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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从业单位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广东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办法》《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等要求，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从业单位和个人管理，制定本办法。

一、管理范围和原则

（一）管理范围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和个人（以下简

称“从业单位和个人”），是指在本省从事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和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修复、

环境监理、风险管控效果评估、修复效果评估、后期管理以及相

关监测检测、地勘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二）管理原则

遵循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运用报告评审、

弄虚作假行为调查、信用管理等事中事后管理手段，构建单位自

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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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业单位责任

从业单位和个人应遵纪守法、诚实守信，落实以下责任：

（一）从业单位应具备环境类、土壤类或地质类等相关专业

中级及以上技术人员，并在相关报告责任页中体现。

（二）从业单位应具备开展相关工作所必需的场所，包括具

备必要的办公条件、相关工作档案资料管理设施及场所等。

（三）报告编制单位对其出具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风

险评估报告、风险管控方案、修复方案、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报告

和修复效果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或方案”）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负责，并落实编制人员和审核人员签字责任。

（四）报告编制单位按照约定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

估、风险管控、修复、后期管理等活动结果负责。

（五）风险管控和修复施工单位应按照备案的风险管控和修

复方案进行施工。

（六）风险管控和修复施工单位不得从事同一地块的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效果评估、修复效果评估活动。

（七）从业单位和个人应依法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

境执法机构、其他负有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组织的

监督检查工作，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

三、报告评审与管理

（一）报告评审

报告编制单位负责出具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风险评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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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报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风险管控方案

和修复方案，并配合完成报告或方案的评审、备案工作。包括：

1.报告编制单位应配合土壤污染责任人、土地使用权人，及

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相关报告或方案的评审、备案；

2.报告编制单位项目负责人应参加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组织

的报告评审；

3.报告审核通过但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的，报告编制单位应

配合土壤污染责任人、土地使用权人在评审结束后 30 个工作日内

将修改完善后的报告上传全国土壤环境信息平台。

（二）报告不予受理

报告编制单位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6 个月内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不予受理该单位出具的报告：

1.单位基本情况弄虚作假或出具虚假报告的；

2.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安全生产或二次污染事故的；

3.伪造、变造数据的；

4.其他严重质量问题的。

（三）禁止从事报告编制业务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报告编制单

位出具虚假报告且情节严重的，禁止从事报告编制业务。报告编

制单位的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十年内禁止从事

报告编制业务；构成犯罪的，终身禁止从事报告编制业务。

四、弄虚作假行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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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指南所称的弄虚作假行为，是指从业单位或个人蓄意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技术导则或规范要求，在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修复、环境监理、风险管

控效果评估、修复效果评估、后期管理以及相关监测检测、地勘

等活动中弄虚作假，出具虚假报告或方案，或者在接受检查时提

供虚假信息或材料等行为。

（一）涉嫌弄虚作假行为线索的发现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从业单位或个人涉嫌弄虚作假行为线索

的发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1.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组织报告评审、现场检查等过程中，

专家及相关管理部门发现的从业单位或个人涉嫌弄虚作假行为的

线索；

2.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接到有关从业单位或个人涉嫌弄虚作假

等相关行为的投诉或举报线索，或接到其他部门移交的问题线索。

（二）针对涉嫌弄虚作假行为的调查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从业单位或个人涉嫌弄虚作假行为开展

调查。

1.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或专家，为从业

单位或个人涉嫌弄虚作假行为调查取证工作提供必要的技术支

持。

2.监测机构出具的土壤监测报告涉嫌弄虚作假的，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依据《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方法》（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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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2015〕175 号）开展调查。

3.针对从事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和修复

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修复、环境监理、风险管控效果评估、修

复效果评估、后期管理及地勘等活动的从业单位或个人涉嫌弄虚

作假行为的调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1）伪造访谈记录和地块历史资料；

（2）伪造、篡改布点采样数据，如伪造、调换真实土壤样品，

伪造、篡改土壤采样时间及原始记录等；

（3）出具虚假档案材料，如伪造二次污染防控措施、效果，

伪造监理记录，故意隐瞒或造假修复后土壤最终去向，或以不相

关项目照片和影像资料等充当支撑材料；

（4）刻意隐瞒、谎报重大环境污染和安全事故；

（5）在接受检查时提供虚假信息或材料。

（三）弄虚作假行为的处理处罚

1.经调查证实监测机构出具的土壤污染状况监测报告弄虚作

假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照《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

及处理办法》（环发〔2015〕175 号）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处罚。

2.经调查证实从业单位出具虚假报告或方案的，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

对相关单位或个人予以处理处罚。

3.经调查证实从业单位或个人在接受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其他负有土壤污染防治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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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职责的部门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

律法规，对相关单位或个人予以处理处罚。

五、多元共治管理

（一）加强政府监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从业单位从事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和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修复、环

境监理、风险管控效果评估、修复效果评估、后期管理以及相关

监测检测、地勘等活动的监管，包括：

1.建立报告质量评价机制，定期通过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官方

网站向社会公布从业单位的报告评审通过情况。

公布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报告编制单位名称、报告

名称、主要负责人、评审通过情况、年度提交报告总数、年度评

审通过率等。

2.开展辖区内从业单位从事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

风险管控和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修复、环境监理、风险管

控效果评估、修复效果评估、后期管理以及相关监测检测、地勘

等活动的抽查和现场检查。

3.组织辖区内从业单位或个人涉嫌弄虚作假行为调查。

4.建立信用惩戒机制，将从业单位或个人的违法违规、失信

信息依法纳入“信用广东”网站，向社会公布。

5.处理辖区内从业单位或个人投诉举报事项。

（二）强化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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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组织和个人发现从业单位或个人在本省涉嫌弄虚作假或

违法违规的，可通过信函、传真、邮件、12345 政府服务热线或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微信公众号“广东生态环境”等渠道向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报告或者举报。

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并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予以保

密。

（三）实施行业自律管理

鼓励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等相关行业协会依照

章程开展从业单位专业能力评价，探索制定从业单位管理相关行

业标准，建立从业单位信用管理“黑名单”、“白名单”，推动并完

善行业信用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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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从业单位管理办法（试行）》

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土壤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办法》《广

东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的

要求，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以

下简称“从业单位”）和个人管理，我厅组织编制了《广东

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二、编制过程

2019年 12月底，编制小组梳理了我国《土壤污染防治

法》等相关政策文件中关于从业单位和个人管理的相关要

求，形成《管理办法》大纲。2020年 1月中，我厅组织赴工

业和信息化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开展调研，交

流从业单位和个人管理的重点和难点。2020年 1月至 6月底，

我厅多次组织了《管理办法》讨论会，编制小组在前期调研

和专家论证的基础上，补充完善与现有政策文件的衔接，形

成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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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内容

（一）主要任务

主要任务分为 5条 18款，具体为：

1．管理范围和原则。包括管理范围和管理原则 2 项内

容。

2．从业单位责任。包括从业单位技术人员的专业能力

要求、从业单位工作场所、报告编制单位对出具报告的质量

和约定结果负责、风险管控和修复施工单位应按照备案的方

案进行施工且不得从事同一地块的效果评估活动，以及从业

单位应配合监督检查等 7项内容。

3．报告评审与管理。包括报告编制单位应配合完成报

告评审、报告不予受理和禁止从事报告编制业务 3项内容。

4．弄虚作假行为调查。包括涉嫌弄虚作假行为线索的

发现、涉嫌弄虚作假行为的调查、弄虚作假行为处罚 3项内

容。

5．多元共治管理。包括加强政府监管、强化社会监督、

实施行业自律管理 3项内容。

（二）主要特点

一是突出从业单位责任。目前大部分从业单位没有资质

管理要求，社会上存在各种错误认识，以为从业单位可以不

受约束，政府部门无权干涉。这些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

优秀从业单位的积极性，“劣币逐良币”，影响了行业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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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和长远发展。为此，《管理办法》依据《土壤污染防治

法》第四十三条等相关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从业单位技术人

员的专业能力要求、从业单位的工作场所要求以及其他从业

单位和个人应履行的责任等。

二是明确管理范围和对象。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和修复活动主体多元，类型多种多样，在管理过程中，要么

过泛，要么过窄，难以统一。《管理办法》根据《土壤污染

防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把管理范围界定为在广东省从事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和修复方

案编制、风险管控、修复、环境监理、风险管控效果评估、

修复效果评估、后期管理以及相关监测检测、地勘等活动的

单位和个人。

三是强化报告评审与质量管理。目前编制单位出具的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风险评估报告、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报

告和修复效果评估报告，主要通过报告评审及公布报告评审

通过情况等事中事后监管手段，来加强报告质量管理。《管

理办法》以《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指南》

为依据，规定从业单位和个人应配合土壤污染责任人或土地

使用权人，开展报告评审申请以及报告修改、上传信息平台

等工作；对于报告编制单位存在违法情形的，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将做出报告不予受理或禁止从事报告编制业务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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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

四是开展弄虚作假行为调查。针对部分从业单位在所从

事的相关活动中弄虚作假，出具虚假报告或方案，或者在接

受检查时提供虚假信息或材料等行为，依据《土壤污染防治

法》，《管理办法》规定了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从业单位或个

人涉嫌弄虚作假行为调查的不同情形，避免将从业单位或个

人主观故意出具虚假报告与仅因专业能力不足导致报告质

量差等情况相混淆。

五是建立多元共治管理模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行业

协会、社会公众等，在从业单位和个人管理中承担着不同的

角色。《管理办法》提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从

业单位和个人的监管，行业协会负责行业自律管理，鼓励社

会公众参与针对从业单位或个人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推动

构建多元共治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