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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环评造假

一、热点概述

靠抄袭半小时就能编出一份环评报告，环评师到现场勘察摆样子甚至有的从未出过现场，许多报告

编制人员署名为代签……2023 年至今，国内多个省市曝光了环评弄虚作假典型案例，案例暴露出环评师

资质管理松懈、评审专家把关不严、平台预警机制滞后等诸多漏洞。

近年来，生态环境部门多措并举、持续发力，健全监管机制、开展专项整治、加大处罚力度，严惩

环评文件弄虚作假和粗制滥造行为，持续对环评违法行为加强高压严惩态势。但环评造假的发生概率依

然不可低估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环评造假现象由来已久，近年来各个层面也加大了治理力度。但环评造假的发生概率依然不

可低估。半月谈的报道中提到，两个月前江西九江法院审理的一起环评造假案显示，一年不到的时间内，

涉案犯罪分子在仅有一名环评师的情况下，为全国 753 家企业出具虚假环评报告。这些环评报告没有环

评师参与编制、审核、签名，均由中间商组织人员“编制”，“靠抄袭半小时就能做一份”——造假到

这种夸张程度，说明治理上显然还有很大漏洞。相比“半小时就能编一份”更让人们震惊的是，这起案

件中完全靠虚构做出的环评报告，是“编制”多达 700 余份，成功“骗”过全国 20 余个省份的 100 多

个区县后，才被环保部门人工巡查时发现。这背后所反映出的环评审批漏洞之大、之普遍，可谓触目惊

心。

（2）事实上，早在 2018 年，生态环境部就发文要求，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各级环评

审批部门在日常管理中负责对环评“放管服”事项和技术评估机构、环评单位从业情况进行检查。那么，

任由环评机构疯狂造假，环评报告“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真的落实了吗？像此次案件中，涉事企业

在“仅有一名环评师的情况下，为全国 753 家企业出具虚假环评报告”，如果审批部门能够按要求对环

评单位从业情况进行检查，又何至于让其招摇过市？因此，环评造假现象的背后，还是审批环节的制度

规范并没有得到落实。要根治环评造假，就需对环评审批的规范性进行客观评估，该补的制度漏洞要补

上，该严肃追责就该严肃追责。

2.道理论证：

（1）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基础性制度，环境影响评价是在发展中守住

绿水青山的第一道防线，旨在通过事前控制预防破坏生态环境事件发生。因此，环评制度对于协同推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具有重要作用。环评造假等于第一道防线失守，不仅损伤环评制

度的公信力，还会对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建设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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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及环评单位各种弄虚作假行为之所以长期存在，主要根源在于执法有漏洞、执法不严格，

对各种弄虚作假行为的打击偏软。因此，各地要从平时做起，对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各种弄虚作假行为

严打重罚，既不能得过且过，也不能因各种外来因素影响，削弱和淡化依法治理责任。

3.原因分析：

（1）环评造假可以给造假者带来丰厚的利润，有些环评人员不惜弄虚作假来牟利……

（2）一些企业认识不高、守法意识不强……

（3）审批环节的制度规范并没有得到落实，违规成本低……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近几年，国内多个省市曝光了环评弄虚作假典型案例。其中，一起环评造假案显示，一年不

到的时间内，涉案犯罪分子在仅有一名环评师的情况下，为全国 753 家企业出具虚假环评报告。这

些环评报告没有环评师参与编制、审核、签名，均由中间商组织人员“编制”，“靠抄袭半小时就

能做一份”。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危害-原因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环境影响评价是在发展中守住绿水青山的第一道防线，对于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

水平保护具有重要作用。题干中提到的环评造假抄袭现象，毫无疑问会给我们的生态环境治理造成极大

的阻碍……

第二步——危害：

其一，编造数据、编造假报告假台账等行为，会使环境风险得不到有效评估和控制，对一个地方的

生态环境建设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其二，“靠抄袭半小时就能做一份”这种十分夸张的造假程度，暴露出了治理上的漏洞，损害了政

府的公信力……

第三步——原因分析：

一方面，企业及环评单位各种弄虚作假行为之所以长期存在，主要根源在于执法有漏洞、执法与报

告审批不严格，对各种弄虚作假行为的打击偏软……

另一方面，环评造假可以给造假者带来丰厚的利润，在利益的驱动下，有些环评人员不惜弄虚作假、

编造数据，让有高污染风险的项目顺利通过了审批……

第四步——过渡：

环评造假等于第一道防线失守，不仅损伤环评制度的公信力，还会对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建设造成

严重不良影响。针对以上现状，我们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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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对策：

第一，提高违法成本。针对环评造假，相关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一方面，加大对“环评失实”的

惩处力度，特别是在出现了严重环境污染事件的情况下，必须依法严厉处罚；另一方面，也要强化事后

监管，加强对项目建成投产后的监测，及时发现问题，查因追责，消除环评人员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

第二，技术赋能审批。很多环评报告弄虚作假就是“相互抄袭”，因此，审批部门可以将 AI、大数

据分析整合等技术纳入环评审批的标准程序中去，提升审核的效率和科学性，防止环评报告出现造假、

套作等情况……

第三，用好内外监督。环境影响评价要进一步增加开放性，引入社会参与和讨论。一方面，要加大

环评报告的公示力度；另一方面，在环评报告的编制过程中，要重视听取公众的意见，提高公众对环评

的认知和重视程度，让公众成为环境保护的有力监督者……

第六步——总结结尾：

环评造假是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严重背离。我们必须坚决打击此类行为，加强监管和制度建

设，确保环评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只有通过真实可靠的环评，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保护好我们的

生态环境，实现经济与环境的良性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