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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实际案例 ,指出了在依据环评文件进行环保竣工验收经常遇到的问题。提出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应基于经济技术可行性、实际可操作性提出环保措施 ,合理识别预测污染因子等反馈意见 ;环保审批部

门应在环评单位与环保验收单位之间建立起交流、沟通的渠道 ,以更好地把好环评审批和环保验收审批两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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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real cases of environmental p rotection accep tance check of construction p roject,

the p roblem s of the check were discussed. The p rotective measurement from E IS institute should be econom ic and

technical feasibility and p ractical operability for reasonable identification and p rediction of pollution factors. 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 rotection management should guard the pass of exam ination and app roval of E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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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ise of construction p 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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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对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性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 ”制度是我国对

建设项目实行环境管理的两项基本制度。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是现行环

境管理制度下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

进行环境管理的两个重要环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 7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3号 :《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国家环保总局环发 [ 2000 ]

38号 :《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

环境影响评价的根本目的是推行“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综合利用 ”的环境管理方针 ,在规划和

决策中考虑环境因素 ,最终达到更具环境相容性的

人类活动。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则是依据环评文

件对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执行环保法律、法规情况的

最终检查 ,它不仅是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守门

员 ”,把着环境管理工作的最后一道关 ,而且还对

环评文件的质量起着验证和反馈的作用 [ 1 ]。因

此 ,验收工作在建设项目环境管理过程中 ,有着非

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2　竣工验收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反馈

在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进行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竣工验收时 ,常遇到的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类。

—5—

第 22卷 　第 2期 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 2010年 4月



2. 1　环保设施不当 ,无法达到效果

(1)环保设施不当 ,无法实现达标排放

案例 :以生活污水处理为例 ,环评单位往往建

议采用地埋式无动力生化处理设施 ,但对于执行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 GB 8978 - 1996)一级标准

的项目 ,不少环评单位也照搬照用。根据重庆市环

境监测中心的多年监测数据 ,地埋式无动力污水处

理设施处理效果通常难以达到一级标准。

问题 :由于环评提出的环保措施不当 ,建设单

位按环评要求建设了相应环保设施 ,造成环保设施

竣工验收迟迟无法通过 ,监测单位又多次复测 , 增

加了监测工作量 , 加重了企业经济负担。

反馈 :环评单位应根据建设项目实际情况 ,提

出切实可行的环保措施 ,避免经验主义和盲目类

比 ;建设单位也应严格执行“三同时 ”制度 ,做好环

保设计审查与备案。

(2)环保措施笼统 ,不具备指导意义

案例一 :对于噪声防治 ,环评中往往只笼统地

提出采取“隔声、降噪、消声 ”措施 [ 2 ]
,较少对声源

设备安装位置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缺乏对企业建设

过程中合理布局声源的指导。很多缺乏经验的企

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 ,在建设过程中无的放矢 ,到验

收监测厂界噪声不合格时才不得不进行整改。

问题 :由于环保措施对企业不具备指导意义 ,

不仅给项目通过环保验收增加了难度 ,也加大了企

业二次整改的环保投入。

案例二 :对于规范排污口建设 ,环评单位大多

只提出原则性要求。由于缺乏具体措施的指导 ,企

业在建设中往往只考虑减小污染物排放的风阻、能

耗等 ,尤其是汽车、机加等行业的喷涂、焊接工序 ,

往往同一工段车间屋顶数十根排气筒排放相同污

染物 ,很多可前期合并的排气筒建成后无法整改。

问题 :大量林立的排气筒不仅不规范、不便于

日常监管 ,而且在验收监测中工作量巨大 ,增加了

验收费用 ,且每年排污申报监测和监督性监测费用

高昂 ,极大地增加了企业运行和社会监管成本。

反馈 :环评疏漏或简化的小细节 ,可能造成建

设项目验收时的大问题。环评单位应加强与环保

验收单位之间的交流、沟通 ,了解竣工验收的工作

特点和想法 ,更多地从实际的角度提出环保措施 ,

可最大程度地发挥环评“预防为主 ”的作用 ,对项

目建设起指导作用。

(3)风险防范措施过严 ,无法实施或验收

案例一 : 某项目的环评要求在其厂界外设

1 km 的卫生防护设施。

问题 :需搬迁的居民上百户 ,其拆迁费用超过

了总投资的一半 ,企业根本无法实施。

案例二 :重庆某化工厂生产氢氰酸及其衍生

物 ,环评要求建 3 000 m
3 生产废水经处理后的尾

水鱼塘生物监测池。目的如下 :一则预留 30%的

容量作为二级事故池 ,二则生物监测 ,三是实现公

众对该项目排污的监督。

问题 :环评提出的风险措施不可操作 ,且无法

验收。即使普通鱼塘因天气变化、溶解氧下降甚至

养殖不当都会出现死鱼现象。该项目已建污水处

理站 ,废水经处理后达到一级标准 ,但毕竟水质复

杂 ,仍含有氰化物、甲醛等物质 ,并不适合养鱼。在

这种情况下 ,对一个已经达标排放 ,且已另建有足

够事故池的企业 ,如出现生物监测异常 ,是否通过

验收呢 ? 此外 ,即使通过了验收 ,非污染原因引起

的死鱼现象 ,还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反馈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不能为了保险起见或

规避自身责任 ,提不切实际的环保措施或者风险防

范措施 ,而应基于经济技术可行性 ,实际可操作性。

2. 2　总量指标不合理 ,成为项目验收的瓶颈

案例 :重庆某水泥生产线环评中提出的二氧化

硫总量控制指标为 158. 26 t/a,验收结果总量为

887. 42 t/ a,企业虽实现了达标排放 ,但不能通过验

收 ,并进行了后评价。究其原因 ,原环评预测二氧

化硫吸收率为 97. 8% ,排放浓度低于 100 mg/m
3

,

而实际监测结果为 348. 3 mg/m
3

,实际吸收率仅为

92. 1%。环保设施 5个百分点的差别 ,便导致了企

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5倍的偏差。

问题 :环评提出的总量控制目标主要基于对拟

建项目的工程分析 ,计算主要污染因子的排放浓度

和排污量 ,并确定项目所在地区要进行排污总量控

制的主要污染物 [ 3 ]。总量控制目标对于环评阶段

而言 ,只是一个纯理论值或经验值 ,在节能减排已

成为约束性指标的大前提下 ,环评单位为了获取总

量指标来源 ,使项目顺利通过评审 ,往往会在工程

分析或环保措施论证中进行一些“技术处理 ”。如

工程分析排污系数中取下限 ,污染治理设施效率取

上限 ,以使项目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降低。待项

目建成试运行后 ,对于企业而言 ,按照环评要求建

设了相应的环保设施 ,也实现了达标排放 ,但总量

指标 ———这一环评阶段的理论值 ,就成为项目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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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中最常见的瓶颈。

反馈 :环评工程分析数据应多参考实际监测结

果 ,尽量避免理论数据类比。在总量指标核算上本

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为项目的正常运行保证空间。

2. 3　现状调查不清楚 ,基础数据不足

案例 :某城市道路改扩建项目验收时道路旁环

境敏感点噪声超标。该项目本为路面及交通改造

工程 ,实施后交通噪声明显降低。但因环评中没能

做好充分的声环境本底调查 ,难以说明项目实施后

区域声环境质量的改善 ,因而难以顺利通过验收。

问题 :现状调查不清楚 ,环境和污染物现状基

础数据不足 ,难以了解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和范围 ,在超标或异常情况下 ,难以说明根本原因。

反馈 :受环评时限、经费、人员素质、工作机制

等诸多因素的限制 ,现状调查工作中常出现基础数

据不足、随意套用现有资料或监测资料准确性、可

用性差等问题 [ 4 ]。环评单位只有科学、准确、详实

地取得代表环境现状的各种数据和资料 ,才能够在

评价过程中正确判断环境现状对于项目建设的适

宜度 ,并为竣工验收提供有力的参考。

2. 4　基于现行标准和监测方法无法验收

案例 :重庆某知名医药企业的医药中间体生产

基地项目 ,环评提出的污染控制因子为四氢呋喃、

乙酸乙酯、甲醇和 HCl,但由于四氢呋喃和乙酸乙

酯没有排放标准 ,在验收监测中只能对甲醇和 HCl

监测 ,而对其主要污染因子无法有效监管。项目验

收后不断因臭气扰民而受到投诉 ,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责成其进行后评价。经后评价核查 ,恶臭扰民的

主要原因为环保部门对四氢呋喃、乙酸乙酯等有臭

味的有机溶剂无法进行达标排放监管 ,企业在生产

和治理过程中便不进行有效控制。对此 ,后评价企

业开展整治后恶臭影响明显减轻 ,投诉率显著下

降。企业根据环境影响后评价意见实施了整改 ,经

备案后作为依据通过了环保竣工验收。

问题 :基于现行标准和监测方法无法验收的项

目通常出现在化工、电子等工艺复杂或污染物复杂

行业。其问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项目排放

的特征污染物没有现行排放标准或质量标准 ,有的

只能参照国外相应标准 ;二是特征污染物的监测没

有颁布的法定方法 ,从而无法进行监测 ;三是即便

有相关的借鉴方法 ,由于很多监测站无法对特殊因

子认证 ,也就无法出具有法律效力的监测数据。

反馈 :国家不断完善标准以及各监测站不断提

高自身能力的同时 [ 5 ]
,环评单位应根据实际情况 ,

合理识别污染因子进行预测。对于无法监管的项

目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也应慎重审批。

3　结论及建议

3. 1　结论

(1)在依据环评文件进行环保竣工验收时常

遇到的问题包括以下几类 :环评提出的环保措施不

当无法实现达标排放、风险防范措施无法实施、总

量指标不合理、现状调查基础数据缺乏、污染控制

指标基于现行标准和监测方法无法验收监测等。

(2)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环评单位与环保

设施竣工验收单位之间缺少沟通 , 环评单位提出

环保措施后 ,却没有调查设施运转效果 ,验收监测

单位也没有把这类问题及时反馈给环评单位 , 以

便环评单位及早完善措施。

3. 2　建议

3. 2. 1　环评单位与验收单位应加强交流沟通

环评单位与环保验收单位之间应加强交流、沟

通 ,互相了解对方的工作特点和想法 ,发现问题及

时加以改进。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把握好环

评审批和环保验收审批两个环节 ,在环评单位与环

保验收单位之间建立起沟通交流的渠道 ,使环评和

验收顺利交接 ,互相促进。

3. 2. 2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将验收结果引入环

评考核机制

作为对环评文件质量的验证和反馈 ,建议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将验收结果引入环评考核机制 ,

结合验收阶段现场检查情况和监测结果 ,从建设项

目环保措施可操作性、验收监测结果与环评预测结

果的偏差等方面 ,对环评文件质量进行考核 ,促进

环评单位从更实际、可操作的角度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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