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的认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等相关法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依法行使监督管理职责中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不明

确或者存在争议时的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活动。 

  涉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之间，因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民事纠纷引发的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活动，不适用本办

法。 

  本办法所称土壤污染责任人不明确或者存在争议，包括以下

情形： 

  （一）建设用地上曾存在多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

人的； 

  （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存在多种来源的；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以下简称土

壤污染责任人），是指因排放、倾倒、堆存、填埋、泄漏、遗撒、

渗漏、流失、扬散污染物或者有毒有害物质等，造成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需要依法承担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责任的单位和个

人。 

  本办法所称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是指实施前款

所列行为，可能造成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由建设用地所在地设区的市

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 

  跨设区的市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由省级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 

  第五条  土壤污染责任人负有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

复的义务。土壤污染责任人无法认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

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包括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土壤污

染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修复、风险管控效果评估、修复效果评

估、后期管理等活动。 

  第六条  建设用地及其周边曾存在的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

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七条  国家鼓励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与涉及土壤污染责任

的单位和个人之间，或者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多个单位和个人之



间就土壤污染责任承担及责任份额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协商过

程中，土壤污染责任份额可以按照各自对土壤的污染程度确定；

各自对土壤的污染程度无法确定的，可以平均分担责任份额。 

  第八条  国家鼓励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土壤污染责任人认

定的有关线索。 

国家鼓励和支持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自愿实施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第二章 申请与调查 

  第九条  对经土壤污染风险评估，依法需要采取风险管控措

施或者实施修复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不明确或者存在争

议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或者土壤污染

风险评估报告中提出的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向

有管辖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申请。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

况依职权主动开展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 

  第十条  申请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书； 

  （二）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 

  （三）已经依法评审通过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土壤污

染风险评估报告等信息； 



  （四）涉及土壤污染及责任人认定的相关信息和线索； 

  （五）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求提供的

其他相关材料。 

  第十一条  接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申请后，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个工作日内

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 

  （二）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受理的，应当当场作出不予受理的

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 

  （三）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当当场或者五个工作日内一次

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可以当场更正的，应当允许

申请人当场更正； 

  （四）符合本办法规定，申请材料齐全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

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应当受理。 

  第十二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

在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成立调查组启动土壤污染责任

人调查，也可以指定或者委托调查机构启动调查工作。 

  前款规定的调查机构，应当具备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所需要

的专业技术能力。鼓励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作为调查

机构。调查机构、调查人员不得与所调查的建设用地、涉及土壤

污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存在利益关系。 



  第十三条  调查组或者调查机构应当按照客观公正、实事求

是的原则，做好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工作，并提交调查报告。 

  调查组或者调查机构应当重点针对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单

位和个人的污染行为，以及该污染行为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之间

的因果关系等开展调查。 

  第十四条  调查组或者调查机构开展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

时，可以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调取建设用地涉及的突发环境事件

处理情况、相关单位和个人有关环境行政执法情况等材料，向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调取土地使用权人历史信息，土地、矿产等自然

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及有关行政执法情况，水文地质信息等材料。 

  调查组或者调查机构开展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时，可以向建

设用地及其周边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其生产经营活动中污染物

排放、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污染事故、相关生产工艺等情况。有

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材料。 

  调查人员可以向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与土壤污染有关

的情况。 

  第十五条  调查组开展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需要进行鉴定

评估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指定或者

委托相关技术机构开展鉴定评估。 

  调查机构开展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需要进行鉴定评估的，

可以委托相关技术机构开展鉴定评估。 



  第十六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污染行为与土壤

污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一）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曾在建设用地地块上

实施过本办法第三条所列行为，且污染物或者有毒有害物质与该

建设用地土壤特征污染物具有相关性； 

  （二）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曾在建设用地地块周

边实施过本办法第三条所列行为，污染物或者有毒有害物质与该

建设用地土壤特征污染物具有相关性，且存在污染物或者有毒有

害物质能够到达该地块的合理迁移路径。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土壤污染责任人无法认

定： 

  （一）不存在或者无法认定因果关系； 

  （二）无法确定土壤污染责任人的具体身份信息； 

  （三）土壤污染责任人灭失的。 

  第十八条  调查组或者调查机构应当自启动调查之日起六

十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并提交调查报告；情况复杂，不能

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调查的，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延长调查期限的，应当告知申请人。 

  鉴定评估时间不计入前款规定的调查期限。 

  第十九条  调查组或者调查机构提交的调查报告应当包括

以下内容： 



  （一）建设用地地块及其污染状况概述； 

  （二）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依据； 

  （三）调查过程； 

  （四）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理由； 

  （五）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意见；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调查报告应当附具有关证据材料。 

第三章 审查与认定 

  第二十条  设区的市级或者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同

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成立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委员会（以下简称

认定委员会）。认定委员会成员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省级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专职工作人员和有关专家组成。认

定委员会成员不得与要审查的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工作存在利

益关系。 

  调查工作结束后，原则上三个工作日内，调查组或者调查机

构应当将调查报告提交认定委员会进行审查。 

  认定委员会应当自收到调查报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进

行审查，出具审查意见。审查意见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调查报告提出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二）调查程序是否合法合规； 



  （三）是否通过审查的结论。 

  第二十一条  调查报告通过审查的，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委

员会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将调查报告及审查意见报送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调查报告未通过审查的，认定委员会应当将调查报告退回调

查组或者调查机构补充调查或者重新调查。调查组或者调查机构

应当自调查报告退回之日起三十日内重新提交调查报告。 

  第二十二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

当自收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委员会报送的调查报告及审查意

见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并于十个工作日内连同认定

委员会审查意见告知申请人、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和土壤污染责任

人；无法确定责任人的，告知申请人和建设用地使用权人。 

第四章 其他规定 

  第二十三条  在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审查过程中以及作出

决定前，应当充分听取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

单位和个人的陈述、申辩。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涉及土壤污染责

任的单位和个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予以采

纳。 

  第二十四条  土壤污染责任人、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对土壤污

染责任人认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

诉讼。 



  第二十五条  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工作结束后，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应当及时归档。档案材料应当至少保存三十年。 

  第二十六条  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过程中，发生下列情形之

一的，可以终止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 

  （一）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之间就土壤污染责任

承担及责任份额协商达成一致，相关协议书报受理认定申请的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二）经诉讼等确认土壤污染责任； 

  （三）申请人申请终止认定。 

  第二十七条  从事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的调查、审查与决定

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恪尽职守、诚信公正。未经有权机关批准，

不得擅自发布有关信息。不得利用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工作牟取

私利。 

  第二十八条  开展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所需资金，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

染防治法》第七十条规定，向同级人民政府申请。不得向申请土

壤污染责任人认定的单位和个人收取任何费用。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农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农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的认定，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等相关法律，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农业农村、林草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

境、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行使监督管理职责中农用地土壤污染

责任人不明确或者存在争议时的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活动。涉及

农用地土壤污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之间，因农用地土壤污染民事

纠纷引发的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活动，不适用本办法。 

  前款所称农用地，主要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和其他农用地。 

  本办法所称土壤污染责任人不明确或者存在争议，包括以下

情形： 

  （一）农用地或者其周边曾存在多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

位和个人的； 

  （二）农用地土壤污染存在多种来源的；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农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以下简称土壤

污染责任人），是指因排放、倾倒、堆存、填埋、泄漏、遗撒、渗

漏、流失、扬散污染物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造成农用地土

壤污染，需要依法承担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责任的单位和个

人。 

  本办法所称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是指实施前款

所列行为，可能造成农用地土壤污染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由农用地所在地县级以上地

方农业农村、林草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负责。 

  跨行政区域的农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由其上一级地方

农业农村、林草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负责。 

  第五条  耕地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认定土壤污染责任人；林地、草地由林草主管部门会同

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认定土壤污染责任人；其他农用地

由农业农村、林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会同生态环境、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认定土壤污染责任人。 

  第六条  土壤污染责任人负有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

复的义务。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包括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土壤污

染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修复、风险管控效果评估、修复效果评

估、后期管理等活动。 

  第七条  农用地及其周边曾存在的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单

位和个人，应当协助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八条  国家鼓励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多个单位和个人之

间就土壤污染责任承担及责任份额进行协商，达成协议。无法协

商一致的，由农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委员会综合考虑各自对

土壤的污染程度、责任人的陈述申辩情况等因素确定责任份额。 

  第九条  国家鼓励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土壤污染责任人认

定的有关线索。 

  国家鼓励和支持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自愿实施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第二章 启动与调查 

  第十条  土壤污染责任人不明确或者存在争议，依法需要采

取风险管控措施或者实施修复的农用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农业农村、林草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启动农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 

  （一）周边曾存在相关污染源或者有明显污染物排放； 

  （二）倾倒、堆存、填埋、泄漏、遗撒、渗漏、流失、扬散



污染物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在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时，应当综合考虑本行政区域农用地污

染状况、相关举报情况等因素。对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应当有重点地纳入年度工作计划。 

  第十一条  农业农村、林草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可以成立调查组启动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也可以指

定或者委托调查机构启动调查工作。 

  前款规定的调查机构，应当具备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所需要

的专业技术能力。调查机构、调查人员不得与所调查的农用地、

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存在利益关系。 

  第十二条  调查组或者调查机构应当按照客观公正、实事求

是的原则，做好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工作，并提交调查报告。 

  调查组或者调查机构应当重点针对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单

位和个人的污染行为，以及该污染行为与农用地土壤污染之间的

因果关系等开展调查。 

  第十三条  调查组或者调查机构开展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

时，可以向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调取受污染农用地区域及其周边有

关行政执法情况等材料；向林草主管部门调取林地、草地利用过

程中有关行政执法情况等材料；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调取农用地

及其周边涉及的突发环境事件处理情况、相关单位和个人环境行

政执法情况等材料；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调取农用地及周边土地、



矿产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及有关行政执法情况、地球化学背

景调查信息、水文地质信息等材料。 

  调查组或者调查机构开展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时，可以向农

用地及其周边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其生产经营活动中污染物排

放、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污染事故、相关生产工艺等情况。有关

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材料。 

  调查人员可以向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与土壤污染有关

的情况。 

  第十四条  调查组开展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需要进行鉴定

评估的，农业农村、林草主管部门可以会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指定或者委托相关技术机构开展鉴定评估。 

  调查机构开展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需要进行鉴定评估的，

可以委托相关技术机构开展鉴定评估。 

  第十五条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污染行为与土壤

污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一）在农用地土壤中检测出特征污染物，且含量超出国家、

地方、行业标准中最严限值，或者超出对照区含量； 

  （二）疑似土壤污染责任人存在向农用地土壤排放或者增加

特征污染物的可能； 

  （三）无其他相似污染源，或者相似污染源对受污染农用地

土壤的影响可以排除或者忽略； 



  （四）受污染农用地土壤可以排除仅受气候变化、自然灾害、

高背景值等非人为因素的影响。 

  不能同时符合上述条件的，应当得出不存在或者无法认定因

果关系的结论。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土壤污染责任人无法认

定： 

  （一）不存在或者无法认定因果关系； 

  （二）无法确定土壤污染责任人的具体身份信息； 

  （三）土壤污染责任人灭失的。 

  第十七条  调查组或者调查机构应当自启动调查之日起六

十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并提交调查报告；情况复杂，不能

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调查的，经农业农村、林草主管部门会同生态

环境、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 

  鉴定评估时间不计入前款规定的调查期限。 

  第十八条  调查组或者调查机构提交的调查报告应当包括

以下内容： 

  （一）农用地地块及其污染状况概述； 

  （二）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依据； 

  （三）调查过程； 

  （四）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理由； 

  （五）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意见及责任份额；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调查报告应当附具有关证据材料。 

第三章 审查与认定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农业农村、林草主管部门会同生态

环境、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成立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委员会（以下

简称认定委员会）。认定委员会成员由县级以上地方农业农村、林

草、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专职工作人员和有关专家组成。

认定委员会成员不得与要审查的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工作存在

利益关系。 

  调查工作结束后，原则上三个工作日内，调查组或者调查机

构应当将调查报告提交认定委员会进行审查。 

  认定委员会应当自收到调查报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进

行审查，出具审查意见。审查意见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调查报告提出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二）调查程序是否合法合规； 

  （三）是否通过审查的结论。 

  第二十条  调查报告通过审查的，认定委员会应当在三个工

作日内将调查报告及审查意见报送农业农村、林草、生态环境、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调查报告未通过审查的，认定委员会应当将调查报告退回调

查组或者调查机构补充调查或者重新调查。调查组或者调查机构

应当自调查报告退回之日起三十日内重新提交调查报告。 

  第二十一条  农业农村、林草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认定委员会报送的调查报告及审查意

见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并于十个工作日内连同认定

委员会审查意见告知土壤污染责任人。 

第四章 其他规定 

  第二十二条  在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审查过程中以及作出

决定前，应当充分听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农民专业合

作社及其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

的陈述、申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农民专业合作社及

其他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提出的

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应当予以采纳。 

  第二十三条  土壤污染责任人对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决定

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四条  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工作结束后，农业农村、

林草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归档。

档案材料应当至少保存三十年。 

  第二十五条  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过程中，发生下列情形之



一，可以终止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 

  （一）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之间就土壤污染责任

承担及责任份额协商达成一致，相关协议书报启动认定调查的农

业农村、林草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 

  （二）经诉讼等确认土壤污染责任。 

  第二十六条  从事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的调查、审查与决定

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恪尽职守、诚信公正。未经有权机关批准，

不得擅自发布有关信息。不得利用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工作牟取

私利。 

  第二十七条  开展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所需资金，农业农村、

林草、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七十条规定，向同级人民政府申请。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省级农业农村、林草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

会同同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

体实施细则，并报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生态环境部、自然

资源部备案。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