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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项目申请报告通用文本

第一章 项目单位及拟建项目情况

一、项目单位情况。包括项目单位的主营业务、营业期限、

资产负债、企业投资人（或者股东）构成、主要投资项目、现

有生产能力、项目单位近几年信用情况等内容。

二、拟建项目情况。包括拟建项目的建设背景、建设地点、

主要建设内容、建设（开发）规模与产品方案、工程技术方案、

主要设备选型、配套公用辅助工程、投资规模和资金筹措方案

等。拟建项目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主体功能区规

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等相关规划衔接和协调情况，拟建项

目的产业政策、技术标准和行业准入分析。拟建项目取得规划

选址、土地利用等前置性要件的情况。

第二章 资源开发及综合利用分析

一、资源开发方案。资源开发类项目，包括对金属矿、煤

矿、石油天然气矿、建材矿以及水（力）、森林等资源的开发，

应分析拟开发资源的可开发量、自然品质、赋存条件、开发价

值等，评价是否符合资源综合利用的要求。

二、资源利用方案。包括项目需要占用的重要资源品种、

数量及来源情况；多金属、多用途化学元素共生矿、伴生矿、

尾矿以及油气混合矿等的资源综合利用方案；通过对单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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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主要资源消耗量指标的对比分析，评价资源利用效率的先

进程度；分析评价项目建设是否会对地表（下）水等其它资源

造成不利影响。

三、资源节约措施。阐述项目方案中作为原材料的各类金

属矿、非金属矿及能源和水资源节约以及项目废弃物综合利用

等的主要措施方案。对拟建项目的资源能源消耗指标进行分析，

阐述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实现资源

能源再利用与再循环等方面的主要措施，论证是否符合能耗准

入标准及资源节约和有效利用的相关要求。

第三章 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一、生态和环境现状。包括项目场址的自然生态系统状况、

资源承载力、环境条件、现有污染物情况和环境容量状况等，

明确项目建设是否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以及与相关规划环评结论

的相符性。

二、生态环境影响分析。包括生态破坏、特种威胁、排放

污染物类型、排放量情况分析，水土流失预测，对生态环境的

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对流域和区域生态系统及环境的综合影

响。

三、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按照有关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水

土保持的政策法规要求，对可能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提出治理

措施，对治理方案的可行性、治理效果进行分析论证。根据项

目情况，提出污染防治措施方案并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

四、特殊环境影响。分析拟建项目对历史文化遗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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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重要湿地、风景名胜和自然景

观等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并提出保护措施。

第四章 经济影响分析

一、社会经济费用效益或费用效果分析。从资源综合利用

和生态环境影响等角度，评价拟建项目的经济合理性。

二、行业影响分析。阐述行业现状的基本情况以及企业在

行业中所处地位，分析拟建项目对所在行业及关联产业发展的

影响，尤其对产能过剩行业注重宏观总量分析影响，避免资源

浪费和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并对是否可能导致垄断，是否符合

重大生产力布局等进行论证。

三、区域经济影响分析。对于区域经济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的项目，应从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空间布局、当地财政收支、

社会收入分配、市场竞争结构、对当地产业支撑作用和贡献等

角度进行分析论证。

四、宏观经济影响分析。投资规模巨大、对国民经济有重

大影响的项目，应进行宏观经济影响分析。涉及国家经济安全

的项目，应分析拟建项目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提出维护经济安

全的措施。

第五章 社会影响分析

一、社会影响效果分析。阐述拟建项目的建设及运营活动

对项目所在地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益。其中要对就业

效果进行重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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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适应性分析。分析拟建项目能否为当地的社会环

境、人文条件所接纳，评价该项目与当地社会环境的相互适应

性，提出改进性方案。

三、社会稳定风险分析。重点针对拟建项目直接关系人民

群众切实利益且涉及面广、容易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在风险

调查、风险识别、风险估计、提出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判断

风险等级基础上，从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等方面

进行分析。

四、其他社会风险及对策分析。针对项目建设所涉及的其

他社会因素进行社会风险分析，提出协调项目与当地社会关系、

规避社会风险、促进项目顺利实施的措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