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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影响和损失评估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规范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影响和损失评估工作，提升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处置水平，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定义）

本办法所称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影响和损失评估，是指对突发环

境事件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环境质量与生态服务水平下降）的范

围和程度，事件造成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以及生态环境损害数额、

应急处置费用等直接经济损失进行评估的活动。

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影响和损失评估分为应急处置阶段评估和中

长期阶段评估两个阶段。应急处置阶段评估是指对突发环境事件发

生后至应急处置结束期间的环境影响和损失开展的评估，包括对应

急处置过程的梳理、评估事件造成的短期生态环境等影响，核定事

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中长期阶段评估是指在应急处置结束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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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恢复至事发前水平期间开展的评估工作，包括评估事件造

成的长期生态环境等影响，制定以消除事件生态环境影响为主要目

标的环境修复或恢复方案，以及评估生态环境修复或者恢复的效果。

第三条 （适用范围）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影响和损失

评估工作适用本办法。

核设施及有关核活动发生的核与辐射事故造成的辐射污染事件

不适用于本办法。

第四条 （工作原则）

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影响和损失评估工作应当遵循科学严谨、公

正公开、及时高效的原则。

第五条 （组织管理）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在本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下，组

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影响和损失评估工作。

跨行政区域的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影响和损失评估工作，由共同

上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开展。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组织突发环境事件的责任方、受影响方等相

关单位开展环境影响和损失评估工作，做好相关协调和监管工作。

第六条 （评估机构）

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影响和损失评估工作的各级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原环境保护部推荐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

司法鉴定机构、以及其他有技术能力的第三方机构开展突发事件环

境影响和损失评估工作。

接受委托的评估机构对环境影响和损失评估结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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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材料要求）

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影响和损失评估所依据的环境监测报告、视

听资料、当事人陈述、鉴定意见、图件、调查表、调查笔录、研究

报告、引用文献等材料应具有合法性、有效性和科学性。

第八条 （结论应用）

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影响和损失评估结论可以作为确定突发环境

事件等级、行政处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诉讼和实施环境治

理、修复和恢复等措施的依据。

第九条 （信息公开）

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影响和损失评估工作的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经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应当向社会公开环境影响和损

失评估工作的组织单位、评估机构、主要评估内容和方法、环境影

响评估结论和直接经济损失核定结果等内容。

公开方式主要包括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

广播、电视、网站和微信公众号。

第十条 （汇总分析）

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每年对当年突发环境事件环境影响

和损失评估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整理，并于次年 1 月底前将相关结果

报送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第二章 应急处置阶段评估

第十一条 （组织管理）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及时组织开

展环境影响和损失评估相关资料和数据收集等前期工作，并在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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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工作结束后及时组织开展环境影响和损失评估工作。

第十二条 （应急过程梳理）

评估机构应当对突发环境事件的污染控制和清理等应急处置措

施进行梳理，分析应急措施的成本、效果和潜在环境风险等情况，

并提出相关改进建议。

第十三条 （环境影响评估）

应急处置阶段的环境影响评估应当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综合

利用现场调查、环境监测和快速模型模拟等手段，判断污染物的迁

移扩散范围、生态环境影响的趋势与程度，评估内容包括：

（1）突发大气环境事件：分析污染排放源和特征污染物，核定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和排放强度；分析大气污染物的迁移扩散轨迹、

污染物浓度空间分布、沉降情况和污染物通量归趋，评估对大气环

境质量的影响，判断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经济作物等财产、生态

系统和其他环境介质是否造成损害。

（2）突发水环境事件：分析污染排放源和特征污染物，核定排

放进入水环境的污染物总量和排放强度；计算污染物在水环境中的

扩散情况与进入河道和湖库底泥的吸附情况，评估对水体和沉积物

环境质量的影响，判断对人体健康、养殖渔业等财产、生态系统和

其他环境介质是否造成损害。

（3）突发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事件：分析污染来源和特征污染物，

核定污染物的排放强度以及排放进入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物总量，

分析污染物的空间分布情况，评估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的影响，

判断对人体健康、经济作物等财产、生态系统和其他环境介质是否

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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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突发海洋环境事件：分析污染的排放源和特征污染物，核

定排放进入海洋环境的污染物总量和排放强度；分析污染物在海洋

环境中的扩散和进入大气、海岸带等其他环境介质的情况，评估对

海洋环境质量的影响，判断对养殖渔业等财产、海洋生态系统和其

他环境介质是否造成损害。

第十四条 （直接经济损失核定）

评估机构应当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和文件对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

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以及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应急处置费用以及应

急处置阶段可以确定的其他直接经济损失进行核定。

人身损害数额核定因突发环境事件导致人的生命、健康遭受侵

害，包括造成疾病、伤残、死亡的治疗与丧葬抚养费等损失。

财产损害数额核定因突发环境事件直接造成的财产损毁或价值

减少，以及为保护财产免受损失而支出的必要、合理的费用。

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主要利用等值分析方法核定突发环境事件造

成环境影响修复所需费用，以及环境质量与生态服务水平下降无法

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所造成的损失。

应急处置费用核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期间为减轻或消除对

公众健康、公私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各级政府与除责任方

以外的相关单位针对可能或已经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而采取的行动

和措施所发生的费用。

第十五条 （应急处置阶段工作时限）

应急处置阶段环境影响和损失评估应当于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特别复杂的，可以延长 3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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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长期评估

第十六条 （启动中长期评估的意见）

各级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根据应急处置阶段环境影响评估结论，

以及应急处置措施可能产生的次生生态环境影响分析结果，对突发

环境事件环境影响短时间内难以全部显现、污染物和损害之间因果

关系难以判定、环境损害在短时间难以修复的情况，继续组织开展

中长期评估。

第十七条 （环境影响评估）

中长期环境影响评估阶段应当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辅助适当的

实验研究，根据主要污染物的物理化学性质，全面分析突发环境事

件发生前后的环境空气、地表水和沉积物、土壤和地下水等环境质

量状况的变化，以及生物种类、数量、密度与质量的变化，确定污

染程度和范围。

（1）突发大气环境事件：分析大气污染物在大气、水、海洋和

土壤环境中的迁移转化情况，判断污染对环境质量、人体健康、生

物受体造成的损害。

（2）突发水环境事件：分析污染物向沉积物、河湖岸滩土壤和

地下水以及相关生物受体的迁移转化情况与累积影响，判断对环境

质量、人体健康、包括农作物和水产品在内的生物受体、岸滩和水

生态系统造成的损害。

（3）突发土壤和地下水环境事件：分析污染物在土壤和地下水

环境中的的迁移转化情况和敏感受体的暴露情况，判断对环境质量、

人体健康、农作物和土壤微生物等生物受体和土壤地下水生态系统

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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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突发海洋环境事件：分析污染物在大气、海洋环境中的物

理、化学和生物作用反应机理，分析污染物对海洋生物与海洋生态

的累积影响，对比基线水平，分析突发海洋环境事件对环境质量、

人体健康、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的损害。

第十八条 （恢复方案制定）

对于需要开展环境修复或恢复的突发环境事件，应当按照相关

技术导则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恢复方案。环境恢复方案制定过程中

应当充分听取受突发环境事件影响和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

第十九条 （恢复效果评估）

对于开展环境修复或恢复的突发环境事件，应当制定恢复效果

评估计划，定期跟踪环境恢复情况，全面评估恢复效果是否达到阶

段性恢复目标；如果未达到阶段性恢复目标，应进一步采取相应措

施，直到达到阶段性修复目标为止。

第二十条 （中长期评估工作时限）

中长期环境影响和损失评估时限应当根据实际工作需求制定。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解释机构）

本办法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第二十二条 （实施时间）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同时废止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

置阶段损害评估工作程序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