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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火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审批原则（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背景

“十三五”以来，随着“放管服”改革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深

入推进，火电行业污染防治与环境管理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强，在严

格环境准入条件、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污染控制要求、深化排

污许可改革、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强调协同减污降碳等方面出台了

多项政策与技术要求，推动火电行业高质量绿色低碳发展。为了规

范火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工作，2015 年原环境保护部发布

了《火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以下简称原审批原

则)。随着形势的发展，原审批原则部分内容不能完全适应现有的管

理要求，需对管控要求进行补充完善。为做好“放管服”，加强对

地方审批“两高”建设项目的指导，对原审批原则进行修订。

二、修订的必要性

一是落实《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相关要求。2017 年 7

月修订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提出了“五个不批”，

包括：（一）建设项目类型及其选址、布局、规模等不符合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二）所在区域环境质量未达到国家

或者地方环境质量标准，且建设项目拟采取的措施不能满足区域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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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质量改善目标管理要求；（三）建设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无

法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未采取必要措施

预防和控制生态破坏；（四）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未针对

项目原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提出有效防治措施；（五）建设项目

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

容存在重大缺陷、遗漏，或者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不明确、不合理。

原审批原则早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修订时间，需对相

关内容进行调整。

二是落实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求。2021 年 11 月，《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发布，提出坚决

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包括严把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准入

关口，严格落实污染物排放区域削减要求，对不符合规定的项目坚

决停批停建。原则上不再新增自备燃煤机组，支持自备燃煤机组实

施清洁能源替代，鼓励自备电厂转为公用电厂。

三是提升建设项目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2021 年 9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到 2025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

化碳排放比例下降，并提出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

2021 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了《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

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发改产业〔2021〕1464 号），

提出了能效管控的要求。2021 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发

布了《关于开展全国煤电机组改造升级的通知》（发改运行〔2021〕

1519 号），再次细化和明确了能效管控要求。2022 年 4月，国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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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委、工信部、生态环境部等发布《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

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2 年版）》（发改运行〔2022〕559 号），

确定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以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促进煤炭消费转型升级。

四是与现行的环境管理要求进行衔接。自 2016 年至今，部分环

境管理要求发生了变化，如发布了《关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

域削减措施监督管理的通知》(环办环评〔2020〕36 号)、《关于加

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环环

评〔2021〕45 号）等文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制定发布了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因此，行业建设项目审批原则需要结合最

新环境管理要求补充相关内容。

三.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一）框架思路

结合“十三五”以来的行业管理政策要求及技术规定，以遏制

火电行业盲目发展、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目标，以严格环境管

理、提升行业建设发展质量为导向，以协调一致、依法依规、有效

指导为原则，对原审批原则结构按照适用范围、环境政策、规划选

址、清洁生产、污染治理技术措施及要求、环境风险、以新带老、

环境影响和区域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和管

理、公众参与和环评文件质量进行调整，并对相关技术内容进行补

充与完善。

（二）主要修订内容

一是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内容。火电行业属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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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行业。修订提出应按照国家和地方相

关试点要求、技术指南文件等，开展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

为推动火电行业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双控”奠定基

础。

二是细化明确了污染物区域削减和煤炭减量替代要求。根据《关

于加强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区域削减措施监督管理的通知》（环办环

评〔2020〕36 号），以及火电行业目前环境管理现状，从服务于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角度出发，细化明确了污染物削减替代的

具体规定，要求火电行业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建设项目应提出

有效的配套区域削减方案，明确区域削减措施及责任主体。配套区

域削减措施应为环境现状年后拟采取的措施，且不能包括纳入区域

总量减排工程的措施。此外，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提出了国

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燃煤发电（含热电）项目，应实行煤炭

等量或减量替代且不得使用高污染燃料作为煤炭减量替代措施。

三是调整完善了火电建设项目规划选址和热电联产项目建设的

相关要求。根据环境管理的最新要求，明确项目选址应符合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以及能源、电力建设发展、热点联产等相关规划与规

划环评要求，推动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强调原则上应避开居

民集中区、医院、学校等环境敏感区，并指出原则不予批准新增自

备燃煤机组，严格控制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除新建、扩建热

电联产以外的煤电项目。此外，补充了热电联产建设项目应符合《热

电联产管理办法》（发改能源〔2016〕617 号）的管理要求。

四是根据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目标，补充完善了行业清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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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污染治理、风险管理要求。进一步严格了火电建设项目物耗、能

耗、煤耗等清洁生产指标要求。提出优先使用再生水、矿井水、海

水淡化水等非常规水源。进一步强化了火电建设项目废气和废水环

境治理，以及环境风险管控要求。提出燃煤发电（含热电）项目应

满足最低技术出力以上全负荷范围达到超低排放要求，粉煤灰、炉

渣等物料储存、运输环节要加强无组织管控，以及强化水资源梯级

利用，鼓励废污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等。明确了火电建设项目污染物

应执行的排放与控制标准。提出项目不得采用存在液氨等重大危险

源的污染治理技术路线。

五是与项目建设全过程环境管理要求衔接，完善环境监测与管

理规定。考虑到建设项目全过程环境管理要求的一致性，进一步补

充完善了环境监测与管理要求，参照《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

染防治法》提出项目应明确实施后的环境管理要求和环境监测计划。

根据行业自行监测指南要求，制定废水、废气污染物排放及厂界环

境噪声监测计划，排污口或监测位置应符合技术规范要求。涉及水、

大气有毒有害污染物名录中污染物排放的，还应依法依规制定周边

环境的监测计划。原则上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应与废气污染物产

生设施对应。

修订还增加了重点区域会商要求。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取消了资质管理要求，补充了编制规范的具体要求，增加

了报告表的技术指南要求等，并进一步调整修改了原审批原则的文

字和措辞，使其更加明确易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