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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北京市实施细化规定（2021 年本）》 

编制说明 
 

一、 工作背景 

2019 年 2 月、12 月市生态环境局先后发布了《〈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北京市实施细化规定（2018 版）》

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北京市实施细化

规定（2019 本）》（以下简称《细化规定（2019 本）》），在

国家名录基础上，对环境风险低、环境影响小的建设项目进行

审批简化，仅 2020 年全市 5000 余个项目豁免环评手续，有力

推进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优化

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复制推广借鉴工作的通知》（国办函〔2019〕

89 号）中，我市“优化环境影响评价分类分级管理”做法得到

国务院认可，并向全国推广。 

2020 年 12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生态环境部令第 16 号，以

下简称《国家名录》），对原环评分类管理名录进行了整体修

订，吸收采纳各地改革先进经验，结合环评管理新要求，规范

了环境敏感区的表述，简化了扩建项目管理要求，参考《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梳理行业类别，对行业类别进行重新排序，添

加行业代码，并对部分项目环评分类进行优化调整。 

《细化规定（2019 本）》是在国家环评分类管理名录基础

上进行编制，随着新版《国家名录》出台，《细化规定（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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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也需要同步修订，以与《国家名录》编制体例、管理要

求保持一致。 

自疫情以来，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做好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指示精神，市生态环境局积极探索实施环

评审批改革新举措，于 2020 年 4 月印发了《关于做好环评审批

正面清单相关工作的通知》（京环办〔2020〕43 号），采取环

评审批“正面清单”的方法，对纳入清单的项目简化审批，摸

索出“免-简-服”审批模式；联合市住建委、市发改委等部门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危旧楼房改建项目审批工作的通知》

（京建发〔2021〕220 号），对危旧楼房改建项目实施环评审

批豁免；参与工程建设领域审批制度改革，积极探索简易低风

险工程项目审批简化等。上述改革最新成果及改革思路需要同

《细化规定（2019 本）》修订实现互动，增进改革政策同步性；

同时，通过《细化规定（2019 本）》修订，进一步增强改革政

策的生命力，为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建立“生态+营商”

双优环境提供政策红利。 

二、编制原则 

1.衔接国家名录 

《国家名录》修订主要包括条款修订，项目类别、环评类

别的调整。修订后，项目类别部分共包括 55 个一级行业类别，

180 个二级项目类别。较上一版名录，降低了部分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等级，其中 30 多个小类由报告书降为报告表或由报告

表降为登记表，10 多个小类取消部分报告表，取消 30 多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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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登记表。 

《细化规定（2019 本）》修订将项目类别同《国家名录》

保持一致，调整项目类别排序、增加代码，便于同《国家名录》

进行比较分析，保持两者编制体例一致。                                                                                                                                                                                                                                                                                                                                                                                                                                                                                                                                                                                                                                                                                                                                                                                                                                                                                                                                                                                                                                                                                                                                                                                                                                                                                                                                                                                                                                                                                                                                                                                                                                                                                                                                                                                                                   

2.延续《细化规定（2019 本）》中相关经验做法 

《细化规定（2019 本）》简化了 50 类建设项目环评审批

要求，包括办公、商业、公共服务设施等 32 类项目均明确不需

办理环评手续，对化学品输送管线、专业实验室等 18 类项目进

行了环评降级，对 “喷绘广告制作”项目由备案提升至环境影

响报告表管理。《细化规定（2019 本）》发布以来，取得了显

著效果。本次修订过程中，总结成功经验，继续沿用其中适应

生态环境保护管理要求的相关做法，如继续将“简易低风险工

程”纳入免于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手续范围，将简

政放权效果持续深化。 

3.落实北京市政策方针 

近年来，我市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危旧楼房改建

项目审批工作的通知》（京建发〔2021〕220 号）、《关于开

展老旧楼宇更新改造工作的意见》（京规自发〔2021〕140

号）、《关于首都功能核心区平房（院落）保护性修缮和恢复

性修建工作的意见》（京规自发〔2021〕114 号）、《关于推

动北京音乐产业繁荣发展的实施意见》（京文建发〔2019〕11

号）以及《北京市停车专项规划三年行动计划（2021 年-2023

年）》《关于加快研究推动本市加氢站建设审批工作会议的会

议纪要》等一系列产业政策文件，推动相关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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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市鼓励发展的产业，通过环评审批手续的优化，可

以有效增进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本市产业政策的衔接，促进社

会经济发展进步，如将“危旧楼房改造”明确不纳入建设项目

环评管理，以贯彻首都功能定位，着力推动城市有机更新。 

4.借鉴外省市经验 

根据前期调研，深圳市于 2020 年 12 月印发实施了《深圳

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备案管理名录（2021 年版）》，

该名录依据国家名录、《广东省豁免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办理的

建设项目名录（2020 年版）》和深圳市产业特点制定，进一步

扩大豁免和备案范围。上海市于 2021 年 7 月 30 印发了《〈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上海市实施细化规定

（2021 年版）》，该名录依据《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以及

《本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改革实施意见》（沪府规〔2019〕24

号）等有关规定，对部分名词定义进行了明确或细化，对 24 个

行业 50 个项目类别进行优化。 

上述城市部分经验做法值得我市参考借鉴，如“危险废物

利用及处置种在现有厂区红线范围内的改扩建项目”由报告书

降为报告表等，通过吸收、学习外省市先行先试的经验做法，

拓展本次细化规定修编的工作思路。 

5.服务便民 

为方便企业群众办理建设项目环评手续时及时查找项目环

评分类，本次修订采取国家名录和本市名录合二为一的方式，

整合为一个名录，企业群众只需查看一个文件，就可知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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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市相关要求。 

同时，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及时跟踪市场主体反馈，将

《国家名录》发布以来，企业群众对《国家名录》反映较多的

问题进行梳理，对于属于环评豁免的建设项目，在项目分类中

明确列出，为企业、群众提供清晰的指引，增强名录可读性与

指导性。 

6.风险管理 

依据环评与排污许可制衔接、助力中小企业发展等原则，

发挥环评分级分类制度优势，聚焦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行业项

目。优化社会事业与服务业、普通仓储业等涉及民生领域的项

目环评类别，适度简化环境影响单一、环境治理措施成熟、环

境与社会风险可控项目的环评类别，减少行政审批和备案项目

数量。通过分类实施环评改革举措，在环评形式、审批流程上

予以优化和简化，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编制主要内容 

1.调整环评分类分级要求。为深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放管服”改革，优化和规范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本次《细

化规定（2019 本）》修订共涉及 38 个一级行业类别，77 个二

级行业类别，分别覆盖《国家名录》名录的 69%和 44%。其中，

通过目录内容调整，修改完善相关表述 92 类，降低建设项目环

评文件等级 11 类（其中由报告书降为报告表 6 类、报告表降为

登记表 2 类），提升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等级 4 类（均是由登记

表提升至报告表）。明确不纳入建设项目环评管理的项目 84 个。 

2.取消了专项评价设置。《细化规定（2019 本）》中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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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行业需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提出了工程分析、

风险评价、水评价、声评价、大气评价等 5 项要素专章要求，

以进一步明确报告表评价内容,利于精细化管理。2020 年 12 月，

生态环境部修订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内容、格式及

编制技术指南，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根据编制技术指南，

明确了以建设项目排污情况及所涉环境敏感程度，确定专项评

价的类别，并配套判定依据，污染影响类和生态影响类分别根

据设置原则和涉及项目类别进行判定，评价类别共分为大气、

地表水、地下水、噪声、环境风险、生态和海洋等，对专项评

价要求已十分明确，因此，本市细化规定不再另做要求。 

3.优化了登记表备案方式。 

2016 年，原环境保护部印发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备案管理办法》，实施后环境影响登记表需在国家网上备案系

统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进行备案。《细化规定（2019 本）》发

布实施后，部分建设项目环评类别由报告表调整为登记表，无

法在国家网上备案系统中办理备案手续的，建设单位采用纸质

形式备案。为优化环境影响登记表办理方式，我市正在推进北

京市登记表备案系统建设，系统建成后，所有项目均可实现在

网上备案，惠及大量环境影响很小的中小企业，让企业少跑路，

即时完成备案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