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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全面实施环保信用评价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

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有关

分工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

《关于全面实施环保信用评价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

称《指导意见》）。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环保信用评价是推动企事业单位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提升

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部署，国家发展改革

委、生态环境部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印发了《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

（试行）》（环发〔2013〕150 号）、《关于加强企业环境信用体系建

设的指导意见》（环发〔2015〕161 号）、《关于对环境保护领域失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发改财

金〔2016〕1580 号）等文件，全国近 20 个省（区、市）开展探索，

累计对 3万余家企业开展了环保信用评价，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

了有益经验。但在实践中也存在环保信用评价标准不统一，评价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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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有待规范、信用评价结果应用不够充分等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

加强和完善顶层设计，推动全国环保信用评价工作高质量发展。

按照相关工作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成立《指导

意见》起草小组，就环保信用评价制度进行专题研究，起草形成《指

导意见》初稿。随后，起草小组赴浙江、甘肃等地开展调研工作，

与基层环保部门座谈，走访不同环保信用等级的企业，邀请相关部

门、企业和社会组织代表及生态环境专家座谈，在广泛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指导意见》。

二、重点内容

在现有实践基础上，《指导意见》对环保信用评价制度进行了

完善和创新，主要包含五部分内容，共十八条。

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明确按照依法依规、以评促建、深化应

用、保护权益的原则，自 2022 年起对纳入生态环境监管且对生态

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有重要影响的企事业单位全面实施环保

信用评价。进一步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提升生态环境领域

监管能力和水平，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第二部分是规范环保信用评价标准。明确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

发展改革委研究制定全国环保信用评价标准。各省（区、市）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会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部门可以根据区域环境

管理特点和工作需要，在全国环保信用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制定严

于全国环保信用评价标准的省级标准，在本辖区内施行。环保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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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应当基于环保信用信息开展，评价结果实行等级制，按环保信

用状况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A”、“B”、“C”、“D”四个等级。

第三部分是规范环保信用评价流程。明确各省（区、市）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制定工作方案或实施细则，设区的市级以上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对辖区内企事业单位开展环保信用评价。各级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应通过部门门户网站等渠道对拟作出的环保信用评价结果

进行公示，企事业单位、社会公众和社会组织可在公示期内对评价

结果提出异议。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环保信用评

价结果动态管理机制，对纳入评价范围的相关企事业单位信用信息

及时进行更新，并根据评价标准调整评价结果。

第四部分是强化环保信用评价结果应用。明确各有关部门和单

位应根据企事业单位环保信用评价等级，依法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

惩戒。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根据企事业单位环保信用评价结果，实

施分级分类监管。各有关部门应在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

检查、监督抽验等过程中，依法依规应用企事业单位环保信用评价

等级信息。

第五部分是加强环保信用评价的组织实施。切实加强党对环保

信用评价工作的统一领导，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联合、

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加强环保信用信息安全管理，依

法依规采集、归集、共享和使用相关信息。加强对开展环保信用评

价的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商会的监督管理。加大宣传力

度，深入细致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