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文件

环办应急[2018]8 号

关于印发《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

为指导企业事业单位做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我部组织编制了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试行）》（以下简称《评

审工作指南》），现印发给你们。

《评审工作指南》规定了企业组织评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基本要求、

评审内容、评审方法、评审程序，供企业自行组织评审时参照使用。请各地结合

实际，加强宣传、培训、指导,切实发挥评审作用，推动企业不断提升预案质量。

附件：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试行）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8 年 1 月 30 日

抄送：国务院办公厅应急办。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2018 年 1 月 31 日印发

附件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评审工作指南

（试 行）

为指导企业事业单位（以下简称企业）组织评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以

下简称环境应急预案），提高评审的规范性、客观性、针对性，有效发挥评审作

用，按照《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以下

简称《备案管理办法》）规定，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规定了企业组织评审环境应急预案的基本要求、评审内容、评审方

法、评审程序，并附有评审表等表格，供企业和评审人员参考。

1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需要备案的企业组织对其环境应急预案及相关文件的评审。

2 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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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 号）；

《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14〕119 号)；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4 号）；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

〔2015〕4 号）；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环办〔2014〕34 号）；

《石油化工企业环境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环办〔2010〕10 号）；

《尾矿库环境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环办〔2015〕48 号）；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指南（试行）》（环境保护部公

告 2016 年第 74 号）；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编制应急预案指南》（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7

年第 48 号）；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3.1 环境应急预案

企业为了在应对各类事故、自然灾害时，采取紧急措施，避免或最大程度

减少污染物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厂界外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而预

先制定的工作方案。

3.2 环境应急预案评审



制定环境应急预案的企业，组织专家和可能受影响的居民代表、单位代表，

对环境应急预案及其相关文件进行评议和审查，必要时进行现场查看核实，以发

现环境应急预案中存在的缺陷，为企业审议、批准环境应急预案提供依据而进行

的活动。

4 评审基本要求

4.1 评审主体

制定环境应急预案的企业。

4.2 评审时间

环境应急预案审签发布前。

4.3 评审人员

评审人员及其数量由企业自行确定。

评审人员，一般包括具有相关领域专业知识、实践经验的专家和可能受影响的

居民代表、单位代表。其中，评审专家可以选自监管部门专家库、企业内部专家库、

相关行业协会、同行业或周边企业具有环境保护、应急管理知识经验的人员，与企

业有利害关系的一般应当回避。

评审人员数量，原则上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风险（以下简称环境风险）

企业不少于 5 人，一般环境风险企业不少于 3 人；其中，较大以上环境风险企

业评审专家不少于 3 人，可能受影响的居民代表、单位代表不少于 2 人。

4.4 评审对象

评审对象为环境应急预案及其相关文件，包括环境应急预案及其编制说明、

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表）等文本。环境应急预案包括综



合预案、专项预案、现场处置预案或其他形式预案的，可整体评审，并将这些预

案之间的关系作为评审重点之一。

4.5 评审方式

评审可以采取会议评审、函审或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较大以上环境风险

企业，一般应采取会议评审方式，并对环境风险物质及环境风险单元、应急措施、

应急资源等进行查看核实。

会议评审是指企业组织评审人员召开会议集中评审。

函审是指企业通过邮件等方式将环境应急预案文件送至评审人员分散评

审。

4.6 评审经费

企业应将评审经费纳入编修环境应急预案的预算中。

5 评审内容

5.1 环境应急预案

重点评审环境应急预案的定位及与相关预案的衔接，组织指挥机构的构成

及运行机制，信息传递、响应流程和措施等应对工作的方式方法，是否明确、合

理、有可操作性，体现“先期处置”和“救环境”特点。

5.2 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

重点评审风险分析是否合理、情景构建是否全面、完善风险防范措施的计

划是否可行。

5.3 环境应急资源调查

重点评审调查内容是否全面、调查结果是否可信。

评审具体内容参见附表 1。



6 评审方法

定性判断和定量打分相结合。

6.1 评审人员定性判断

评审专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文件，结合专业知识、实践经验等，对

环境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整体给出定性判断结果；参与评审的

居民代表、单位代表，重点评审环境应急预案能否为周边居民和单位提供事件信

息、告知如何避险和参与应对，给出定性判断结果。

无单独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和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表）、未从可能的

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出发或典型突发环境事件情景缺失、周边居民和单位无法获得

事件信息的，评审人员可以直接判定为未通过评审。

6.2 评审专家定量打分

各评审专家参照附表 1，对评审指标逐项给出“符合”“部分符合”“不

符合”的结论，按照赋分原则逐项赋分、相加得出评审得分。结论为“部分符合”

“不符合”的应说明原因。

各评审专家评审得分的算数平均值为定量打分结果。评审得分差异过大时，

评审组组长应组织进行讨论、确定定量打分结果。

6.3 得出评审结论

综合评审人员的定性判断和定量打分结果，对环境应急预案作出通过评审、

原则通过评审但需进行修改复核或未通过评审的结论。

评审结论可参照以下原则确定：定量打分结果大于 80 分（含 80 分）的，

为通过评审；小于 60 分（不含 60 分）的，为未通过评审；其他，为原则通过

但需进行修改复核。



定性判断结果为未通过评审的，可以直接对环境应急预案作出未通过评审

的结论，不再进行评审专家定量打分。

6.4 评审表优化调整

评审组组长可以针对被评审环境应急预案的具体情况，优化调整不适用的

评审指标。原则上，评审得分满分为 100 分，环境应急预案所占分值不低于 60

分。对指标的优化调整应作出说明。

地方环保部门可以结合当地实际，补充调整评审指标及权重，也可以制定

分行业的评审表。

7 评审程序

7.1 评审准备

1. 确定评审人员、时间、地点、具体方式。

2. 准备评审材料，包括环境应急预案及其编制说明、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

估报告、环境应急资源调查报告（表）等文本，并在评审前送达评审人员。

7.2 评审实施

会议评审的，一般按以下程序进行。函审参照执行。

1. 企业负责人介绍评审安排、评审人员。

2. 评审人员组成评审组，确定评审组组长。

3. 企业负责人介绍环境应急预案和编修过程，向评审人员说明重点内容。

4. 评审组组长对评审进行适当分工，组织进行资料审核、现场查验、定性

判断和定量打分。现场查验可以在会议评审前进行。

5. 评审组开展定性判断和定量打分。定性判断为未通过的，可以结束评审。

6. 评审组组长汇总评审情况，形成初步评审意见。



7. 评审组与企业相关人员进行沟通，参照附表 2 形成评审意见。评审意见

一般包括评审过程、总体评价、评审结论、问题清单、修改意见建议等内容，附

定量打分结果和各评审专家评审表。

7.3 评审意见使用

企业对照评审意见修改完善环境应急预案，并说明修改情况。

评审结论为原则通过但需进行修改复核的，企业参照附表 3 形成修改说明，

送评审组组长复核。涉及设施设备的一般应附现场图片，评审组组长对修改内容

进行复核并签字确认。必要时，评审组组长应征求其他评审人员的意见。

评审结论为未通过评审的，企业应当对环境应急预案进行修改，重新组织

评审。

评审意见、修改说明应与环境应急预案一并提交企业有关会议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