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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报告表适用公众参与程序研究

——从“夏春官等诉东台市环保局环评行政许

可案”切入

吴卫星 刘宁

(南京大学法学院，南京 210093)

【摘 要】:根据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必须

适用公众参与程序，而对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是否适用公众参与程序则没有明确

规定。通过对法规的梳理和对现行环评公众参与制度的检讨，我们发现，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建设项目的公众参与存在专门性规范缺失、听证会模式发挥空间有限以及编制过程缺乏公众参与

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在于对受影响公众私益的忽视。鉴于现有的法律规范对应当编制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的公众参与基本无保障作用，应拓宽环评公众参与的适用范围，将部分应

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纳入其中。

【关键词】: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制度构建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风险社会的背景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被视为环境保护行政规制中极为重要的制度安排，而公众参

与则是环境影响评价的核心程序。我国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分类管理，其中就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

书和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需要实施环境影响评价。
①1
在实践中，对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项目，

建设方以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通常不会主动适用环评公众参与程序。然而，这些项目中例如餐饮、娱乐、

电站等建设项目往往会对周边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其造成的光、热、噪声、辐射等污染常给相邻公众的生活

带来不利后果。因此，在此类项目投入运营之后，与周边居民发生矛盾的情况屡见不鲜。2014 年最高人民法院

公布的人民法院十大环境保护行政案件之一的“夏春官等 4人诉东台市环境保护局环评行政许可案”，突出地反

映出这一问题。

夏春官等 4 人系江苏省东台市东台镇景范新村 19 号楼住户，其住宅与四季辉煌沐浴广场上下相邻。2013

年 4 月 1日，东台市环保局作出《关于对东台市东台镇四季辉煌沐浴广场洗浴服务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

意见》(以下简称《审批意见》)，同意该沐浴广场于景范新村 17幢与 19 幢间新建洗浴服务项目。夏春官等人

认为环保局在未召开论证会、座谈会以及征询公众意见的情况下直接作出《审批意见》，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故

1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 16 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 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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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台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该《审批意见》。东台市环保局辩称，本案洗浴服务项目为应编

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不属于应当开展公众参与和举行听证的建设项目，故其作出的《审批意见》合

法。东台市法院认为，夏春官等人的住宅和四季辉煌沐浴广场相邻，而新建洗浴项目投入运营后所产生的潮湿

及热、噪声污染等，不能排除对原告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的可能，根据《行政许可法》第 47 条规定，《审批意见》

在作出前被告应告知原告享有听证的权利，其没有告知即作出《审批意见》的行为违反了法定程序，遂判决撤

销该《审批意见》。在二审程序中，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①2

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为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是否适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程序。尽管两级法

院根据《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以四位居民与新建洗浴项目存在重大利益关系为由认定其享有听证的权利，

然而该争议焦点并未得到妥善、明晰地解决。本文拟进一步探讨该问题，首先对我国现行的法规进行梳理，然

后对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环评公众参与的适用进行检讨，最后提出相应对策并对我国环境影响

评价制度以及相关立法的修改提出建议。

二、应编制环评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公众参与的法规梳理

(一)国家立法

对于国家层面的立法，本文将其分为专门性规定和其他相关规定进行梳理。专门性规定是指针对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适用范围所作出的专门规定；其他相关规定是指虽未对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适用范围作出明确

规定，但是可以适用并解释得出相关结论的其他立法中的规定。

1．专门性规定

国务院 1998 年颁布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首次对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适用的范围作出规定，

该条例第 15条规定:“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

和居民的意见。”2002 年出台的《环境影响评价法》第 21 条第 1 款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环评报告书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

意见。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 年印发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是我国首部针对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的专门立法。其第 2条规定，该办法适用于应当编制或者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环境影响

报告书应当报原审批机关重新审核的建设项目。其第 3条规定，该办法也适用于环保部门在审批或者重新审核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过程中征求公众意见的活动。2014 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 56 条第 1款规定，对

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编制时充分征求公众意见。

2．其他相关规定

在我国，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属于环境保护行政许可程序的一种，因此环评报告表的审批

不仅应当遵循相关环境保护立法，还应适用《行政许可法》及其相关立法关于行政许可公众参与的规定。《行政

2 ① 参见《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2013) 东行初字第 0060 号行政判决书》、《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盐环行终字第 0002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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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法》第 46 条规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

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依职权主动举行听证。第 47 条第 1款则是依申请听证之规

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作出许可决定前告知申请人、利害关

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第 5条第 2款、第 3款则为两条文于环境保护行

政许可领域之具体化。根据上述规定，环境影响报告表在审批中应当进行听证的有两种情况:一是该建设项目涉

及公共利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听证的；二是建设项目直接涉及与他人的重大利益关系，申请人、

利害关系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二)地方立法

除了上述国家立法，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对本辖区环境影响评价的实施作出了

进一步的规定，其中亦有涉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适用范围的内容(参见表 1)。

上述地方立法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适用范围的规定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如山东省、四川省和内

蒙古自治区的相关规定，其在国家层面立法的框架内，进一步明确了建设项目适用环评公众参与应当具备的“涉

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要件
①3
；第二类为上海市和陕西省的相关规定，其直接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适用的范围进行了扩充，明确了应当编制环评报告表的建设项目适用环评公众参与的情形。例如，2004 年

颁布的《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第 17条第 3款规定，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

设项目对周围环境可能造成较大影响的，建设单位应当参照本条第 1款的规定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

见。这就将对周围环境可能造成较大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纳入公众参与的适用范围。2006

年颁布的《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适用

的范围除了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以外，还包括可能产生恶臭、异味、油烟、噪声或者其他污染，严

重影响项目所在地居民身心健康和生活环境质量的建设项目。
②4

基于上述对法规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依据国家层面的立法，对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

设项目必须适用公众参与程序，参与环节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阶段和审批阶段，参与形式并无特殊限制。

3 ①参见《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第 16 条、《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实施办法》第 24 条、《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第 31 条。

4 ②参见《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第 33 条第(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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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是否适用公众参与程序，现行环境立法则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并

不排除环评审批阶段适用《行政许可法》关于公众听证会的规定。我国某些环评地方立法，例如上海市和陕西

省，则把环评公众参与的范围予以扩大，将部分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项目纳入其中。

三、我国现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制度之检讨

(一)制度层面存在的问题

1．专门性规范缺失导致公众参与功能难以发挥

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到《环境保护法》，我国的国家层面立法在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适

用的范围时，都将其限定为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而对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项目，其

环评中的公众参与只能从其他相关立法中解释得出，这直接导致公众参与的功能在该领域中难以发挥。而当因

参与不足导致公众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时，公众只能通过诉讼、上访、群体性抗争等方式进行解决。关于此制

度设计，立法者在对新《环境保护法》第 56 条的释义中指出，该条坚持了环境影响评价法中适用公众参与的建

设项目范围，并非所有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都要进行公众参与，只有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编制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才必须执行公众参与程序。
①5
可见，关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的环

评公众参与在专门性规范中的“缺席”，并非立法者的疏忽或缺漏。

然而，从理想化的角度来看，将环评公众参与适用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显然更有利于保

障公众的权利，提升行政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②6
黑川哲志亦有“环评是实现环境信息公开与居民参加的一

种风险交流制度”的论断，可见公众参与之于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地位。
③7
对于上述“缺席”现象，笔者认为

可以作如下理解。首先，从宏观的发展角度来看，我国长期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中，环境保

护的价值被弱化，
④8
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作为与公众就建设项目环境风险的交流与沟通，自然会对项目的

推进产生阻力，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其次，从参与意识的角度来看，我国民众的参与意识普遍较

为淡薄，因环评中公众参与不足而引发事后抗争事件具有“或然性”且概率相对较低，这也促就了政策制定者

对于公众参与程序的轻视以及侥幸的心理。再者，从政府失灵的角度来看，政策制定者同样具有自利的动机，

会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此语境下得到的利益包括经济扩张带来的表面政

绩以及通过被管制企业的寻租活动而分享的利润等。
⑤9
因此，为了发展经济、提升效率、节省成本以及避免“不

必要”的反对，行政程序的设计者和实施者往往选择在特定领域不引入或者部分引入公众参与。
⑥10

2．听证会的高规格以及适用的主观性使其发挥空间有限

5 ①参见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释义》，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4 年，第 195 页。

6 ②参见汪劲:《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之公众参与问题研究》，《法学评论》2004 年第 2 期。

7 ③黑川哲志:《环境行政的法理与方法》，肖军译，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第 105 页。

8 ④参见肖强、王海龙:《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现行法制度设计评析》，《法学杂志》2015 年第 12 期。

9 ⑤参见吴卫星:《环境权研究———公法学的视角》，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第 148 页。

10 ⑥参见唐明良:《环评行政程序的法理与技术: 风险社会中决策理性的形成过程》，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12 年，第 138 页。



5

根据《行政许可法》和《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的规定，适用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

设项目的环评公众参与形式有且只有听证会一种，且只能由环保部门组织。而根据我国立法的相关规定，公众

参与方式主要有六种，分别为调查公众意见、咨询专家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和书面意见陈述。
⑦11
其

中，较于其他方式，听证会更为有利于保障公众陈述意见、质证和申辩的权利，是规格和参与强度最高的公众

参与形式。

但是，对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来说，单一的、规格和参与强度较高的听证会反而无法发

挥其效果。首先，环境影响报告表在审批中的听证有两种启动模式，分别为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听证的

以及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要求听证的。然而，这两种模式的前提为拟建项目涉及公共利益或者涉及与他人的重

大利益关系，而对于利益关系的认定主体仍为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听证会作为规格较高的公众参与模式，通常

会耗费较多的行政资源。加之环境保护行政资源的匮乏以及规定本身的非针对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通常不会

主动认定利益关系的存在，从而规避了听证会召开的前提。再者，听证会本身作为一种审判型的程序构造，其

设计的根本目标是权利保障，而此种构造与重点以调整多元利益、推进整体公益和提升决策理性为建制取向的

环评公众参与不完全兼容。
①12
基于上述原因，实践中听证会在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审批中启动率

极低，有局部的实证数据为证:安徽省 2007 年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项目共 3617 件，其中采用听证会形式征求

公众意见的数量为零。
②13

3．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缺乏导致实际效果的减损

现有制度设计将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的环评公众参与时间限定为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阶

段，将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的公众参与的时间则限定为报告书的编制阶段和审批阶段。环境影响报

告表在编制阶段公众参与的缺席，必将导致实际效果的减损。

公众参与乃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核心程序，其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重要意义。在环评文件的编制阶段，

公众参与旨在为项目建设方与公众之间提供一个双向对等的风险沟通平台。通过公众的监督和交涉，对建设项

目的环境风险和应对措施进行调整和优化，增强项目的环境友好性。而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阶段，公众

参与虽然承担着对于风险沟通的补充功能，但是其更多是为审批程序的民主正当性提供背书。同时，编制阶段

的公众参与多数情况下还具备环境信息提供的功能，而公众参与的质量取决于其拥有环境信息的数量和质量，

因此前期对环境信息全面、有效地获知是后期公众参与的基础性前提。因此，将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

设项目的环评公众参与时间限定为审批阶段，会直接导致公众与政府及建设单位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③14
这

实际上排斥了公众通过正当途径达到参与目的的大部分可能性，使得公众参与流于形式，违背了环评公众参与

制度设计的初衷。
④15

11 ⑦参见《环境影响评价法》第 21 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第 12 条和第 14 条。

12 ①参见唐明良:《环评行政程序的法理与技术: 风险社会中决策理性的形成过程》，第 210－211 页。

13 ②参见赵光慧:《安徽省公众参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对策研究》，合肥工业大学 2008 年硕士论文，第 14

－16 页。

14 ③参见朱谦:《公众环境行政参与的现实困境及其出路》，《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

第 1 期。

15 ④参见王彬辉:《新〈环境保护法〉“公众参与”条款有效实施的路径选择》，《法商研究》201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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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存在的原因:对受影响私益的忽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在于，拟建项目可能对外产生不利影响，包括对公益的影响和对

受影响公众私益的影响，因此需要事先进行评价以达到风险预防的目的，以防患于未然。
⑤16
当拟建项目对外可

能产生的不利影响较大时，则需要公众参与程序的介入，以实现风险的沟通与意见的表达，取得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我国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分类管理，而就分类的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法》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立法的表述均为“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⑥17
。对于可能造成重大环境

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应当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程序。可见，我国立法中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是否应当进行公众参与的衡量标准是拟建项目对环境公益的影响程度，并未将对受影响公众私

益的影响纳入考虑的范围。然而，对于部分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虽然对环境公益的影响为

轻度，但是仍会对受影响公众的私益带来严重的不利后果，篇首所举的案例即属于此种情况。因此，将应当编

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排除于环评公众参与的适用范围之外，只考虑到了拟建项目对公益的影响，而忽

视了对受影响公众私益的影响，这显然有失偏颇，也不符合环境行政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四、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环评公众参与之构想

我们认为，应适当扩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适用范围，将部分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纳

入其中，理由如下:第一，部分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环境影响虽为“轻度”，但往往会对周

边公众的私益带来较严重的不利后果。第二，公众参与环境风险沟通与交流的基础性平台，可有效地降低建设

项目对公众产生的负面作用，增强决策的可信度，减少公众因参与不足导致的“制度外参与”。第三，我国正处

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生态优先原则已基本确立，环境保护被列为优先考虑的对象，因此以公众参与减少

建设项目对于环境的不利影响，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①18
鉴于现有的法律规范对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建设项目的公众参与基本无保障作用，应着手构建该类建设项目的环评公众参与制度，并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环评公众参与的方式

单一的听证会模式无法满足不同程度的公众参与要求，因此对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应

采用多样化的公众参与途径。我国立法就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环评公众参与规定了六种方式，

即调查公众意见、咨询专家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和书面意见陈述。笔者认为，在确定应当编制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公众参与的途径时，应去除咨询专家意见和论证会两种形式，理由如下:咨询专家意见和

论证会皆为以专家为参与主体的活动形式。当专家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活动时，其当然应当属

于公众的范畴。但是在以咨询专家意见或者论证会的形式征求意见时，专家通常是受邀于某一特定单位并获取

相应的报酬，所以其给予的意见往往掺杂了单位的利益倾向；同时，专家在提供意见或者论证时一般会结合自

身的学术和专业背景，使得其意见不能完全符合公众的诉求。
②19
因此，专业和民意应当得到区分，咨询专家意

见和论证会不应当列作征求公众意见的形式。

16 ⑤参见吕忠梅:《论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决策法律机制》，《中国法学》2014 年第 3 期。

17 ⑥参见《环境影响评价法》第 16 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 7 条。

18 ①参见王灿发:《论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中国法学》2014 年第 3 期。

19 ②参见朱谦:《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制度完善的思考与建议》，《环境保护》2015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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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适用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环评公众参与的四种形式后，还应当确定每种形式的具

体操作方式和适用情形，以增强实践中途径选择的规范性和易操作性，避免因可替代方案的存在所导致的适用

混乱。对于该四种环评公众参与的形式，由于书面意见陈述和其他形式相比具有随时性和相对不公开的特点，

所以将其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因此还剩下调查公众意见、座谈会、听证会三种方式。首先，应当制定具体方

案对该三种方式的操作作出详细规定，以调查公众意见为例，须明确调查公众意见的调查方法、样本数量、样

本分布及比例确定等。其次，明确三种方式的效力位阶，该三种方式的效力位阶由弱到强依次应为调查公众意

见、座谈会和听证会。同时，设定相应的标准，对拟建项目进行筛选，确定需要“最完整充分的公众参与”“一

般性的公众参与”“简单的公众参与”以及“无需进行公众参与”四个层次。最后，对处在不同层次的拟建项目

和不同效力位阶的公众参与形式进行匹配，对“无需进行公众参与”以外的其他三个层次的拟建项目设置最低

的公众参与形式要求。

(二)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环评公众参与的主体资格

环评公众参与的主体资格问题，即参与主体与拟建项目具有何种关联度才能成为适格的参与主体。对于应

当编制环境影响评价书的建设项目环评公众参与的主体资格，《环境保护法》第 56 条的表述为“应当向可能受

影响的公众说明情况，充分征求意见”，《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第 15 条第 2款的表述则为“必须包

括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可见，我国对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环

评公众参与主体资格的确认采用了“受影响”要件，即参与主体必须包括可能受到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而对

是否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判断，我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 15 条规定为“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

居民”，即以地域为判断基准。但是亦有学者认为，所在地更多为一种辅助判断的功能，认定所谓的影响应当不

限于生理或现实之损害，还包括心理的冲击、经济上的长远影响，以及文化和社区的认同感等。
①20

对于建设项目环评公众参与的主体资格，有学者认为不应以“受影响”要件为判断标准，任何单位和个人

都可以基于环境公益的目的而要求参与。该观点的主要理由是，环评对象所涉及的环境整体及其要素作为公共

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因此不宜对公众参与的权利主体进行限定。
②21
笔者认为，以“受影响”要件来确定环评

公众参与的主体资格，既达到了公众参与的权利保障效果，又兼顾了实际操作中对于效率的要求。因此，对于

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可沿用当前立法对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的规定，以“受

影响”要件来界定公众参与的主体资格。鉴于通常情况下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产生的环境风险

对公众的私益影响不大，且影响程度一般与距离拟建项目远近成正比，因此可以地域范围为原则判断公众是否

受影响。而其他例如对公益、文化认同的影响等要素可作为地域原则的补充，以保证公众参与主体资格界定的

民主化和全面性。

我国现行有关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国家立法对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是否应当适用公众参

与程序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不免产生法律争议，如此制度设计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对受影响民众私益(环境

权益)的忽视。目前，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正面临变革。2016 年 4 月 11日，环境保护部委托环境保护部环

境工程评估中心发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征求意见稿)》；2016 年 4 月 14 日，环境保护部在

其网站上公布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2016 年 7 月 2日，《环境影响评价法》

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1次会议中完成修订，修改后的法律于 2016 年 9 月 1日施行。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

20 ①参见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208 页。

21 ②参见王灿发、于文轩:《“圆明园铺膜事件”对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拷问》，《中州学刊》200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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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部法律草案和修订后的环评法仍然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适用范围局限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

告书的建设项目。
③22
我们认为，值此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改革之时以及诸多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修改之

际，理应拓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适用范围，对于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但对相邻人的环境权益产生较大

影响的建设项目应当纳入其中。这样既符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思路，亦符合环境民主原则的要求。

22 ③参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 2 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修

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 26 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等六

部法律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