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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EIA实证分析
及研究方向

内容摘要：

考察中国华南地区分别通过政府部门环境
审批的186份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
“公众参与篇章”，分析公众参与EIA在实践中

的操作情况，探讨公众参与的研究方向。



公众参与EIA实证分析及研究方向

一、研究方法

二、研究结果

三、探讨完善公众参与的研究方向



一、研究方法
• 考察186份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公众参与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颁布后
2003.9.1.－2007.6立项。其中，81份报告书的编制
时间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 2006.3.18. ）之前；104份在颁布之后。

• 考察内容：公众参与EIA依据、建设项目污染源类
型、环境影响范围、发布环境信息方式、公众参与
EIA时间段、公众参与方式、公众参与的代表性、公
众对建设项目接受程度、公众诉求、建设单位对公
众意见反馈情况、政府部门对公众意见反馈情况。



186份环境影响报告书背景

• 考察中的建设项目，几乎包括了国民经济建设的
所有行业和建设类型（建设项目和区域开发项目
等）；

• 项目投资规模，分别为50万—1312亿元人民币/项
目（含500万-4.8亿美圆/项目）；

• 项目环境影响的范围各异，如周围河段、河道、
江河等（最短1.0km,最长16.0km）、工程沿线
（80km2）（陆域最大范围200km2）、周围海域
（最大范围652km2）、流域（最长29.5km）、区域
开发（陆域范围1.4km2 —30km2不等）等；

• 影响人口最少0.2万人，最大16.11万人。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法规
国家法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12月26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96年5月15日修正）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6年10月29
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10月
30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02年10月28日）

•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1998年11月18日）

国家行政法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2001年5月8日国家环保总

局）

•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2003年1月1日, 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

•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2006年3月18日,国家环



二、研究结果

公众参与EIA运作实证分析
• 公众参与EIA依据

• 发布环境信息方式

• 公众参与EIA的时间段

• 公众参与方式

• 公众对建设项目接受程度

• 建设单位对公众意见的处理情况

• 政府部门对公众意见的反馈情况



１公众参与EIA的依据

9份，占8.7%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公众参

与》（征求意见稿件）

4份，占3.8%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65份，占62.5%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4份，占3.8% 
31份，占4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25份，占24%45份，占59%无依据（未表述）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
行办法》颁布后编制的报告
书（104份报告书）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暂行办法》颁布前编
制的报告书（76份报告
书）

法律法规依据



公众参与EIA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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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B:《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C:《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公众参与》



２公众获得信息方式和参与EIA 
的时间段

• 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2006年3月18日）之前——初级参与；

• 2006年3月18日之后——公众在初级参与的情

况下,还有机会继续获得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
信息；



３公众参与方式和公众诉求的有效性

占99% 公众参与EIA方式是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机

会；问卷调查方法没有统一的技术规范。普遍存在问

卷问题的设计随意性大，向公众传递信息不完全，甚

至问题设计存在诱导倾向；问卷发放随意性较大，每

个项目不论环境影响范围大小，发放数量和参与人数

字大多不超过100人（个别项目公众参与人数超过250-

400人）；公众参与方法和调查结果难以重复和验

证，影响调查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４建设单位对公众意见的反馈情况

• 存在公众反对意见的建设项目 ，总体看，公益性
项目较经营性项目少。

• 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2006年
3月18日）以后，向公众反馈环境保护措施的建设
单位提高到50.0 %；

• 同时，公众对建设项目反对意见的程度也有所下
降。公众诉求，主要集中在“解决就业”、“征地拆
迁”、“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补偿”等 。



５对公众意见的处理情况

• 建设单位的处理措施：“落实三废处理”、“加强
环保”、“减轻扰民影响”、“落实补偿”、“提高补
偿金”、“解决就业”、“采纳合理建议”等。

• 政府部门对公众意见的反馈情况不反映在环境影
响报告书中，环保部门定期在政府网站公示环境
影响报告书的审批结果。



存在公众反对意见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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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讨公众参与的研究方向
• 公众参与EIA技术方法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

• 确立公众参与的法律地位；

• 建立公众诉求机制——公众诉求在行政审批程

序中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公众意见对建设单位
决策应有约束性；

• 建立判断 “大多数人”意见的公众参与方法；

•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需从传统的技术评价机制向
公共政策系统表达机制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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