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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ep.gov.cn/gkml/hbb/bl/201701/t20170118_394953.htm） 

 

附錄 

环境保护部令 

部令 第 42 号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已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由环境保护部部务会议审

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环境保护部部长 陈吉宁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 

（试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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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污染地块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防控污染地块环境风险，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发布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疑似污染地块，是指从事过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

电镀、制革等行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及从事过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活动的用地。 

按照国家技术规范确认超过有关土壤环境标准的疑似污染地块，称为污染地块。 

本办法所称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相关活动，是指对疑似污染地块开展的土壤环境初步

调查活动，以及对污染地块开展的土壤环境详细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治理与修复及其

效果评估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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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拟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已收回土地使用权的，以及用途拟变更为居住用地和商业、

学校、医疗、养老机构等公共设施用地的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相关活动及其环境保护监督

管理，适用本办法。 

不具备本条第一款情形的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放射性污染地块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环境保护部对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地方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相关活动的监

督管理。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被调整为设区的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派出分

局的，由设区的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所属派出分局开展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相关活

动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环境保护部制定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相关活动方面的环境标准和技术规范。 

第六条 环境保护部组织建立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污染地块信

息系统）。 

县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按照环境保护部的规定，在本行政区域内组织建设和应用

污染地块信息系统。 

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环境保护部的规定，通过污染地块信息

系统，在线填报并提交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相关活动信息。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污染地块信息系统，与同级城乡规划、国土资源等部

门实现信息共享。 

第七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举报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开展疑似污染

地块和污染地块相关活动的行为。 

第八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对造成土壤污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行为，依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第二章 各方责任 

 

第九条 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负责开展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相关活

动，并对上述活动的结果负责。 

第十条 按照“谁污染，谁治理”原则，造成土壤污染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治理与修

复的主体责任。 

责任主体发生变更的，由变更后继承其债权、债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相关责任。 

责任主体灭失或者责任主体不明确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依法承担相关责任。 

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的，由土地使用权受让人或者双方约定的责任人承担相关责任。 

土地使用权终止的，由原土地使用权人对其使用该地块期间所造成的土壤污染承担相关责

任。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实行终身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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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受委托从事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相关活动的专业机构，或者受委托从事治

理与修复效果评估的第三方机构，应当遵守有关环境标准和技术规范，并对相关活动的调查报

告、评估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受委托从事风险管控、治理与修复的专业机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环境标准和技术规范，

按照委托合同的约定，对风险管控、治理与修复的效果承担相应责任。 

受委托从事风险管控、治理与修复的专业机构，在风险管控、治理与修复等活动中弄虚作

假，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接受处罚外，还应当依法与造成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的其他责任者承担连带责任。 

 

第三章 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 

 

第十二条 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

全的规定，会同工业和信息化、城乡规划、国土资源等部门，建立本行政区域疑似污染地块名

单，并及时上传污染地块信息系统。 

疑似污染地块名单实行动态更新。 

第十三条 对列入疑似污染地块名单的地块，所在地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

土地使用权人。 

土地使用权人应当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内完成土壤环境初步调查，编制调查报告，

及时上传污染地块信息系统，并将调查报告主要内容通过其网站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

公开。 

土壤环境初步调查应当按照国家有关环境标准和技术规范开展，调查报告应当包括地块基

本信息、疑似污染地块是否为污染地块的明确结论等主要内容，并附具采样信息和检测报告。 

第十四条 设区的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提交的土壤环境初步调查报告

建立污染地块名录，及时上传污染地块信息系统，同时向社会公开，并通报各污染地块所在地

县级人民政府。 

对列入名录的污染地块，设区的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环境标准和技术

规范，确定该污染地块的风险等级。 

污染地块名录实行动态更新。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具有高风险的污染地块，优

先开展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对列入污染地块名录的地块，设区的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书面通知土地

使用权人。 

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在接到书面通知后，按照国家有关环境标准和技术规范，开展土壤环境

详细调查，编制调查报告，及时上传污染地块信息系统，并将调查报告主要内容通过其网站等

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 

土壤环境详细调查报告应当包括地块基本信息,土壤污染物的分布状况及其范围,以及对土

壤、地表水、地下水、空气污染的影响情况等主要内容，并附具采样信息和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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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环境标准和技术规范，在污染地块土壤环境详

细调查的基础上开展风险评估，编制风险评估报告，及时上传污染地块信息系统，并将评估报

告主要内容通过其网站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 

风险评估报告应当包括地块基本信息、应当关注的污染物、主要暴露途径、风险水平、风

险管控以及治理与修复建议等主要内容。 

 

第四章 风险管控 

 

第十八条 污染地块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并结合污染地块相关开发利用

计划，有针对性地实施风险管控。 

对暂不开发利用的污染地块，实施以防止污染扩散为目的的风险管控。 

对拟开发利用为居住用地和商业、学校、医疗、养老机构等公共设施用地的污染地块，实

施以安全利用为目的的风险管控。 

第十九条 污染地块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环境标准和技术规范，编制风险管控

方案，及时上传污染地块信息系统，同时抄送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并将方案主要内容通过其

网站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 

风险管控方案应当包括管控区域、目标、主要措施、环境监测计划以及应急措施等内容。 

第二十条 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风险管控方案要求，采取以下主要措施： 

（一）及时移除或者清理污染源； 

（二）采取污染隔离、阻断等措施，防止污染扩散； 

（三）开展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空气环境监测； 

（四）发现污染扩散的，及时采取有效补救措施。 

第二十一条 因采取风险管控措施不当等原因，造成污染地块周边的土壤、地表水、地下

水或者空气污染等突发环境事件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及时采取环境应急措施，并向所在地县

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第二十二条 对暂不开发利用的污染地块，由所在地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配合有关部门

提出划定管控区域的建议，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设立标识、发布公告，并组织开展土壤、地

表水、地下水、空气环境监测。 

 

第五章 治理与修复 

 

第二十三条 对拟开发利用为居住用地和商业、学校、医疗、养老机构等公共设施用地的

污染地块，经风险评估确认需要治理与修复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开展治理与修复。 

第二十四条 对需要开展治理与修复的污染地块，土地使用权人应当根据土壤环境详细调

查报告、风险评估报告等，按照国家有关环境标准和技术规范，编制污染地块治理与修复工程

方案，并及时上传污染地块信息系统。 

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在工程实施期间，将治理与修复工程方案的主要内容通过其网站等便于

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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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方案应当包括治理与修复范围和目标、技术路线和工艺参数、二次污染防范措施等内

容。 

第二十五条 污染地块治理与修复期间，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其委托的专业机构应当采取措

施，防止对地块及其周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治理与修复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或者处置，并达到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环境标准和要求。 

治理与修复工程原则上应当在原址进行；确需转运污染土壤的，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其委托

的专业机构应当将运输时间、方式、线路和污染土壤数量、去向、最终处置措施等，提前五个

工作日向所在地和接收地设区的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 

修复后的土壤再利用应当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有关规定和标准要求。 

治理与修复期间，土地使用权人或者其委托的专业机构应当设立公告牌和警示标识，公开

工程基本情况、环境影响及其防范措施等。 

第二十六条 治理与修复工程完工后，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委托第三方机构按照国家有关环

境标准和技术规范，开展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编制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报告，及时上传污染

地块信息系统，并通过其网站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公开时间不得少于两个月。 

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报告应当包括治理与修复工程概况、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治理与

修复效果监测结果、评估结论及后续监测建议等内容。 

第二十七条 污染地块未经治理与修复，或者经治理与修复但未达到相关规划用地土壤环

境质量要求的，有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不予批准选址涉及该污染地块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或者报告表。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城乡规划、国土资源等部门，建立和完

善污染地块信息沟通机制，对污染地块的开发利用实行联动监管。 

污染地块经治理与修复，并符合相应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后，可以进入用地程序。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有权对本行政区域内

的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相关活动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单位应当予以配合，如实反映情况，

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现场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单位保守商业秘密。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相关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向被检查单位调查、了解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的有关情况；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现场核查或者监测； 

（三）查阅、复制相关文件、记录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交有关情况说明。 

第三十一条 设区的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于每年的 12 月 31 日前，将本年度本行政

区域的污染地块环境管理工作情况报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于每年的 1 月 31 日前，将上一年度本行政区域的污染地块环

境管理工作情况报环境保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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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受委托的专业机构在编制土壤环境初步调查报告、土壤环

境详细调查报告、风险评估报告、风险管控方案、治理与修复方案过程中，或者受委托的第三

方机构在编制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过程中，不负责任或者弄虚作假致使报告失实的，由县

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将该机构失信情况记入其环境信用记录，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向社会公开。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