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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现代煤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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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煤化工耗水高、污染物和碳排放量大。为规范现代煤化工

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提升行业环境管理水平，原环境保护部于 2015

年印发《现代煤化工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试行）》（环办〔2015〕

111 号，以下称《准入条件》），从规划布局、项目选址、污染防治、

环境风险防控等方面对现代煤化工提出了环境准入要求。《国务院

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7

号）、《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布局方案》（发改产业〔2017〕

553 号）等政策规划文件直接引用了《准入条件》，对规范现代煤化

工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提升行业环境管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三五”以来，生态环境部深入推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持续深化环评“放管服”改革，大力推动“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全面推行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制，改革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制度。为适应新形势，深入落实环评“放管服”改革要求，聚焦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进一步做好现代煤化工建设项目生态

环境源头防控，生态环境部组织制订《现代煤化工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以下称《审批原则》），拟替代《准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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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二、制订必要性

一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行动。《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发

展方式绿色转型”“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推动

绿色转型实现积极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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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纲领性文件均明确

提出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2021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指出“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进一步规范现代煤化工建设项目环评管理，坚持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推动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的必然要求。

二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迫切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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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我

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解，

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问题仍然突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任务艰

巨，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并从“推动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坚

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等方面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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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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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区域严禁新增钢铁、焦化、水泥熟料、平板

玻璃、电解铝、氧化铝、煤化工产能，合理控制煤制油气产能规模”

等具体要求。进一步强化现代煤化工建设项目环评管理，严控规模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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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强化环境保护措施，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迫切需求。

三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然选择。《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

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环综合〔2021〕4

号）提出，应对气候变化要求要纳入“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体系，通过规划环评、项目环评推动区域、行业和企业落实煤炭

消费替代、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等政策要求，推动将温室气体纳入环

境影响评价。生态环境部正在推动以现代煤化工为代表的部分重点

行业开展温室气体排放影响纳入环境影响评价试点。现代煤化工项

目温室气体排放量大，部分工艺废气二氧化碳浓度高，在二氧化碳

气体捕集、综合利用等方面具备一定技术基础。进一步强化现代煤

化工环境管理，推进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对于实现碳达峰目标、碳

中和愿景至关重要。

四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指出，“黄河流域最大的

矛盾是水资源短缺”“黄河流域最大的短板是高质量发展不充分”，

提出“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的基本原则和“暂停水资源

超载地区新增取水许可，严格限制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城市发展规

模、高耗水项目建设”“严禁生产废水未经处理或未有效处理直接

排入城镇污水处理系统”等工作要求。黄河流域是现代煤化工行业

主要分布区域，布局了多个煤制油气战略基地和现代煤化工示范区，

进一步强化现代煤化工建设项目环评管理，严控规模布局，强化节

水管理，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三、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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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框架思路

本次《审批原则》制订，在《准入条件》内容基础上，根据文

件类型和定位调整内容和结构，并对照《长江保护法》《关于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等政策法规、纲领性文件和现代煤化

工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目标，补充了产业规划相符性、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减污降碳和主要污染物区域削减等新要求，删除了部分

与管理要求不适应、缺乏法律依据要求，对清洁生产、废气污染物

控制等要求进行了进一步细化。

（二）主要内容

一是更新了产业政策相符性及选址要求。明确现代煤化工项目

应符合产业规划；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进行衔接；补充了最新

发布的新污染物治理有关政策要求；根据《长江保护法》“禁止在

长江干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或化工项目”有

关规定补充了选址要求。

二是明确了污染物区域削减管理要求。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

增加污染物区域削减内容，明确提出部、省两级审批的编制报告书的

煤化工项目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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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并就 36 号文中未明确的

具体减排污染物项目以及削减措施进行原则要求。同时，根据《大气

污染防治法》要求，增加了“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新建、改

建、扩建现代煤化工项目，还应按规定采取煤炭消费等量或减量替代

措施，且不得使用高污染燃料作为煤炭减量替代措施”要求。

三是补充了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管控最新要求。较《准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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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审批原则》明确提出项目建设应符合行业和区域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要求；进一步强调了相关清洁生产要求，补充了满足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标杆水平要求；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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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了对清洁燃料和清洁运输的鼓励性要求；根据《现代煤化工行业节

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更新了鼓励采取的节能减碳工艺措施和

减污降碳试点示范内容；提出按照国家和地方试点要求开展建设项

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按照大气污染防治要求，增加了重

点区域环评会商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