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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适用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

中规定的各类综合性规划和专项规划实施后可能对生态环境有重大

影响的，规划编制机关可参照本指南及时开展规划环境影响的跟踪

评价。

1.2 评价目的

以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和保障区域生态安全为目标，规划编制机

关结合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变化情况、国家和地方最新的生态环境管

理要求和公众对规划实施产生的生态环境影响的意见，对已经和正

在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监测、调查和评价，分析规划实施的实际环

境影响，评估规划采取的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和

措施的有效性，研判规划实施是否对生态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对

规划已实施部分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对规划后续实

施内容提出优化调整建议或减轻不良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3 工作程序

（1）通过调查规划实施情况、受影响区域的生态环境演变趋势，

分析规划实施产生的实际生态环境影响，并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预

测的影响状况进行比较和评估。

（2）对规划已实施部分，如规划实施中采取的预防或者减

轻不良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有效，且符合国家和地方最新

的生态环境管理要求，可提出继续实施原规划方案的建议。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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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措施不能满足国家和地方最新的生态环境管理要求，结合公

众意见，对规划已实施部分造成的不良生态环境影响提出整改措

施。

（3）对规划未实施部分，基于国家和地方最新的生态环境管理

要求或必要的影响预测分析，提出规划后续实施的生态环境影响减

缓对策和措施。如规划未实施部分与原规划相比在资源能源消耗、

主要污染物排放、生态环境影响等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或规划

后续实施不能满足国家和地方最新的生态环境管理要求，应提出规

划优化调整或修订的建议。

（4）跟踪评价工作成果应与规划编制机关进行充分衔接和互

动。

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技术流程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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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技术流程图

2 规划实施及开发强度对比

2.1 规划实施情况

说明规划实施背景，对比规划并结合图表说明规划已实施的主

要内容，包括空间范围、布局、结构与规模等，说明其变化情况、

变化原因，并明确规划是否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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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开发强度对比

（1）对比规划和规划环评确定的发展目标，说明规划实施过程

中支撑性资源（如水资源、土地资源、海洋资源、岸线资源等）和

能源的消耗量或利用量。分析规划已实施部分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

及其变化情况。

（2）以产业发展为重点的规划，对比规划及规划环评推荐情景，

重点说明规划实施过程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包括污染源分布、

污染物种类、排放强度及其变化情况；以资源开发利用为重点的规

划，重点说明规划实施对区域、流域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及受保

护关键物种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及其变化情况，对重要生境的占用或

改变情况。

（3）回顾规划实施至开展跟踪评价期间的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发

生的原因、采取的应急措施及效果，说明规划的生态环境风险防范

措施和应急响应体系实施及其变化情况。

2.3 环境管理要求落实情况

（1）对比开展规划环评时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包括规

划、规划环评及审查意见的要求），说明规划在落实空间管控、污

染防治、生态修复与建设、生态补偿等方面以及区域或流域联防

联控等生态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的实施情况，包括对规划环

评及审查意见提出的规划优化调整建议的采纳和执行情况、规划

实施区域内具体建设项目落实生态环境准入要求（如资源利用效

率、污染物排放管控、污染防治措施、开发建设时序、生态环境

风险防控和生态保护修复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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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比开展跟踪评价时国家和地方最新的生态环境管理要求，

特别是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

环境准入清单”（即“三线一单”）管控要求，分析规划与其的符合

性。

（3）说明规划包含的建设项目（包括已建、在建和拟建）环境

影响评价、竣工环保验收、排污许可证等制度执行情况。说明规划

实施区域环境管理及监测体系（特别是规划环评提出的定期监测计

划）的落实情况、运行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3 区域生态环境演变趋势

3.1 生态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分析

3.1.1 环境质量变化趋势分析

（1）结合国家和地方最新的生态环境管理要求，综合区域、流

域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及生态环境敏感区的变化情况分析，评价区域、

流域大气、水（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及海洋）、土壤、声等环境要素

的质量现状和变化趋势。

（2）环境质量调查以收集规划实施中的定期监测结果和区域、

流域的例行监测资料为主，也可利用区域其他已有监测资料。若已

有资料不能满足需要，可适当开展补充调查和监测。监测因子及点

位的选择遵循以下原则。

①监测布点和监测因子尽可能与规划环评开展的环境质量监测

衔接；

②结合规划实施状况、污染源位置、流域水文情势、区域气象

特征以及规划实施后生态环境敏感区变化情况适当增减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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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根据国家和地方最新的生态环境管理要求和规划实施情况，

补充特征污染物的监测。

3.1.2 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变化趋势分析

对区域、流域开发等规划，调查区域、流域生态系统及生态环境敏

感区状况，结合规划环评阶段的本底调查、规划实施期间的跟踪调查及

相关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等，评价区域、流域生态系统的变化趋势和关

键驱动因素。对产业园区等规划，结合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分

析区域内生态环境敏感区的生态环境质量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3.2 资源环境承载力变化分析

调查区域为保障规划实施提供的支撑性资源（包括水资源、土

地资源、海洋资源、岸线资源等）和能源的配置情况。对比实际利

用情况，结合区域资源能源利用上线，分析区域、流域资源环境承

载力存在的问题及其与规划实施的关联性。

4 公众意见调查

（1）征求相关部门及专家意见，全面了解区域主要环境问题和

制约因素。

（2）收集规划实施至开展跟踪评价期间，公众对规划产生的环

境影响的投诉意见，并分析原因。

5 生态环境影响对比评估及对策措施有效性分析

5.1 规划已实施部分环境影响对比评估

以规划实施进度、区域或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变化趋势以及资源

环境承载力变化分析为基础，对比评估规划实际产生的生态环境影

响范围、程度和规划环评预测结论，若差异较大，需深入分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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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环保措施有效性分析及整改建议

如规划、规划环评及审查意见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对策和

措施已落实，且规划实施后区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满足国家和地

方最新的生态环境管理要求，则可认为采取的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生

态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有效，可提出继续实施原规划方案的建

议。

如规划实施后区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突破底线要求，则可认

为规划已实施部分的环保对策和措施没有发挥效果或效果不佳，跟

踪评价应认真分析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预测结果与实际影响产生

差异的原因，从空间布局优化、污染物排放控制、环境风险防范、

区域污染治理、流域生态保护、环境管理水平提升等方面提出有针

对性的规划优化调整目标、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或规划修

订建议。

（1）如规划已实施部分未按规划、规划环评及审查意见要求，

落实预防或减轻不良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或对策和措施不

合理，导致区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不能达到要求或生态环境功能

降低，则应针对规划已实施部分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提出明确的整

改措施要求。

（2）如因国家或地方提升生态环境管理要求，或区域、流域社

会经济发生变化，导致生态环境质量突破底线、生态环境功能降低，

则需对规划已实施部分采取的预防或减轻不良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

和措施提出改进建议。

（3）若规划未按规划方案实施，导致规划、规划环评及审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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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提出的要求无法落实，则需重新提出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

对策和措施。

6 生态环境管理优化建议

6.1 规划后续实施开发强度预测

（1）结合图表说明规划后续实施的空间范围和布局、发展规模、

产业结构、建设时序和配套基础设施依托条件等规划内容。

（2）在叠加规划实施区域在建项目的基础上，分情景估算规划

后续实施对支撑性资源能源的需求量和主要污染物的产生量、排放

量，分析规划实施的生态环境影响范围、程度和生态环境风险。对

区域、流域开发等空间尺度较大规划，还要分析区域主要生态因子

的变化情况，包括流域水文情势、生物量、植被覆盖率、受保护关

键物种受影响范围和程度及重要生境的占用或改变情况。

6.2 生态环境影响减缓对策措施和规划优化调整建议

根据规划已实施情况、区域资源环境演变趋势、生态环境影响

对比评估、生态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有效性分析等内容，结合

国家和地方最新生态环境管理要求，提出规划优化调整或修订的建

议。

（1）若规划已实施部分采取的生态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有

效，经对规划后续实施内容的环境影响进行必要的预测分析后，区

域、流域资源环境基本可接受，则从空间布局、污染物排放、环境

风险防范、资源能源利用等方面，提出生态环境管控要求和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明确不良生态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

（2）经过综合论证，如规划后续实施内容缺乏环境合理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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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存在以下情形的，应提出规划优化调整或修订的建议，并应及

时重新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①发展定位、发展目标与国家或地方最新的生态环境管理要

求不符。

②与规划原方案相比在规模、结构、布局、时序等方面发生了

较大的变化，采取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后，区域或流

域的资源与环境仍无法支撑规划实施，可能造成重大的生态破坏或

环境污染，导致区域生态环境管理要求无法实现。

7 评价结论

评价结论是对跟踪评价工作成果的归纳和总结，应明确、简洁、

清晰。

在评价结论中应重点明确以下内容。

（1）规划在实施过程中的变化情况、变化原因，实施中采取的

生态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2）区域或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现状及变化趋势、资源环境承载

力的变化情况。结合国家、地方最新的生态环境管理要求和公众意

见，对规划已实施部分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3）对未实施完毕的规划，说明规划后续实施内容的生态环境

合理性，对规划后续实施内容提出优化调整建议或减轻不良生态环

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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