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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

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

落实原环境保护部和原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矿产资源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的通知》（环发〔2015〕158 号）要求，规范和指导“十

四五”省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制定本技术要点。 

本技术要点由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中国自然资源经

济研究院、重庆市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和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制

定。主要参与人员有：仇昕昕、那春光、杨帆、喻元秀、杨德敏、

张靖、雷立、卞华锋、吕金鹏、黄浩波、梁志蓉。 

本技术要点由生态环境部负责总体解释。 

  



  —  5  —

1 总体要求 

本技术要点主要适用于省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以下简称省级矿规环评）。省级矿规环评的评价范围包括省级矿产

资源总体规划（以下简称省级矿规）的规划范围及可能受影响的周

边区域，评价时段与省级矿规时段一致，评价深度与省级矿规深度

相协调。省级矿规环评的评价原则以“早期介入，过程互动”为主线，

以保障生态安全和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基于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方案及其相关成果和自然资源评价相关成果，按照《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130-2019）要求，确定环境目标和评价指

标体系，开展评价。省级矿规环评的评价内容包括分析“十三五”省级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已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

改建议；分析“十四五”省级矿规确定的布局安排、开发方式、开发规

模与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及环境质量目标的符合性，明确区

域资源环境条件对规划开发规模的承载能力，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

规划优化调整建议和环境影响减缓措施要求。 

2“十三五”省级矿规实施情况调查 

调查分析“十三五”省级矿规实施与规划确定的规模、布局、结

构之间的差异及原因；分析“十三五”省级矿规环评及审查意见落实情

况，重点说明与生态保护红线、法定生态环境敏感区存在冲突的规

划内容调整情况，主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要求落实情况。对未采

纳、未落实规划环评要求的，应分析原因。 

3 规划概述 

介绍规划编制背景，突出“十四五”省级矿规与“十三五”省级矿规

的差异。明确规划范围、期限和目标。采用图表结合的方式给出规



 —  6  — 

划矿产资源开发总体布局，明确规划能源资源基地、国家规划矿区、

战略性矿产资源保护区、矿产资源重点勘查区及勘查规划区块、矿

产资源重点开采区及开采规划区块的位置和面积；给出规划总量控

制指标、矿山数量、主要矿山最低开采规模、大中型矿山比例、绿

色矿山比例等规模、布局、结构方面的主要指标；给出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治理等相关内容。 

4 环境现状调查与回顾性评价 

调查区域生态环境现状、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主要矿区矿

产资源开发废水、固体废物处置等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运行情况，

分析“十三五”省级矿规实施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和区域生态环境演

变趋势，评价“十四五”省级矿规实施所面临的区域资源环境制约因

素。可充分利用现有资料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叠图分析已实施的“十

三五”省级矿规中国家规划矿区、重点勘查区、重点矿区以及勘查、

开采规划区块的具体位置、范围等与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中

的优先保护单元的位置关系，说明其空间布局存在的问题，对与优

先保护单元存在冲突的，需进一步明确优先保护单元的具体属性和

保护要求；分析规划已实施内容与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中的

水、大气环境质量现状图、底线图、分区管控图和土壤、近岸海域、

岸线等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图以及地下水开采重点管控区图和生态用

水补给区图（以下简称水、大气、土壤等相关工作成果）的位置关

系，分析规划实施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 

5 规划协调性分析 

分析“十四五”省级矿规目标、总体布局、开发利用强度和结构

等内容与上层位相关发展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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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风

景名胜区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文件的符合性；与生

态环境功能区划、国土空间规划等相关空间规划最新成果确定的功

能定位和管控要求的符合性；与同层位生态环境保护等规划、要求

的协调性。 

6 环境影响评价 

评价“十四五”省级矿规实施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重点

分析对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结构功能的影响，对区域水、大气、土

壤等环境质量的影响和可能产生的生态环境风险。分析区域生态、

水、土等资源条件对省级矿规确定的开发利用规模的承载能力。可

充分利用现有资料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 

（1）分析规划实施的生态影响：叠图分析“十四五”省级矿规确定

的能源资源基地、国家规划矿区、战略性矿产资源保护区、重点勘

查区、重点开采区以及勘查规划区块、开采规划区块等规划布局（以

下简称规划布局）与生态保护红线的位置关系，明确位置和占用面

积；明确规划布局与一般生态空间及法定敏感区的位置关系，明确

位置、占用面积及勘查、开采方式等内容。分析与管控要求的符合

性和规划实施的生态影响。 

（2）分析规划实施的环境影响：叠图分析规划布局与区域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方案中水、大气、土壤等相关工作成果的位置关系，预测省

级矿规实施对区域水、大气、土壤等环境质量改善的压力，分析区域生

态、水、土等资源条件对规划确定开采规模的承载能力，据此判断省级

矿规确定的开发利用强度、结构对区域资源环境质量的影响，与严守环

境质量底线及水、大气、土壤等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的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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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规划实施的特定环境影响或问题：结合区域资源环境

制约因素，特别是区域重大矿区勘查、开采已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

分析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国家规划矿区等重大矿区实施可能带来的

区域性生态环境问题；针对规划实施可能涉及重金属污染突出、水

资源极度短缺、地下水水文地质条件复杂且敏感、可能导致生态功

能和环境质量下降等重大生态环境问题的，应深入分析其影响程度

和范围及可能带来的生态环境风险。 

7 规划方案优化调整建议 

在综合评价规划布局与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符合性以及

与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政策、规划等协调性及环境影响预测评

价的基础上，分析规划实施的环境合理性，对环境不合理内容提出

明确的优化调整建议。 

（1）与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划等不符内容的优化调整建议。

省级矿规目标、总体布局、开发利用强度和结构等内容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

区条例》等法律法规、《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关于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等政策文件以及生态

环境保护相关规划及要求存在不符的，应针对不符的规划内容，提

出明确的优化调整建议。 

（2）涉及优先保护单元的优化调整建议。对位于生态保护红线

内现有项目，应根据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要求提出差别化的整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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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调整建议。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的，应

依法调整；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的，应强化生态环保措施，解决现

有生态环境问题，降低不利环境影响。对位于一般生态空间和水、

大气、土壤等优先保护区内的现有项目，应根据各类生态空间和优

先保护区的管控要求，强化生态环保措施或依法调整。 

对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规划布局，应优化规划布局方案，勘

查规划区块、开采规划区块应避让生态保护红线范围，能源资源基

地、国家规划矿区、重点勘查区和重点开采区内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区域的，应依法依规严格管控，禁止勘查、开发，确保满足生态保

护红线管控要求；对位于一般生态空间以及水、大气、土壤优先保

护区内的规划布局，应根据相应保护要求，采取优化规划布局方案、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必要时优化开采方式等对策。 

（3）涉及一般管控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的优化调整建议。对位

于一般管控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的规划布局，应符合各类管控单元

管控要求，并采取严格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对于规划实施后区域环

境质量不能满足要求的，优先考虑优化规划勘查开发规模，强化规

划实施的生态保护要求，必要时提出优化开采方式等优化建议。 

（4）涉及特定环境影响或问题的优化建议。对规划实施可能导

致特定环境影响或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应优化规划勘查开发规模、

布局，提出有针对性的绿色开采要求和生态保护措施。 

8 环境影响减缓措施要求 

（1）推动绿色发展。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从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减污降碳和保护生态

环境等方面推行绿色勘查、绿色开采，大力推进生态修复和污染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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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加大绿色矿山建设力度，指导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实现绿色发展。 

（2）加强生态保护。对于规划实施后井工矿开采地表沉陷变形、

露天矿挖损以及其他公辅设施造成的生态破坏等，提出预防、减缓、

修复、重建、补偿等原则要求和目标指标，确保规划实施后生态功

能不降低。涉及生态环境敏感区的，应提出针对性的保护措施要求。

强化生态修复设计，坚持因地制宜原则，采取加强养护管理等措施

夯实修复基础，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重建与周边自然生态相协

调的植物群落，最终形成可自然维持的生态系统。对修复难度大的

生态脆弱区，加强科技支撑，加大资金投入，确保修复成效。提出

建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生态补偿运行保障机制的原则和要求。 

（3）严格污染治理。对规划实施后可能造成水环境、大气环境、

声环境、土壤环境等环境影响的，提出防治措施和要求。对矿产资

源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可综合利用资源，提出科学合理的资源综合利

用途径和措施要求。 

（4）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对于涉及尾矿库、长期排放重金属、

地下水含水层破坏等情形的，应重点强化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确保

符合生态环保和绿色矿山建设要求，守住环境质量底线和保障生态

安全。 

（5）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结合应对气候变化新要求，研究

矿产资源碳排放控制路径等先进技术，统筹矿产资源减污降碳协同

共治，降低矿产资源开发碳排放量。重视矿产资源运输环境影响，

鼓励采用铁路、水运、管道等清洁低碳的运输方式。 

（6）其他要求。针对规划实施的主要环境影响提出跟踪监测和

评价计划。持续关注规划实施需优先解决的关键生态环境问题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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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技术问题。明确下层级矿规及专项矿规环评、项目环评中需重点

分析及可适当简化的内容。 

9 公众参与 

参照《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等要求，开展公众参与。对于涉及跨流域、跨省域生态环境影响的，

可开展会商。环评文件中应包含意见的采纳情况，对于已采纳的，

应明确具体修改内容，对于未采纳的，应说明理由。 

10 评价结论 

评价结论应文字简洁、观点鲜明、逻辑清晰、结论明确，应包

括规划环评与规划的互动过程和互动成果，规划区域生态环境资源

状况、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规划实施可能产生的不良生态环境影响，

规划方案的环境合理性论证，规划优化调整建议和主要环境影响减

缓措施要求，公众的主要意见和意见采纳情况，评价总体结论等。 

11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要求 

（1）章节设置要求。包括总则（明确评价依据、目的、原则、

范围、重点等）、“十三五”矿产资源规划实施情况回顾、规划概述、

生态环境现状调查与回顾性评价、规划协调性分析、规划环境影响

预测与评价、规划方案优化调整建议、环境影响减缓措施要求、公

众参与、评价结论等。 

（2）图件要求。省级矿规环评文件中成果图件，其比例尺原则

上应与省级矿规中图件比例尺一致，能清晰、完整、准确地反映规

划布局以及规划布局与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中各成果图之间

的位置关系，成图精度应满足生态环境影响判别需求。当涉及重要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或重要矿区时，应对重点区域给出局部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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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相关图示信息清晰。图件基础数据来源应具有时效性，所有图

件均应标注图名、指北针、比例尺、图例、注记等相关内容。 

相关基本附图应包括：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保护总体布局图、矿

产资源勘查规划图、矿产资源开采规划图、矿产资源分布图、矿产

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现状图等省级矿规主要图件；区域矿产资源开发

现状及规划布局与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成果图（含水、大气、

土壤等相关工作成果）、生态功能区划图、生态保护红线图的叠图；

规划布局优化调整成果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