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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作为在发展中守住绿水青山的第一
道防线，环评为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发挥着重要作用。
环评对企业项目的建设看似是约束，实则
是将其破坏环境的苗头扼杀在摇篮，捋顺
了企业发展的逻辑，为项目后期的顺利推
进提供了保障。 与其他建设项目一样，能
源建设项目也或多或少会对环境带来影
响，在项目建设之前就将可能存在的危害
环境因子清除，对企业与生态环境保护来
说无疑是双赢的好事。

但随着环评审批权逐级下放，本意是
为企业提供方便的简政放权， 却成了部分
企业眼中的“政策空子”。 环评报告在某些

地方成了走过场、走形式的一纸空文，甚至
导致业内劣币驱逐良币，责任心强、能力水
平高的环评企业反而“没活儿可干”。

究其原因，既有一些项目建设单位和
规划编制机关的侥幸心理作祟，也有部分
环评单位工作不严不实，但一些地方政府
把关和监管不到位更是难辞其咎。如果地
方政府眼中只看到当地短期的 GDP 增
长， 对环评报告造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仅难以约束接受环评的企业，反而会滋
生环评形式主义。

针对这一问题， 生态环境部已于
2020 年 9 月发布《关于严惩弄虚作假提
高环评质量的意见》，提出了落实相关单

位和人员责任、 加强环评溯源和责任追
究的 9 大措施， 其中不乏 “加大监管力
度”“依法从严处罚”等铁腕措施。

但目前看来，环评领域弄虚作假之
风仍未刹住。而未来，环评将承担更重要
的责任。 碳排放已被纳入环评，这意味
着，环评成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的重要环节。 环评监管是否系统、有力？
地方政府对环评单位的约束是否有切
实可行的监管措施？ 出现环评造假，地
方政府部门的惩戒能否到位？ 这一系列
问题如不解决，掌握环评审批权的地方
政府就难以真正发挥作用，环评领域的
弄虚作假、形式主义恐怕还是难以根除。

作为第一道防线，环评是约束项目与
规划环境准入的重要保障。 但据记者了
解，上述案件并不鲜见，一些建设单位和
规划编制机关主体责任不落实、 重形式
走过场，一些环评单位责任心差、能力水
平不高， 一些地方把关和监管不到位等
质量问题时有发生。

今年第一季度，生态环境部在对 38
份核与辐射项目环评文件复核时，发现
多达 17 个项目存在环评质量问题，有
的污染源源强核算内容不全或者核算
结果错误，有的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方
法或结果错误，还有项目环保措施及可
行性论证不符合相关规定。

例如， 天津西青生活垃圾综合处
理项目 110 千伏并网线工程的环评报
告， 出现相关环境要素预测与评价内
容不全、 环境影响预测结果错误等状
况； 西门子电气传动有限公司新建使
用Ⅱ类射线装置项目的环评报告 ，未

按相关规定提出环保措施。然而，上述
报告均已通过所在地区生态环境部门
的审批。

更有部分建设单位，擅自变更环评
文件内容却未重新报批。 位于陕西的
小保当二号矿井，规模由年产原煤 800
万吨变为 1300 万吨、开采煤层由 7 层
变为 9 层、 增加一台 10 蒸吨/小时燃
煤锅炉等设施。 由于重大变动未重新
报批环评文件， 该项目被生态环境部
点名批评。

一位来自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
的专家证实，自环评制度实施以来，制度
建设、 规划科学性等方面已取得诸多进
展， 但监督复核时也发现， 环评文件抄
袭、关键内容遗漏或出现重大错误，以及
相关单位篡改、 隐瞒工程建设内容等问
题屡见不鲜。 “有时候，环评文件仅仅成
了项目的敲门砖，并没有真正发挥准入、
约束等作用。 ”

是什么让环评造假行为屡禁难止？
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
究员彭应登告诉记者，为落实“放管服”
政策，环评审查权已逐级下放，由上级环
境主管部门辅以事中事后监管。 “环评改
革的初衷在于减轻企业负担、 提高审批
效率。 部分企业、地方非但不珍惜这样的
好政策，反而在实际推行中钻空子，虚假
申报、虚假验收。 ”

以煤炭行业为例， 中国煤炭建设协
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亮坦言， 煤矿开
采易对土壤及植被、地下水、大气环境等
造成危害，进而影响矿区生态平衡。 在规

划阶段明确生态环境修复与治理， 有助
于提前杜绝煤炭开采破坏环境的现象。
“然而，环保的‘帽子’扣得很大，各地对
于环评规划编制及其管理，却存在宽严、
尺度不一等情况，‘未批先建’‘未评先
批’的项目不在少数。 ”

“随着环评审批下放，地方主管部门
有了更大权限。 出于地方保护、片面追求
经济发展等因素，不乏简政放权过快、过
宽等现象，对建设项目把关不严，对环评
单位缺乏约束。 加上项目数量多，即便有
上级监督，难免存在漏网之鱼。 ”彭应登
进一步称。

上述专家表示， 由于规划类型、层
级多，不少领域存在管理不完善、甚至
相互冲突等情况，制约了规划环评的有
效性。 对于编制、审批和实施环评的主
体，在一定程度上也缺乏必要的法律法
规约束。 “比如， 受流域水电规划管理
体制影响，水电规划环评难以从全流域
生态功能保护出发，统筹上下游及干支
流的开发和保护，导致环评作用难以充
分发挥。 再如，一些有资质的环评工程
师在各大公司轮番挂名， 到处接项目，
短期内编制的环评文件众多，粗制滥造
现象频出。 ”

“生态环境部坚决反对环评工作中
的形式主义。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
友宾明确表示， 将坚决打击环评文件弄
虚作假和粗制滥造行为。 “2020 年以来，
我部对全国环评业务量的监控工作实现
制度化， 累计对 733 家单位和 671 人实
行失信记分， 将 31 家单位和 17 人列入
限期整改名单和‘黑名单’，实施限制和
禁止从业惩戒。 ”

在彭应登看来，监管、惩罚等制度
还需进一步形成长效机制。 “整体来
看， 大部分地方、 企业还是自觉自律

的，但即便有 10%的不规范行为也会大
大影响环境质量，特别是一些高耗能、
高排放项目， 或是在生态脆弱的环境
敏感区，如果第一道关口把不好，环境
治理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对此，不可掉
以轻心。 ”

彭应登提出， 现有复核以随机抽查
为主，下一步可增强监督管理的针对性。
对于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或是此前有过
前科的企业，加大抽查频率和力度。 在此
基础上，建立长效诚信机制。 “就像失信
人员不能坐飞机、 高消费。 除了经济处

罚， 可以提高违规者再建项目的准入门
槛，比如建设单位在某地出现环评造假，
就不允许其再投资新建项目等， 让弄虚
作假者付出更高代价。 ”

“项目出现环保问题，追根溯源往往
离不开环评管理不规范、 环评制度约束
力偏弱。 当前，环评技术方法体系初见雏
形， 但还需在广度和深度上开展大量工
作。 ”上述专家建议，尽快完善环评技术
方法体系，提高环评意见的法律约束力，
同时在机制体制和法规层面推动环评制
度与规划体系相互融合。

让弄虚作假者付出更高代价

权限下放不等于允许“钻空子”

“第一道防线”时有破防

“经查，该环境影响报告表存在抄袭
《杭州市建德市大洋综合供能服务站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行为和严重质量问
题。 两份报告表中的项目建设地点和 8
个大气环境保护目标名称不同， 但保护
目标地理坐标和保护内容完全相同；两
个项目汽油和柴油年销售量不同， 但两
份报告表工程分析中的汽油和柴油年销
售量完全相同。 ”近日，生态环境部通报
浙江杭州建德市绿荷塘综合供能服务站

项目环评文件严重质量问题案， 引发行
业关注。

同一批被通报者，还有来自安徽、山
东、河南等地的 7 起环评造假行为。 生态
环境部表示，“下一步将加大环评文件
复核力度， 定期向地方生态环境部门
移送相关违法线索， 督促地方严查环
评文件严重质量问题， 严打环评领域
弄虚作假行为， 切实维护环评技术服务
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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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近日通报 8起环评文件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案件———

环环评评造造假假为为何何屡屡禁禁不不止止
■■本报记者 朱妍

全全国国统统一一的的碳碳市市场场不不等等于于统统一一碳碳价价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玲玲

宁夏核查发电等
7个碳排放重点行业

本报讯 为协同推进减污降
碳治理水平，共同促进绿色低碳
发展， 宁夏将对发电、 石化、化
工 、建材 、钢铁 、有色 、造纸等 7
个行业 112 家碳排放重点行业
企业进行核查，核查结果既为管
理部门提供有效数据支持，也将
作为企业后续参与碳市场交易
的重要依据。

日前 ， 宁夏生态环境厅已
组 织 开 展 了 全 区 发 电 行 业 41
家重点排放单位 2020 年度温室
气体排放报告现场核查 、 复查
等工作。

近年来，宁夏通过调整优化
产业结构、加快工业企业污染治
理升级改造、全面淘汰燃煤小锅
炉、推进清洁取暖改造等治理大
气污染治理措施，在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削减的同时，协同推进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目前，宁夏生态环境厅配合发
改委正在制定碳达峰行动方案，
将通过建立常态长效责任监管机
制， 强化评价绩效考核等更加强
有力的政策措施， 争取尽早出现
碳排放峰值，为完成“十四五”及
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 应对气候
变化目标任务提供依据。

“做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
就是通过碳市场倒逼产业升级
转型 、 就是通过低碳试点示范
引领低碳转型 ， 就是通过宣传
低碳方式，提升公众绿色低碳意
识。 实现减污降碳协同，降低碳
排放强度，要建立和完善工作体
制机制。 ”宁夏应对气候变化与
机动车污染防治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 （宁宣 ）

关关注注

核心阅读
�� 由于规划类型、层级偏多，不少领域存在管理不完善、甚至相互冲突
等情况，制约了规划环评的有效性。 对于编制、审批和实施环评的主体，
在一定程度上也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约束。

“在欧盟碳交易体系里，碳的期货价
格在短短五年时间内从 7 欧元/吨涨至 52
欧元/吨，波动如此大的价格，怎么可能起
到稳定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 以此为鉴，
我国推出全国性的碳交易中心，能否真正
起到价格发现、 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
用？ ”在近日举办的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
大讲堂系列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院长刘俏的发问，引发热烈讨论。

刘俏指出，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意味
着整个经济增长方式、社会治理方式甚至
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变革。 因此，碳中和将
成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但
统一的、 能被广泛接受的碳价尚未形成，
探寻有效的碳价发现机制是关键。

碳定价挑战大

在多位与会专家看来，碳排放由于具
有外部性， 正常的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
用，由此给碳定价带来较大挑战。

“外部性是指某项经济活动的收益是
自己的，带来的损害却由社会承担，所以
个体没有动力去做碳减排。 ”中金公司首
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指出，“纠正外部性的
一个重要措施，就是要给碳排放定价。 某
项经济活动，要排放二氧化碳，就需付出
成本，这是碳价的基本逻辑。 ”

在彭文生看来，碳价即碳排放的社

会成本， 衡量的是今天排放 1 吨二氧
化碳， 几十年以后带来的危害社会成
本有多高。 而由于气候变化的长远损
害有很大不确定性， 同时不同国家的
贴现利率水平也不同， 给碳价的确定
带来困难。

刘俏指出， 碳中和不仅是个技术问
题，更多的是经济学、管理学问题。 “人均
碳排放量和人均 GDP 呈正向关系， 换句
话说，需要考虑到国与国之间的发展不平
等问题， 甚至国内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比
如中国沿海和西部在发展水平上存在巨
大不平衡。 如果把碳排放权作为一个稀缺
资源，如何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实现这
一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使得经济增
长和碳中和两个目标达到较好的平衡，这
本身是个经济学问题。 ”

“实现碳中和目标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是前所未有的， 意味着社会顶层设计、金
融支持、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投资结构、
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都将发生深刻转变，
这或许会成为工业革命以来最重要的一
次变革。 ”刘俏表示。

需充分考虑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统一碳价一定合理吗？ ”这是论坛上
多位专家提出的问题。

“比如内蒙的一吨碳和浙江的一吨

碳用同一个碳价合适吗？ 这两个地方，
人均 GDP 水平和产业结构都不一样 ，
碳减排对就业、GDP、 全要素生产率影
响都不一样。 ”刘俏表示，“通过全国性
的碳排放配额交易体系形成的统一碳
价， 没有考虑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不同区域的碳价应该有
所不同。 ”

彭文生也指出，全国统一的碳交易
市场下，应考虑如何平衡全局与局部、
效率与公平的问题。 “全国统一碳交易
市场可能导致碳排放向某一地区集
中 ， 可能整个国家的碳排放降低 ，但
某个地区的空气污染反而增加了。 另
外 ，山西 、陕西 、内蒙这些北方地区的
税收对于采矿、电力的依赖度很高，在
绿色转型过程中， 需要考虑怎样提供
新的就业机会、 如何为经济提供新的
增长点。 ”

基于此， 刘俏表示， 更好的碳价形
成机制离不开有效的碳价发现机制 。
“全国性碳交易市场能够提供一个价
格，但价格本身并不完全准确。 此外，有
没有可能利用资本市场的价格信息发
现合理的贴现率， 进而发现差异性碳
价，以反映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碳减排
机会成本上的差异？ 或者，有没有可能
把碳证券化后在市场上交易，根据市场
价格再倒推碳价？ ”

当务之急是识别“碳节点”行业

随着我国碳市场的加快推进，全国碳
市场将于 7 月正式启动，电力行业将率先
被纳入碳市场。 “十四五”期间，包括石化、
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等在内
的八大行业将全部纳入全国碳市场。

不过，在刘俏看来，认为碳中和主要
涉及二氧化碳排放高的行业是一种认识
误区。 “每个行业都不是孤岛，各行业通过
上下游产业链密切联系在一起，某一行业
的政策变化或技术变革都会在生产网络
中传递、叠加，产生‘乘数效应’。 但目前我
们的分析基本停留在表面， 一讲到碳中
和，就把排碳大户八大行业拧出来。 ”

刘俏表示， 当务之急是真正识别出一
些“碳节点”行业，即真正对碳减排本身起
到事半功倍效果的行业。 “任何一个政策要
实现成本收益最大化， 必须把精力放在能
产生最大影响的行业。 但并不一定是现在
所讲的八大行业，也可能包括其他行业。 ”

“目前， 我们更多关注的是生产型行
业，对消费主导型行业的关注不大。 从最
终碳排放角度看，家庭消费的碳排放量占
全球碳排放量的 65%，其中，出行、住宅能
源使用、食品是家庭消费中碳排放较大的
领域，可能很多方面用零成本方式就可以
实现碳减排。 ”刘俏说。

斩断环评造假的保护伞
■■别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