”；2018年 11月 6日至 12月 6日，中央第

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山西省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

情况开展“回头看”，针对大气污染防治统筹安排专项督察，并

形成督察意见，该意见指出“吕梁市及文水县擅自将工业聚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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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工程完成时限由 2017年底前放宽至 2018年 12月，直

至“回头看”时仍在试运行，每天近 4000吨超标废水排入磁窑

河”、“督察组抽取太原、临汾等 6市 14家焦化企业熄焦水进行

检测，12家存在超标问题，其中 10家挥发酚超标，平均超标

174.3倍”；2021年 4月 7日至 5月 7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对山西省开展了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形成督

察意见，意见指出“晋城市北留周村工业园区仍有 46台燃煤锅

炉未关停整合”、“阳曲产业园区、寿阳县经开区、孝义经开区

等工业园区环境基础设施欠账多”、“违规“取水”问题多发”等问

题。

可以看出，涉及产业园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有侵占自然

保护地、非法排污、违规取水、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等，园区开

展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可对环保督察问题进行跟踪调查，

如实反馈整改落实情况，促进园区切实落实各项环保督察整改

要求。

6.为产业园区规划修编提供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七条明确了修改省

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五种情形。

《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规定“城镇体系规划，城市、镇总体规

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委托城乡规划编制单位或者组织专家，

对城镇发展和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研究，并采取论证会、听证

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定期对规划实施情况作出评

估。”“经研究和评估，需要对规划进行修改的，组织编制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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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向原审批机关提出报告。”《山西省开发区条例》要求“开

发区管理机构组织编制、修改开发区的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

规划。”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对已经批准的规

划在实施范围、适用期限、规模、结构和布局等方面进行重大

调整或者修订的，规划编制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或

者补充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第二十九条规定“规划审批机关在

接到规划编制机关的报告或者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建议后，应

当及时组织论证，并根据论证结果采取改进措施或者对规划进

行修订。”

省内已编制的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查意见，

均提出开发区应落实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制度，要求“在规划实施

过程中，适时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规划修编时应重新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时开展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

价，识别并提出规划实施中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解决措施，

也可为园区规划修编提供有力依据。

三、主要起草过程

山西晋环科源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山西欣国环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山西省生态环境规划和技术研究院、北京尚云环

境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了标准编制组。标准编制组对国家和我省

地方标准制定的相关要求进行研究，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

确定了标准制定的方法和技术路线，明确了各阶段的任务与目

标。标准编制组收集梳理了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划环境影响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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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编制的政策、标准和规范性文件，调研分析了我省产业园

区规划环评和跟踪评价工作开展现状。

2024年 1月至 3月，邀请规划环评专家进行了 4轮咨询和

讨论，编制完成《技术指南》（工作组讨论稿）。2024年 2月

至 3月征求了各市生态环境局、相关企事业单位等 23家单位意

见，共收到修改意见 16条，其中采纳 13条，部分采纳 1条，

未采纳 2条。2024年 6月，山西省生态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组织专家对《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审查，专家组

一致同意通过审查。

四、主要技术内容及确定依据

（一）范围

参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产业园区》（HJ 131-

2021）相关表述，考虑到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多为以工业为主

导产业的园区，修改为“本文件适用于以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园区

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其他类型园区可参照执行。”其他类型

指的是农业类、文化旅游类产业园区等。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解释，工业指从事自然资源的开采，对

采掘品和农产品进行加工和再加工的物质生产部门。具体包括：

（1）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如采矿、晒盐等（但不包括禽兽捕猎

和水产捕捞）；（2）对农副产品的加工、再加工，如粮油加工、

食品加工、缫丝、纺织、制革等；（3）对采掘品的加工、再加

工，如炼铁、炼钢、化工生产、石油加工、机器制造、木材加

工等，以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等；（4）对工业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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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翻新，如机器设备的修理等。

《环评法》第十五条、《规划环评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

“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规划实施后，编制机关应当及时组织环境

影响的跟踪评价，并将评价结果报告审批机关”。《关于进一步

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环环评〔2020〕

65 号）“二、落实产业园区管理机构主体责任”第（六）条规定

“对可能导致区域环境质量下降、生态功能退化，实施五年以上

且未发生重大调整的规划，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应及时开展环境

影响跟踪评价工作，编制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综上，

产业园区开展跟踪评价的时间一般为规划实施后五年，或规划

实施不到五年但发现有重大环境影响。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技术指南》所引用的国家和地方标准。与本标准相

关的规范性引用文件有国家各要素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以及

规划环评技术导则等。

（三）术语和定义

“3.1产业园区”定义引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产业

园区》（HJ 131-2021）中“产业园区”术语和定义，并将“各级人

民政府”明确为“山西省各级人民政府”。

山西省常见的产业园区类型主要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集聚区等。

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环环评〔2020〕65 号）中提及的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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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类型，也是山西省最常见的产业园区类型，如阳泉经济技术

开发区、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是《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环环评〔2020〕65 号）中提及的

产业园区类型，山西省该类型产业园区有太原中北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盐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尧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等。

产业集聚区是山西省发改委组织遴选的一类产业园区，

《关于开展山西省首批特色产业集聚区试点工作的通知》（晋

发改工业发〔2019〕189号）首批确定了 12个特色产业集聚区

试点，如临汾市侯马特色产业集聚区、运城市万荣特色产业集

聚区等。

“3.2跟踪评价”定义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 130-2019）“3 术语与定义”中的 3.11的基础上，结合《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第四章 跟踪评价”规定给出。

（四）总则

“4.1”明确了跟踪评价按照国家和山西省最新的生态环境保

护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规划的要求开展。

“4.2”落实《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第二十五条要求，明

确了跟踪评价工作的重点和主要内容。

“4.3”落实《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第二十五条要求，根

据园区产业特点，关注公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

“4.4”对跟踪评价的评价范围和所采用的评价标准进行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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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五）评价技术流程

“5.1”落实《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第二十五条中跟踪评

价应当包括的内容等相关要求，并参考《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

价技术指南（试行）》技术流程图，厘清跟踪评价工作逻辑顺

序，并在“环保对策改进措施及规划后续实施优化调整建议”前

增加了“规划后续实施开发强度预测与环境影响分析”，形成跟

踪评价技术流程图，如下图所示。

图 5-1 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技术流程图

“5.2”明确在开展规划实施情况及开发强度对比、园区环境

管理现状调查、区域生态环境变化趋势分析、生态环境影响对

比评估、对策措施有效性分析评估、公众意见调查等工作的基

础上，评价产业园区规划是否具有生态环境合理性，是，则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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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开展规划后续实施开发强度预测与环境影响分析，提出环保

对策改进措施及规划后续实施优化调整建议；否，则提出规划

修订建议。

（六）规划实施情况及开发强度对比

“6.1规划实施情况调查与分析”在《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

技术指南（试行）》“2.1规划实施情况”基础上进行了细化。

6.1.1调查本轮规划实施以来园区的发展历程及开发情况，并从

产业发展、用地情况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说明规划已实施内

容；6.1.2、6.1.3在 6.1.1相关调查的基础上，分析规划实施存在

的问题和已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

“6.2开发强度对比”首先明确了对比对象，即本轮规划实际

和规划环评预测之间的对比，对比内容为资源能源消耗情况、

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情况。在相关资料收集的基础上，对比实

际情况和预测结果，发现变化情况并分析变化原因。

（七）园区环境管理现状调查

“7.1”首先调查园区环境管理主体责任落实机构设置情况，

“7.2”调查规划、规划环评及其审查意见中各项生态环境保护要

求的落实情况，“7.3”分析规划方案与最新的政策、规划和管理

要求的符合性，“7.4”调查规划包含重大项目环保手续的落实情

况。

（八）区域生态环境变化趋势分析

“8.1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和要求变化”考虑产业园区规划年限

一般较长，规划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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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可能，对比规划环评，明确具体变化情况。

“8.2生态环境质量调查”首先明确了监测资料和碳排放数据

获取途径，即以已有监测资料为主，必要时开展补充监测和调

查，监测和调查执行各要素环评导则相关要求。环境质量监测

点位、因子尽量与原规划环评一致，充分考虑规划实施情况和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变化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并兼顾国家和山西

省最新的环境要素管理要求做适当补充。

“8.3生态环境变化趋势分析”分不同生态环境要素对其变化

趋势分析的内容和要求进行了明确。结合山西省产业园区主要

类型和特点，提出以钢铁、焦化、煤化工、装备制造、有色、

医药等行业为主导产业的园区需重点调查的内容。不同行业特

征污染物种类主要参考文件有：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污许

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山西省重点行业“一本式”环评报告

编制技术指南等。

“8.4资源环境承载力变化趋势分析”结合区域可供给园区发

展的资源能源配置变化情况，分析园区后续规划实施的资源能

源制约因素。根据区域最新的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对大气、水

环境承载力重新进行测算，分析环境制约因素。

（九）生态环境影响对比评估

“9.1”~“9.9”分不同环境要素提出要求，对于大气、水、土

壤、噪声要素，实际影响主要以环境质量现状表征，因此对比

的是环境质量现状和预测结果。对于生态要素，实际影响以生

态系统结构、功能变化和生态环境敏感区质量现状表征。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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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需结合园区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和应急处置情况，分

析实际影响并与规划环评对比。对于固体废物，需调查固体废

物（含危险废物）实际产生种类、数量、处置方式、综合利用

途径，并与规划环评对比。对于碳排放，则是对实际碳排放总

量、单位产值或单位工业产品排放强度进行核算，并与规划环

评对比。

（十）对策措施有效性分析评估

“10.1”~“10.9”分不同环境要素提出相关要求。结合山西省

产业园区主要类型和特点，提出以钢铁、焦化、煤化工、装备

制造、有色、医药等行业为主导产业的园区措施有效性评估的

重点。不同行业特征污染物种类主要参考文件有：行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山西省重点行业

“一本式”环评报告编制技术指南等。

（十一）公众意见调查

参考《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技术指南（试行）》“4 公众

意见调查”相关内容，结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我省产业

园区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补充了收集园区规划实施过程中国

家和山西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及其整改情况。

（十二）规划后续实施开发强度预测与环境影响分析

“12.1”和“12.2”参考《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技术指南（试

行）》“6.1 规划后续实施开发强度预测”相关内容，在叠加“在

建项目”的基础上补充了“拟建项目”。

“12.3”给出需对规划后续实施环境影响进行预测的情形，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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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范围内出现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特征因子超标，

或累积影响趋势加重时”。

（十三）环保对策改进措施及规划后续实施优化调整建议

“13.1环保对策改进措施”分规划已实施部分和规划后续实

施部分，分别给出改进措施或建议。

“13.2规划后续实施优化调整建议”参考《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技术导则 产业园区》（HJ 131-2021）中相关表述，并突出跟

踪评价特点，结合规划实施存在的问题和已造成的生态环境问

题，提出规划后续实施优化调整建议，并对跟踪监测计划等进

行调整完善。

（十四）评价结论

“14.1”和“14.2”在落实《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第二十五

条要求的基础上，概括规划实施情况调查和区域生态环境变化

趋势分析结果，总结生态环境影响对比评估和对策措施有效性

分析评估结论，结合公众意见调查，对规划后续实施提出改进

措施和优化调整建议。

（十五）报告编制

引出附录 A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编制大纲。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一）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

《环评法》《规划环评条例》都明确规定：对环境有重大

影响的规划实施后，编制机关应当及时组织环境影响的跟踪评

价，并将评价结果报告审批机关。本标准是在上述法律法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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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下，产业园区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的技术规范，标准

编制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山西省标准化条

例》等相关要求。

（二）与现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结合我省产业园区特点，并充分衔接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

纲》（HJ 130-2019）、《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产业园区》

（HJ 131-2021）及各环境要素评价导则相互补充，进一步完善

了我省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和跟踪评价管理体系。本标准与国家

及地方相关标准相适应。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2024年 2月至 3月，各市生态环境局、相关企事业单位等

23家单位对《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提出 16条修改意见，

其中采纳 13条，部分采纳 1条，未采纳 2条。

未采纳意见及原因如下：

（一）明确“较大变化”的判定条件。征求意见稿在 11.3章

节中提出，“存在以下情形的，应提出规划优化调整或修订的建

议，并应及时重新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与规划原方

案相比在规模、结构、布局、时序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采取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后，区域的资源与环境

仍无法支撑规划实施，可能造成重大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导

致区域生态环境管理要求无法实现”的，应及时重新开展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为便于工作，应明确给出“较大变化”的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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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或判定条件，比如园区规模方面，前后规划方案比较，规

模增加或减少多大比例就构成“较大变化”。

未采纳理由：《规划环评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园

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环环评〔2020〕65号）均

未出现“较大变化”，根据不足，已删除该表述。

关于“重大调整或者修订”，按照《规划环评条例》第十四

条，应重新或者补充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不开展跟踪评价工作，

不属于本《技术指南》的适用范围。

（二）《指南》中“1 范围”建议改为“1 适用范围”，“本文

件”建议改为“本指南”。

未采纳理由：根据《地方标准制定工作规范》（GB14/T

1665-2022），使用“1范围”“本文件”表述。

部分采纳意见及原因如下：

（一）强化与行政法规的衔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

第十四条规定，“对已经批准的规划在实施范围、适用期限、规

模、结构和布局等方面进行重大调整或者修订的，规划编制机

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或者补充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该

条规定的是若出现“重大调整或者修订”的情形，就需要履行重

新或者补充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强调的是“重大”，那么征

求意见稿中提出出现“较大”情形，就需要重新或者补充进行环

境影响评价，与国家法规规定不一致。一般情况下，从性质严

重程度方面比较分析，“较大”的严重程度要小于“重大”，征求

意见稿若如此规定，则加严了重新或者补充进行环评的适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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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应予以调整。

另外，从基层实践已掌握的法规政策，国家层面尚未出台

“重大调整或者修订”的判定条件，建议通过地方标准予以明确。

部分采纳理由：《规划环评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

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环环评〔2020〕65号）

均未出现“较大变化”，根据不足，已删除该表述。

关于“重大调整或者修订”，按照《规划环评条例》第十四

条，应重新或者补充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不开展跟踪评价工作，

不属于本《技术指南》的适用范围，因此本《技术指南》不界

定其判定条件。

对以上未采纳和部分采纳的意见，编制组已向提出意见的

单位进行反馈说明并达成一致意见。

七、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按照生态环境部印发的《生态环境标准管理办法》规定“法

律法规未规定强制执行的国家和地方生态环境标准，以推荐性

标准的形式发布”，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八、实施标准的措施

为保证本标准的顺利实施，标准发布后应加大宣贯力度，

组织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使生态环境部门、产业园区和跟踪

评价编制技术咨询单位尽快理解和掌握本标准的内容，用于指

导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的编制工作。

全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加强对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和跟踪

评价的抽查，根据本标准指导产业园区持续提升规划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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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评价编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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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反馈意见及采纳情况汇总表

反馈单

位

序

号
反馈意见

是否

采纳

部分采纳情况说明/未采

纳原因

运城市

生态环

境局

1

明确“较大变化”的判定条件。征求意见稿在

11.3章节中提出，“存在以下情形的，应提出

规划优化调整或修订的建议，并应及时重新

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与规划原方

案相比在规模、结构、布局、时序等方面发

生了较大的变化，采取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和

污染防治措施后，区域的资源与环境仍无法

支撑规划实施，可能造成重大生态破坏或环

境污染，导致区域生态环境管理要求无法实

现”的，应及时重新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为便于工作，应明确给出“较大变化”的
量化条件或判定条件，比如园区规模方面，

前后规划方案比较，规模增加或减少多大比

例就构成“较大变化”。

未采

纳

《规划环评条例》《关于

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

见》（环环评〔2020〕65
号）均未出现 “较大变

化”，根据不足，已删除

该表述。

关于 “重大调整或者修

订”，按照《规划环评条

例》第十四条，应重新或

者补充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不开展跟踪评价工

作，不属于本《技术指

南》的适用范围。

2

强化与行政法规的衔接。《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对已经批准的规划

在实施范围、适用期限、规模、结构和布局

等方面进行重大调整或者修订的，规划编制

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或者补充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该条规定的是若出现“重
大调整或者修订”的情形，就需要履行重新或

者补充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强调的是“重
大”，那么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出现“较大”情
形，就需要重新或者补充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与国家法规规定不一致。一般情况下，

从性质严重程度方面比较分析，“较大”的严

重程度要小于“重大”，征求意见稿若如此规

定，则加严了重新或者补充进行环评的适用

范围，应予以调整。

另外，从基层实践已掌握的法规政策，国家

层面尚未出台“重大调整或者修订”的判定条

件，建议通过地方标准予以明确。

部分

采纳

《规划环评条例》《关于

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

见》（环环评〔2020〕65
号）均未出现 “较大变

化”，根据不足，已删除

该表述。

关于 “重大调整或者修

订”，按照《规划环评条

例》第十四条，应重新或

者补充进行环境影响评

价，不开展跟踪评价工

作，不属于本《技术指

南》的适用范围，因此本

《技术指南》不界定其判

定条件。

吕梁市

生态环

境局

3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可增加清洁生

产、园区大宗物料清洁运输等情况。
采纳

4
地表水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可增加雨污

分流、清污分流，环境风险“应急三级防控”
体系落实情况。

采纳

中国辐

射防护

研究院

环境工

程技术

研究所

5

建议将 6.3.2.1中的“分析评价范围内环境空气

质量变化，重点评价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等特征因子及超标因子变化情况，分析

超标原因及变化趋势”修改为“分析评价范围

内环境空气质量变化，重点评价细颗粒物

（PM2.5）、超标因子及重金属、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等特征因子变化情况，分析超标原因

及变化趋势”。考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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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单

位

序

号
反馈意见

是否

采纳

部分采纳情况说明/未采

纳原因

计划》《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

见》均将降低细颗粒物浓度作为工作主线。

6

建议将 6.3.2.4中的“分析评价范围内土壤环境

质量变化，重点评价当地主导风向下风向最

大落地浓度点附近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等特征因子变化情况……变化趋势”修改为

“分析评价范围内土壤环境质量变化，重点评

价当地主导风向下风向最大落地浓度点附近

以及可能受入渗污染影响区域的重金属、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等特征因子变化情况……变

化趋势”。

采纳

山西清

泽阳光

环保科

技有限

公司

7
“5规划实施及开发强度对比”章节建议增加小

章节—规划实施存在的问题，包括环境问

题、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等。

采纳

8 “7.1.2”应明确常规因子达到目标，是指园区

还是县域内的常规因子达到环境目标。
采纳

山西清

源环境

咨询有

限公司

9 5.3环境管理要求落实情况小节建议补充“产
业园区跟踪监测计划”落实情况。

采纳

山西科

城能源

环境创

新研究

院

10

明确适用本文件产业园区的范围。文件中提

出的统一管理机构的含义建议进行明确，

市、县级设立的未设置专门管委会的工业园

区是否属于本文件规定需要开展跟踪环评的

范畴。

采纳

11

评价任务中包含规划已实施部分的评价和规

划未实施部分的评价。4.2.2中，对规划已实

施部分，建议对原规划措施或规划方案还适

用的情形、原规划措施不适用、已造成生态

环境影响等不同情形，提出不同处理方式；

4.2.4中对于未实施部分，除了后续优化调整

或减缓措施外，如果规划后续发生重大变

化，增加规划修订或修编等相关建议。

采纳

12

环境管理要求落实情况中补充生态环境准入

清单要求执行情况、规划所包含的建设项目

环评、竣工环保验收、排污许可制度执行情

况。

采纳

13

措施有效性分析部分对分析结果的应用给出

统一的处理方式。如未按照审查意见或规划

环评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执行；按照规划和

规划环评提出的措施执行了，但国家和地方

有了新的要求；规划未按照规划方案实施，

导致原规划环评提出的措施没有可实施性等

不同情景下跟踪评价相关的处理方式。

采纳

山西省

交通环

境保护

14 《指南》中“1 范围”建议改为“1 适用范围”，
“本文件”建议改为“本指南”。

未采

纳

根据《地方标准制定工作

规 范 》 （ GB14/T 1665-
2022），使用“1 范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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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单

位

序

号
反馈意见

是否

采纳

部分采纳情况说明/未采

纳原因

中心站

（有限

公司）

文件”表述。

15

《指南》中“6.3.1”条应进一步明确跟踪监测

的时效性，建议改成“生态环境质量调查以收

集产业园区近三年跟踪监测结果和区域例行

监测资料为主，也可利用区域近三年其他已

有监测资料”。

采纳

16

《指南》中“7.3.1”条建议进一步明确调查重

点，明确根据园区对地下水含（隔）水层及

地下水补、径、排条件的影响调查结果，重

点评价对潜水含水层、具有饮用水开发利用

价值含水层、集中式饮用水源、分散式饮用

水源地及国家或地方政府设定的地下水环境

相关的其他保护区等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水

量、水质的影响，验证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的有效性。

采纳

太原市

生态环

境局

17 无意见。

阳泉市

生态环

境局

18 无意见。

长治市

生态环

境局

19 无意见。

忻州市

生态环

境局

20 无意见。

晋中市

生态环

境局

21 无意见。

朔州市

生态环

境局

22 无意见。

大同市

生态环

境局

23 无意见。

临汾市

生态环

境局

24 无意见。

晋城市

生态环

境局

25 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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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单

位

序

号
反馈意见

是否

采纳

部分采纳情况说明/未采

纳原因

长治市

生态环

境局高

新区分

局

26 无意见。

朔州经

济开发

区

27 无意见。

原平经

济技术

开发区

28 无意见。

清徐经

济开发

区

29 无意见。

交城经

济开发

区

30 无意见。

山西转

型综合

改革示

范区晋

中开发

区

31 无意见。

孝义经

济开发

区

32 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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