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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系统梳理２００２年以来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相关政 策 文 件、技 术 规 范 和 研 究 内 容，从 跟 踪 评 价 概 念、对 象、

时限、内容及开展意义等方面解析跟踪评价的内涵；全面阐述产业园区跟踪评价开展现状及重点问题；明确评价目的和对象，针对性

提出跟踪评价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落实情况梳理、资源环境主要制约因素识别、现行规划优化调整建议提出、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分析、公众参与等；同时，提出开展跟踪评价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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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踪评价”源于１９７８年 ＨＯＬＬＩＮＧ［１］提 出 的

“适应性环境管理”，主要围绕系统管理 的 不 确 定 性

展开一系列设计、规划、监测、管理资源等行动，来实

现系统健 康 及 资 源 管 理 的 可 持 续 性。ＡＲＴＳ等［２］、

ＡＲＴＳ［３］、ＤＩＰＰＥＲ等［４］提 出 了 跟 踪 评 价 的 内 容，包

括跟踪评价目的、跟踪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跟踪评价

实施情况与结果、后续 管 理 措 施、经 验 教 训 总 结 等。
国际影响评价协会（ＩＡＩＡ）从监测、评估、管理、交流

４个方面定义了跟踪评价［５］。跟踪评价实践工作早

于其概念提出时 间。荷 兰《环 境 管 理 法》（１９９４年）
规定，已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简称环评）评 审 的 所 有

项目和规划，都必须对其实施造 成 的 环 境 影 响 进 行

跟踪评估，其程序包括起草跟踪评价方案、实施跟踪

评价方案、编写跟踪评 价 报 告、发 布 跟 踪 评 价 报 告、
重写调整决策５个阶段，如果达到预期目的，跟踪评

价结束，否则 继 续 第 一 阶 段 工 作［６］。葡 萄 牙 等 国 也

有关于跟踪 评 价 的 相 关 立 法［７］。中 国 香 港 地 区 的

《环境影响评 价 条 例》（１９９８年）明 确 提 出 要 开 展 跟

踪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法》（简称《环评 法》）于２００２年

颁布后，中国学者开始 了 跟 踪 评 价 理 论、技 术 体 系、
方法和实例研究。李悦红［８］初步探析了跟踪评价的

目的、作用、内容、程序、对象、分析方法。此后，涉及

跟踪评价的研究集中在规划环 评 的 技 术 方 法、案 例

研究和实施机制上，跟踪领域则 主 要 集 中 在 各 类 产

业园区。张 广 宇［９］分 析 了 工 业 园 区 跟 踪 评 价 的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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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施方案和指标体系。孙卫红［１０］从开发区总体

发展、开发 区 污 染 源 及 控 制 措 施、环 保 基 础 设 施 建

设、风险防范措施、环境 质 量 变 化、存 在 问 题 的 整 改

措施６个 方 面 分 析 了 园 区 跟 踪 评 价 重 点。王 尊

胜［１１］建立了适合旅游度假区跟踪评价的评价体系。
胡莹［１２］研究分析了园区跟踪评价主要内容、评价范

围和评价 方 法 等。郑 颖 等［１３］提 出 了 工 业 园 区 跟 踪

评价的工 作 内 容 和 技 术 路 线。李 刚 等［１４］提 出 了 园

区跟踪评 价 的 技 术 路 线 和 指 标 体 系。余 雁 翎 等［１５］

明确了跟踪 评 价 对 象、时 段 和 内 容。２００３年 后，国

家发布了一系列跟踪评价相关 文 件，明 确 了 跟 踪 评

价对象和审核机关。江苏、上海、重庆等省市先后出

台了园区跟踪评价技术要求。《规 划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条例》（国务院令第５５９号）（简称《条例》）于２００９年

颁布后，中国以园区为试点开展 了 跟 踪 评 价 实 践 工

作。《关于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有 关 工

作的通知》（环 发〔２０１１〕１４号）（简 称１４号 文 件）发

布后，产业园区跟踪评 价 正 式 开 展 并 不 断 加 快。总

的来看，当前园区跟踪工作进展依然缓慢，指导作用

有限。本研究在梳理问题、分析成因的基础上，基于

跟踪评价内涵和应发挥的作用，开展重点问题研究。

１　跟踪评价概念及内涵

１．１　跟踪评价内涵与主要内容

根据ＩＡＩＡ的 定 义，跟 踪 评 价 就 是 通 过 评 估 环

评决策，监督、评价其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相关环境

影响，并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ＩＡＩＡ同时提出了４
个关键行动：（１）监测，收集数据并进行对标，预测今

后的环境影响；（２）评估，评价环保行动的绩效，包括

预测目标 与 实 际 结 果 的 一 致 性 及 减 缓 措 施 的 有 效

性；（３）管 理，根 据 监 察 和 评 估 结 果 提 出 相 应 对 策；
（４）交流，纳入公众参与。根据中国香港 地 区《环 境

影响评价条例》，跟踪评价的原因主要基于环境影响

预测的不确定性，手段是进一步强化环保措施，目的

是确保环评措施有效。根据《条 例》，跟 踪 评 价 包 含

３个方面的内容：评价规划环境影响预测的准确性、
评判环保措施的有效性、分析公 众 对 规 划 实 施 的 意

见，这与国外跟踪评价内容总体一致。

　　综合国内外跟踪评价的定 义 和 工 作 内 容 判 断，
开展跟踪评价有两个前提：一是 规 划 实 施 可 能 产 生

重大影响；二 是 规 划 的 影 响 存 在 较 大 的 不 确 定 性。
其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１）检查规划环评要求的落

实情况，推进规划环评落地；（２）梳理现有环境问题，
评判规划环评的科学性，检验环保要求有效性，并进

一步优化现行规划和环保措施。其内涵和工作内容

主要表现在４个方面：（１）跟踪，阶段性 跟 踪 现 行 规

划和规划环评成效；（２）梳理，梳理现有 环 境 问 题 和

制约规划进 一 步 实 施 的 主 要 资 源 环 境 因 素；（３）评

估，评判现行规划环评预测是否准确、评定规划环评

建议和要求是否落地、评估规划环评措施是否有效、
评价公众对 规 划 实 施 的 环 保 对 策 是 否 满 意；（４）优

化，基于现 有 环 境 问 题 和 环 保 要 求 对 规 划 进 行“纠

偏”，优化规划定位和目标，调整产业布局和结构，完
善规划环保对策措施。

１．２　跟踪评价对象

根据《环评法》和《条例》，跟 踪 评 价 的 对 象 就 是

现行的规划环评，没有规划环评 就 不 能 开 展 跟 踪 评

价。不同于现状评估，跟 踪 评 价 既 要 梳 理 现 状 环 境

问题，还要分析现行规划环评的 科 学 性 和 所 提 环 保

措施的有效性，并考虑对规划内 容 和 环 评 措 施 进 行

优化调整。也不同于重 新 开 展 的 规 划 环 评，他 们 评

价对象不同，前 者 是 规 划 环 评，后 者 是 规 划。但 是，
如果规划实施 过 程 中，规 划 定 位、范 围、布 局、结 构、
规模、用地性质等发生重大调整，应重新开展规划环

评而非跟踪评价。需要 强 调 的 是，跟 踪 评 价 涉 及 的

规划不仅 是 现 行 规 划，而 且 是 其 跟 踪 对 象（规 划 环

评）的评价对象。

１．３　跟踪评价时间

《条例》实施后，规划 环 评 审 查 意 见 中 通 常 有 关

于跟踪评价的要求，即规划实施５年后，规划编制机

关应组织实施跟踪评价。１４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

５年以上的产 业 园 区 规 划，规 划 编 制 部 门 应 组 织 开

展跟踪评价。考虑规划 的 时 限，特 别 是 近 期 建 设 规

划时限，要求在规划实施５年后 开 展 跟 踪 评 价 是 合

适的。当然，对于某些发 展 速 度 较 快 且 环 境 问 题 突

出、环境风险大、社会关 注 度 高 的 园 区，即 使 规 划 实

施不足５年，也应及时开展跟踪评价工作。反之，对
于某些发展缓慢或现状环境问题小、环境风险不大、
社会风险不高的园区，跟踪评价 时 限 可 根 据 规 划 实

施情况适当延长，甚至不开展跟踪评价。

１．４　跟踪评价内容

《条例》明确了跟踪 评 价３个 方 面 的 内 容，并 要

求对存在 重 大 不 良 环 境 影 响 的 规 划 进 行 改 进 或 修

订。随着规划环评和跟 踪 评 价 的 发 展，跟 踪 评 价 的

内涵不断丰富，评价内容也不断拓展，还包括规划进

一步实施的优化调整建议、现有 环 境 问 题 整 改 和 规

划进一步实施不良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及 区 域“三 线

一单”落实等方面的内容。此外，《关 于 开 展 长 江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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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带产业园区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工作的通知》（环办

环评函〔２０１７〕１６７３号）（简称１６７３号文件）提出，要

推进园区整体优化升级和合理 布 局，推 动 区 域 环 境

质量改善、降低或规避园区环境风险。

２　产业园区跟踪评价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１　跟踪评价开展情况

中国产业园区跟踪评价实施总体可划定２０１１、

２０１７年两个时间节点。２０１１年前，虽有园区开展了

跟踪评价或类似跟踪评价的实践，基本以研究为主，
且开展的园区数量很少。１４号文件印发后，一些省

市也发布了落实该文的通知，各 地 园 区 跟 踪 评 价 工

作才正式开展，但总体进展较缓慢。根据《中国开发

区审核 公 告 目 录》）（２０１８版），现 有 国 家 级 开 发 区

５５２家、省级开发区１　９９１家，但截至目前，生态环境

部受理的规划环评项 目 仅１００多 个，受 理 的 跟 踪 评

价项目不足２０个，主要集中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另 据 长 江 经 济 带１１个 省 市 调

查，尚有３００多个园区应 开 展 却 未 开 展 跟 踪 评 价 工

作。尽管《关于加强长江黄金水 道 环 境 污 染 防 控 治

理的指导意见 的 通 知》（发 改 环 资〔２０１６〕３７０号）和

１６７３号文件均要求２０１８年底前完成沿江已有工业

集聚（园）区环境影响和跟踪评价，但目前看，情况不

容乐观，一些园区仍未完成跟踪评价工作，一些园区

尽管完成了跟踪评价但对园区环评指导有限。根据

其他省市的调研情况，园区跟踪评价工作普遍滞后。
一些省市尽管出台了园区跟踪 评 价 相 关 政 策 文 件，
但跟踪评价工作依然较缓慢，跟踪评价质量不高。

２．２　跟踪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

综合园区跟踪 评 价 工 作 目 前 面 临 的 困 境，除 了

部分园区管理部门不够重视外，还 存 在 对 跟 踪 评 价

的认识不足问题，对跟 踪 评 价 的 内 涵、程 序、工 作 重

点等认识不清，造成评价工作难以发挥实效。

２．２．１　评价目的不清楚

部分跟踪评价 不 清 楚 工 作 的 目 的 意 义，只 是 在

环保督查或核查中被要求开展 跟 踪 评 价 工 作，或 是

出于新上项目需要等开展跟踪 评 价 工 作，多 属 被 动

行为。造成跟踪评价仅 是 简 单 对 照 规 划 环 评 要 求，
梳理说明规划环评意见落实情 况，或 是 梳 理 现 有 环

境问题，结合园区环保督查意见提出环保整改要求，
没有结合环境问题梳理和环境风险排查提出现行规

划的优化调整意见和环保强化 措 施，更 没 有 提 出 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布局优 化 调 整 的 意 见，其 作

用自然有限。

２．２．２　跟踪对象不明确

（１）不清楚跟踪评 价 与 现 状 评 估 的 关 系。部 分

园区开展跟踪评价过程中发现，园 区 并 没 有 规 划 环

评，甚至没有规划，跟踪评价变成 了 现 状 评 估。（２）
混淆了跟踪评价与规划环评关系。部分园区有规划

也有规划环评，但跟踪评价范围 与 规 划 环 评 范 围 不

一致，甚至远大于规划 环 评 的 范 围。部 分 园 区 升 级

或发展定位、产业布局、结构、规模、用地等发生重大

调整，但没有重新开展规划环评，而以跟踪评价替代

规划环评。（３）规划体系较杂乱，缺乏统一的总体规

划，诸如发展规划、产业规划、概念规划等林立，规范

范围相互重叠，规划之间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现象，跟
踪的规划环评和涉及的规划不明确。

２．２．２　评价重点不突出

由于评价目的、跟踪对象等不明确，跟踪评价的

重点也不明显。一些园区跟踪评价没有围绕园区环

境问题和环境风险及规划环评 要 求，没 有 结 合 区 域

环境特征、园区产业特点、开发利用强度和最新环保

要求，导致跟踪评价对园区发展 的 主 要 资 源 环 境 制

约因素梳理不清，对园区规划继 续 实 施 的 环 境 影 响

判断不准确，提出的优化调整建 议 和 环 保 措 施 针 对

性不强，跟踪评价结论科学性不足。

３　产业园区跟踪评价重点

３．１　跟踪评价基本要求

跟踪评价要围绕其目的开展工作。对于环境问

题突出的园区，要以改 善 环 境 质 量 为 核 心。对 于 环

境风险隐患较大的园区，要以做 好 园 区 环 境 风 险 防

控为目标。对于开发时间较早、开发利用率较高、发
展方式粗放、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园区，其
主要目的是侧重于推进产业布局优化和产业结构升

级，促进发展方式转变。跟 踪 评 价 过 程 中 要 认 真 梳

理园区发展历程、园区 范 围、规 划 及 其 环 评 体 系，明

确跟踪评价对象。评价 对 象 可 以 是 一 个 规 划 环 评，
也可以是多个规划环评，但跟踪 范 围 应 与 规 划 环 评

范围总体一致。

３．２　跟踪评价技术重点

３．２．１　技术路线

跟踪评价 内 容 主 要 包 括 规 划 环 评 落 实 情 况 梳

理、资源环境主要制约因素识别、现行规划优化调整

建议提出、规划环评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分析、公众参

与等，详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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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产业园区跟踪评价技术路线
Ｆｉｇ．１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ｏｕｔｅ　ｆｏｒ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３．２．２　现行规划实施情况分析

梳理规划变化结果，重点分析规划环评落地情

况。对比园区发展现状，梳理分析规划实施过程中

的变化情况，包括：（１）园区现行规划四至范围、面积

变化情况及土地开发利用率；（２）用地性质、用地布

局、主导产业、产业布局、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用水

来源和规模、人口规模等的变化情况；（３）环境准入、
污染物减排、环保措施、环境风险应急体系建设、环

境监测等的落实情况及效果；（４）园区集中供暖供热

和污染物集中处理处置变化情况；（５）规划环评审查

意见及其他要求落实情况。

３．２．３　资源环境主要制约因素识别

梳理园区发展的约束条件，重点分析规划进一

步实施的布局性、准入性、资源性、环境性和管理性

制约因素。对于所在省市已正式发布“三线一单”的
园区，跟踪评价要求明确园区与划定的生态保护红

线、一般生态空间、环境敏感区之间的关系，明确园

区资源利用总量、强度与区域资源利用上线的相符

性、园区环境质量与区域环境质量底线的相符性，明
确产业发展 与 区 域 生 态 环 境 准 入 清 单 之 间 的 相 符

性。对于所在 省 市 尚 未 正 式 发 布“三 线 一 单”的 园

区，跟踪评价应结合现行的“三线一单”相关技术规

范及所在地区环境质量要求，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

心，留好生态保护空间，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此

外，跟踪评价要梳理园区现有环境问题、潜在环境风

险及环境管理，明确与区域环评要求的相符性。

３．２．４　规划环评的科学性与有效性评估

结合规划实施程度、园区发展与主要环境问题

相关性分析、公众环保投诉等，重点分析规划环评预

测的准确性及所提环保措施的有效性，综合评估规

划环评预测与环评措施等方面的不足，为预测后续

规划的环境影响、强化后续规划的环保措施提供决

策支持。如 果 现 行 规 划 开 展 的 规 划 环 评 时 间 较 早

（一般大于１０年），或规划环评预测的边界条件等发

生了改变，规划环评的科学性与有效性评估内容可

适当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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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５　规划进一步实施的优化调整建议与保护措施

针对规划实施过程中已产生的重大环境影响或

已构成较大环境风险的情况，跟踪评价应全面系统

分析产生的原因，并从产业布局、结构、环境准入和

环保措施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同时，针对规划实

施过程中可能进一步增加环境影响、加大环境风险

的趋势，跟踪评价应给出科学明确的判断。根据环

境影响分析预测结果，结合区域“三线一单”要求，对
产业布局不合理、不利于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和加大

环境风险的规划内容，提出明确的优化调整建议，提
高土地、水、能源资源等利用效益，降低污染物排放

强度，降低或规避规划进一步实施的环境风险。

３．２．６　公众参与

公众意见 是 判 断 规 划 实 施 环 境 影 响 的 重 要 依

据，公众参与应贯穿跟踪评价全过程。可采取听证

会、论证会、问卷调查、媒体公示等一种或多种公众

参与形式，但被调查公众应多为负利益相关者，这些

公众受到规划实施产生的长期、直接的环境影响，同
时要全面收集整理公众环保投诉意见。公众参与可

分前期、中期和 后 期３个 阶 段［１６］，但 参 与 形 式 与 对

象不尽相同。前期处于收集资料、判断影响阶段，以
专家咨询、网上公示及环保投诉、环保督查意见整理

为主，涉及对象主要为专家、公众及政府部门、环保

督查部门相关人员，主要调查内容包括已实施规划

造成的环境影响、环境风险事故、环保投诉等；中期

处于评价初步完成阶段，以社会团体、园区内及附近

公众问卷调查和召开座谈会为主，全面系统了解公

众意见，涉及对象主要为相关的社会团体和负利益

相关者，主要调查内容是对解决现有环境问题和减

缓新的不良环境影响措施的满意程度、对规划继续

实施的意见等；后期主要是信息核实与反馈，涉及对

象主要为环保部门、督查部门和主要负利益相关者，
主要调查内容是对加强环保监督、信息反馈、环境问

题整改落实的意见。

４　结语与建议

（１）产业园区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调整

升级重要的空间聚集区，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领

区、产业发展的重要导向区和城市扩张的重要指向

区，同时也是环境污染集中区和环境风险凸显区。开

展园区跟踪评价，对梳理并解决园区现有环境问题、
排查并规避或降低环境风险、推动园区产业转型和结

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开展园区跟踪评价，应弄清跟

踪评价与规划环评在要求、程序和内容上的区别，落
实区域“三线一单”及国家、地方最新环保要求。

（２）对于尚 未 编 制 规 划 的 园 区，建 议 首 先 编 制

发展规划，并及时开展规划环评。对于现行规划实

施时间较长，建议重新编制规划并及时开展规划环

评。如开展跟踪评价，重点是梳理并解决规划实施

过程中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和潜在的环境风险。如

规划尚未实施完成，还要提出规划进一步实施的优

化调整建议及不良环境影响减缓措施。
（３）跟踪评价 时 限 一 般 是 规 划 实 施 后５年，但

要结合园区 发 展 速 度、现 有 环 境 问 题、潜 在 环 境 风

险、社会关注程度等适当调整。
（４）规划环 评 中 应 明 确 跟 踪 评 价 的 具 体 指 标、

评价内容和相关时限，评价内容包括规划内容变化、
环境质量变化、资源环境主要制约因素变化、规划环

评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分析、环境监测点位布设、环境

管理和环境风险应急要求等，规划环评审查意见应

再次明确 和 强 调 跟 踪 评 价 计 划。后 续 的 跟 踪 评 价

中，应针对规划环评及审查意见提出的内容和要求，
有重点地进行分析、评估并优化调整现行规划和规

划环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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