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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以下简称“国家环保总局”)最近颁布了《关于加强

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该指导意见对重污染企业申请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市或再融资作出限

制性规定。事实上, 自 2003 年起, 依据国家环保总局 2003 年发布的

《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

查的通知》以及其 2007 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

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以下统称为

“通知”)的规定, 从事重污染行业的公司在申请上市或再融资时即被

要求接受国家环保总局的环保核查。时至今日, 指导意见的公布将

进一步限制从事重污染行业的公司的上市及再融资并且加强上市公

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责任, 从而不仅能够改善上市公司环境保护行为, 
同时将降低由于上市公司的环境污染问题而引起的投资风险。 
 
环保核查 

 
- 哪些公司应该申请环保核查？ 
 

依据指导意见的规定, 从事重污染行业的公司若想进行首次

公开发行或申请再融资的上市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于重污染

行业的, 都应申请环保核查。 
 

前述重污染行业暂时被界定为包含 13 个行业, 即冶金、化工、

石化、煤炭、火电、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

制革和采矿业。 
 
- 核查范围 
 

需纳入环保核查范围的公司包括申请环保核查的公司下属的

从事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的分公司、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

司以及利用募集资金从事重污染行业的公司。环保核查的时

段为申请环保核查前连续 3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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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查程序 
 

依据指导意见及通知的规定, 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的公司应向相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核查。

通常而言, 公司应向其注册地所在的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核查。但从事火力发电、钢铁、

水泥、电解铝行业的公司以及跨省从事重污染行业的公司则应取得国家环保总局的批准。 
 
相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提出核查建议及意见, 并以其部门信函的方式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根据证监会 2008 年 1 月 9 日发布的通知, IPO 申请文件中应包括相

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核意见, 否则不予受理申请。 
 
- 核查执行情况 
 

2007年下半年以来, 国家环保总局完成了对 37家公司的环保核查并公布了一份包括 10家未通过环

保核查的公司的名单, 在香港上市的中煤能源(代号: 1898)、紫金矿业(代号: 2899)以及海螺水泥(代
号: 0914)赫然在列。这 10 家公司的上市计划因此推迟。 
 
国家环保总局称其推迟批准是因为上述公司或其分支机构存在过度排放、水处理设备不足或未决环

保诉讼等情况, 但国家环保总局没有明确该 10 家公司应做怎样整改才能取得其批准以推进公司的

上市步伐。到目前为止, 上述 10 家公司中的大多数已经取得批准。 
 
- 环境信息披露要求 
 

指导意见同时也强调了对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要求。根据指导意见, 根据信息性质的不同, 上
市公司应适用强制公开或自愿公开两种形式进行。如果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衍生产品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上市公司应披露并提供详细说明。上述重大事件包括新公布的环境法

律、法规及政策可能对上市公司产生影响的, 公司因环境违法违规而受到调查、或受到重大行政处

罚、刑事处罚的, 公司重大的投资可能影响重大环境争议的环境和法律程序的。 
 
指导意见以及前述与环保相关的通知对于加强在华上市公司的环保意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并且

据悉, 国家环保总局和证监会将会协力合作共寻改进上市公司环保监督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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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译自出版于 China Law & Practice, April 2008 (《中国法律与实务》2008 年 4 月刊)上的同名出版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