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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法律和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放管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务院于 2017 年取消了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行政许可，改由建设单位自行组织完成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这导致建设单位在

编制自主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典型问题。对目前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报告编

制中存在的典型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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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aw and system，deepening the reform of de-
centralization，regulation and service，the State Council cancelled the administrative license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
ceptance of completed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2017，and the construction unit was instead responsible for organizing the en-
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ceptance of completed projects． The construction unit has encountered typic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prepar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ceptance report for independent comple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on the
typical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ependent acceptance report of the completed
construction project，and advances som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nd suggestion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ceptance upon completion; independent acceptance; report preparation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

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三同时”制度

是我国环境保护管理的八大制度之一，其核心点就

在于建设项目所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经验收合

格，该建设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运行。随着我

国生态文明法律和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生态环境领

域“放管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务院于 2017 年

取消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行政许可，改由

建设单位自行组织完成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

作。根据原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 国务院第 682 号令)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

设施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未经验

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根

据原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

办法》( 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建设项目竣工后，

建设单位应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编制验收监测( 调查)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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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主验收报告编制质量的重要性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是我国现行

法律和制度体系下，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行使污染源

监督监测执法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具的验收监

测( 调查) 报告( 以下简称“验收报告”) 是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对建设项目开展管理工作的主要技术依

据。验收报告是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

技术依据和支撑，是落实环评和“三同时”制度的重

要手段，报告质量直接影响建设项目的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1］。鉴于此，本文从如何提高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竣工自主验收监测报告编制质量的角度，对报

告编制过程中存在的典型问题进行一些分析和探

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及建议。

2 主要问题

2． 1 项目重大变动判别错误

建设项目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是否发生了重大变

动，是能否开展验收工作的重要前提。建设项目在

实施工程中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

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

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 特别是不利环境影

响加重) 的情况，界定为重大变动。国家陆续出台

了《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

动清单的通知》( 环办［2015］52 号) 、《关于印发制

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

知》( 环办环评［2018］6 号) 、《水电等九个行业建设

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 试行) 》，对于属于生态环境部

已颁布行业重大变动清单的建设项目进行直接对应

判断，对不属于的建设项目，则从地点、规模、工艺、

环保设施、主要技术指标等方面参照执行，并对变动

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及环境影响进行分析。因生产工

艺和生产规模调整使得污染源减少，污染物排放种

类及排放量减少，危废产生种类及产生量减少一般

不属于重大变动。

针对污染影响型建设项目，生产规模增大及生

产工艺变化造成新增污染物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厂区平面布置导致防护距离新增环境敏感目标，新

增废水、废气排放源，废水排放由间接排放改为直接

排放，废气由有组织排放改为无组织排放，废水、废

气处理工艺减弱，废气排气筒降低 10% 及以上，危

废处置方式变化、风险防范措施减弱等变动发生均

有可能导致发生重大变动。针对生态影响型建设项

目，功能定位发生变化，运行速度、运行量、轨道形

式、管径等技术指标增加，线位长度及占地面积增

加，形式变化，因主体工程变化新增重要生态敏感区

或环境敏感目标数量明显增加，生态保护、污染防治措

施弱化或降低等变动发生均有可能导致重大变动。

验收报告编制人员直接照抄照搬环境影响报告

书( 表) 上的生产工艺、主要产品种类与规模、污染

防治工艺与设施，而未对实际建设情况进行详细踏

勘梳理，最终会导致产生重大变动的项目纳入验收

程序。
2． 2 报告原则性错误

未履行前置环保手续: 建设单位在纳入排污许

可管理的项目未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的前提下，便

违规出具了项目验收报告。在依据《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第六条及第十四条规定，需要对建设项目配套建设

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调试的，建设单位应当确保调

试期间污染物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污染物排放

标准和排污许可等相关管理规定。环境保护设施未

与主体工程同时建成的，或者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

但未取得的，建设单位不得对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设施进行调试。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建设项目，排

污单位应当在项目产生实际污染物排放之前，按照

国家排污许可有关管理规定要求，申请排污许可证，

不得无证排污或不按证排污。建设项目验收报告中

与污染物排放相关的主要内容应当纳入该项目验收

完成当年排污许可证执行年报。因此，必须申领排

污许可证后方可进行调试、竣工环保验收监测及自

主验收程序。

报告编制依据选用不合理: 个别建设项目建设

周期较长，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较环评时段已经更新，而验收报告套用模

板，照搬照抄其它验收报告已失效的相关依据，从而

导致不符合当前环境管理要求。

验收报告在项目环评设计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

内容对照表未厘清各工程的建设性质及之间的依托

关系，导致项目的验收范围及对象出现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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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建设项目在漫长的建设过程中，会随着市

场、技术的变化，调整生产工艺; 因产业政策影响，高

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难以通过环评审批，建设单位

利用改变产品、产能等“打擦边球”的方式通过环评

审批，而项目只有某段半成品才能赚取利润，后加工

则利润较低，实际建设时未建设后加工段; 项目为了

减少或降低污染不建设前端污染工段，直接外购原

辅料。验收报告直接照抄照搬环评阶段的生产工

艺，未进行现场踏勘与梳理，不管是否建设全部列

入，最终对产污分析产生影响。

报告未反映被处罚的违法行为是否改正完成、

建设过程中造成的重大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是否完

成整改等工作。
2． 3 使用验收标准及评价错误

验收报告照抄环评报告罗列的施工期、运营期

执行标准，而建设项目在施工期未开展监测工作，验

收监测也未完全按照环评标准开展监测，导致验收

报告前后不一，缺少一致性。

在进行监测数据达标评价中，未按照标准逐一

进行对 标，比 如《大 气 污 染 物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GB16297—1996) 中有组织废气未对排放浓度及排

放速率同时进行评价，无组织废气只涉及浓度评价;

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1993 ) 中有

组织废气只针对排放量进行评价。

在《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T14848—2017) 中，

石油类等指标无标准值，很多验收报告在环评报告

未明确参照执行的情况下，采用地表水石油类标准

值进行评价。

标准使用不规范，未准确标注各监测项目的单

位，如《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T14848—2017 ) 中，

pH 值单位为无量纲，部分项目单位为 mg·L －1，部分

项目单位为 μg·L －1，会造成对标失误。

标准 出 现 更 新 情 况，如《地 下 水 质 量 标 准》
( GB /T14848—2017) 等; 各地相关地方标准如《四

川 省 岷 江、沱 江 流 域 水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DB512311—2016) 、《四川省固定污染源大气挥发

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51 /2377—2017 ) 等标准出

台之后，验收报告未及时更新，依旧沿用环评期间标

准开展评价，未仔细去核实标准使用是否正确，导致

标准选取错误。水质监测结果评价时，pH 值按照算

术均值进行错误评价。

验收报告对标准适用范围理解不透彻，如在居

民小区、广场舞等特殊情况噪声结果评价时，混淆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22337—2008) 、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
2008) 乃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2008 ) 的

适用范围，虽然两个标准相应标准值相同，但是适用

范围不同，前者适用于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与商业

经营活动，后者适用于工业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团
体等单位，而《声环境质量标准》为质量标准，不能

用于噪声排放评价。机场噪声评价应使用《机场周

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 GB 9660—88) ，而在很多验

收报告 中 常 常 误 用 了《声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GB
3096—2008) 。在 使 用《声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GB
3096—2008) 对声环境质量进行评价的时候，忽略了

重新规划带来的标准调整。
2． 4 报告措辞不规范

验收报告主要是对环评和初步设计提出的环保

措施是否落实、是否达标排放的回应，需要给出明确

的达标与否、是否满足当前环境管理要求结论，供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作为监管依据。很多报告对环保措

施含糊其辞，出现很多“应该、大约、大概、可能、或

许”等模糊不清的词语，甚至出现照抄环评的“对环

境影响较小、对 外 环 境 无 影 响”等 似 是 而 非 的 结

论［2］。

在环保设施与环评阶段对应描述时，验收报告

照搬照抄环评设计阶段的措辞，如: 对危险废物暂存

间进行渗处理，防渗系数≤10 －7 cm·s － 1。在一般验

收项目中，都未对此种隐蔽工程的防渗系数开展测

试，无数据支撑以上结论。
2． 5 监测结果表示不规范

在监测数据统计时，未按照监测项目对应分析

方法的结果格式要求进行表示，主要体现在测定结

果小数位数与方法检出限的一致性不够，最多保留

的有效数字不满足标准要求。
2． 6 附图、附件不规范、不齐全

附图: 项目地理位置图无比例尺、指北针、风玫

瑰等要素; 外环境关系图未标识距离; 总平面布置图

未按照实际布置调整，完全沿用环评设计图件; 主要

污染防治设施图片选取不合理，没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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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的建设单位更名之后，未附工商部门

更名文件; 未附项目排污许可证; 危险废物处置合同

或协议过期，未更新; 未附排水证明等附件。

3 建议

由于验收工作专业性较强，验收报告具备法律

效力，报告编制人员应公平、公正、科学、客观地开展

工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及其许可批复文件要求，逐一核实建设项目环

境污染治理设施和生态保护措施执行落实情况，如

实反应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变化情况及污染

物排放情况。在实际开展工作的时候，通过紧扣监

测标准、加强各方沟通、提高监测人员专业素质等手

段，进一步提高验收报告编制质量，为建设单位严格

履行主体责任、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加强监管提供

良好技术支撑［3］。

4 结语

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的总基调是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十四五”仍

然要坚持保持力度，延展深度，拓展广度，用更高的

标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工作是建设项目环保工作重要的闭环。建

设项目应按照行业污染防治技术指南，选用经济、可
靠、有效的技术防污、治污; 建设单位严格履行主体

责任，为切实保护生态环境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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