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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planning methods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are still 
immature,	lack	of	systematic	and	mature	operational	theories,	the	completeness	of	planning	mechanism	needs	to	be	further	developed,	
and	the	ability	of	execution	is	obviously	limited.	With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EIA	work	in	land	management	
has	been	given	a	higher	standard	of	 implementation	requirements.	Under	such	a	 trend,	 land	use	assessment	with	environmental	
impact	planning	as	the	core	become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	process	involves	an	in-depth	re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signated	land,	prediction	and	assessment	of	the	potential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the	land	in	the	fu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ppropri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ies.	Th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n-depth	promo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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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导向的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方法
董晓丽   刘敏

山东碧源项目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山东 济南 250000

摘 要

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应用所涉及的环境影响评价和规划方法仍初出茅庐，缺少系统成熟的操作理论，规划机制的完备性有待
进一步打造，执行层面的能力局限性明显。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提升，土地管理中的环评工作被赋予了更高标准的执行要
求。在这样的趋势之下，以环境影响规划为核心的土地利用评估工作变得格外重要。该流程涵盖了对指定土地现状的深入
梳理，预测与评估土地将来可能受到的环境效应，进而构建出相应的环保策略。此举对于环境保护事业的深入推进具有重
大意义。

关键词

规划导向；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方法

【作者简介】董晓丽（1990-），女，中国山东泰安人，硕

士，工程师，从事环境工程研究。

1 引言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公众在追求经济进步的

同时，也逐渐提升了对土地使用上的关注度。自从中国实施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来，对于市级层面

的土地开发规划，法定必须先行开展环境影响的评估工作。

该法律的颁布反映出政府在防治环境污染和维护生态均衡

方面的决心。在人类奋力追逐经济飞速增长的过程中，生态

环境保护常被置于次要位置，进而引发各种社会与环保层面

的连锁问题。其中，环境问题尤其值得我们关注。这些问题

一旦出现，对于土地使用规划的长远发展将产生深远的负面

效应，乃至于土地的利用格局都将受到牵连。因此，对土地

规划的环境影响进行系统评估，建构出民主性的评价机制并

研究有效的环境影响模型，变得至关重要，以期降低土地规

划对于自然生态的破坏。

2 对于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特征的论述

观察中国在土地使用规划的环境评估实施情况，与国

际水平相较，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几个关键领域。

2.1 具备战略性特征
土地的开发配置对特定地域来说是一项具有长期性和

整体性的布局工作，此举对未来产生着战略性的效果。鉴于

此，对土地使用方案中潜在的环境后果进行评价时，亦需采

纳具有远见和全局性的评估方法，确保对其带来的环境影响

有一个全方位和长线的考量。

2.2 具备综合性特征
规划土地使用不仅涉及若干关键领域，如农耕、森林

管理、水资源管理及城镇建设。同时，其对环境造成的效应

也广泛触及众多层面，包含大气、水体、土质及生态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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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鉴于此，对土地使用规划所进行的环境效应评估需具有

全面性，横跨诸多维度，全方位考量各类要素，以实现整体

性的评价。

2.3 具备预测性特征
执行土地使用规划过程中要花费一段时日，而这些规

划对环境的效应同样需要时间才会表现。所以，在评估土地

使用规划对环境的潜在影响时，必须采取前瞻性的评价方

法，进而对可能产生的环境变化进行预测与模拟。

2.4 具备预防性特征
对土地使用规划中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其根本宗旨

在于阻止或降低规划执行可能给自然带来的负面效果。评估

工作应当涵盖预防环境损害的策略，并确保针对可能的环境

负面影响拟定出合适的改善提案与对策，进而减轻或消除执

行规划时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

2.5 具备公众参与性特征
土地使用规划须兼顾社会公共益处与权利，民众的加

入及反馈在评估过程中起至关作用。故而，在土地使用规划

的环境影响诊断中，需确保民众有机会参与，搜集广大民意

及提案，以提升评估工作的明晰度与公平性。

3 规划导向的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方法

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 SEA 和主要派系两个不同的走

向。前者强调策略性的实施，采取自顶向下的策划与规划模

式；而后者聚焦于各项具体项目，倾向采取自底向上的环评

方法。SEA 同样可以细分为两类不同的方式：一为专案的

环境评估手段；二为基于规划学的途径。鉴于土地规划对环

境冲击具有的长时性、连续性，以及所需信息覆盖广泛且变

数较大的特点，有关机构宜采纳宏观的政策学与决策论方

法。尽管如此，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往往更偏向于选择被频

繁采用的现成手段，并根据评估的真实需求及对象的特性，

实施针对性的解决策略。

3.1 向专家进行咨询以用来判断
征询专家的见解是判断问题的一个方法。这种方法本

质上是依赖于专家的知识经验及集思广益的过程——先提

出各种建议，然后通过集中讨论与深入分析来确认环境的受

影响程度，进而对影响的重要性进行评估，最终按次序排列，

并对不同类型的影响进行价值判别和相应处理。正如成语所

言，人多力量大，集合众专家的头脑风暴常常能导向最合适

的解决方案。

3.2 通过核查表法进行识别处理
采用清单式审核程序，首先将环境要素一项项详尽罗

列，紧接着按顺序对这些因素进行逐一检验以及评估，终极

根据评估结果归纳出具体分析。此种方法亦适用于全盘审

视规划目的和战略的调适性，通过此技巧详尽地记录各项数

据、相关资讯以及周全的阐释，结合专才的深厚知见，识透

和剖析核心环境难题及相关要素。

该策略之强在于能并行考虑行动策划中涉及的社会、

经济以及生态资源各个领域带来的作用，清晰地展现给相关

工作人员和领域专家，使他们能迅速捕捉全局，对众多要素

进行有效审视及应对，极大地降低了忽略或遗失关键问题的

风险。然而，它也同样存在一个不足，那就是提及的因素颇

为庞杂，且阐释其相互间的复杂联系颇具挑战。

3.3 灵活使用矩阵法进行核查
这种技术是最初也是应用最普遍的环境评估和决策分

析工具，亦可视为二维表格式的审查工具。矩阵方法大致可

分为基础的交互作用矩阵和具有迭代特征的矩阵两种类型，

通常被用于表示直观量化的模型与图形的重叠结果。该策略

能有效呈现每个作用因素与环境资源及生态系统之间所引

发的叠加效应，因而在社会与经济问题的分析中得到广泛

应用。

3.4 绘制叠图法进行问题展示
层叠分析法便是将一系列用以表征各要素的透明图层

重合起来，借助这种形象化的手段立即呈现出区域环境所受

的影响强度及性质。这一方法涉及将规划区的地貌现状图、

可能发生的水土流失分布图、水质衰退情况图、城市宏观规

划图等相关图件重叠，旨在进行区域分析、效果预测和综合

评定。该法的优点在于直接明晰，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它无法

提供环境影响的定量显示。

3.5 善于使用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GIS）具备卓越的数据储存与管理能力，

它将分析得到的数据结果以直观形式展现，从而有效加快了

环境影响评估的流程。遥感技术已经转变成目前开展土地资

源调研中的关键工具，极大地简化了大规模数据搜集的复杂

度，极其适用于广泛土地资源现状的勘测和资料归集。将地

理信息系统与遥感技术整合使用，可以显著增进信息量与数

据解析的效能。通过把地图覆盖技术融合 GIS 及遥感技术，

可以运用各异的遥感影像对土地使用带来的环境影响进行

深入分析。

3.6 压力—状态—响应方法
本策略的主旨在于通过“动力、负担、形态、反作用”

的结构模型来揭示土地使用规划同环境品质的转化联系。其

基本逻辑是由人的持续活动对环境资源施加极大的负担，这

种不断积聚的压力令自然资源的品质出现了变化。为了改善

这种状况，需通过实施合适的土地政策及管理手段以减轻这

些影响。在应用过程中，该策略通常采取 PRS 框架来构建

指标系统，并将这些指标整合进土地的策划、决策与管理流

程之中，从而进行土地使用规划对环境的影响评估，指引规

划方向。

3.7 采用生态服务价值方式
以生态服务价值评估为手段的规划引领型用地规划环

评旨在审视土地规划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效应，并且对由此

而衍生的经济价值进行估算。专门而言，此举旨在对地面使



27

资源与环保进展·第 02卷·第 02 期·2024 年 02 月

用方案对生态服务如水质保持、土壤维护、二氧化碳吸纳、

生物种类繁荣等作用的影响予以剖析，表征方案对生态整体

状况的作用。鉴于生态功效分析结果，构想配套的生态赔付

对策，例如生态重建、生态赔偿等，旨在补救方案对生态系

统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提升生态系统的总体稳态。另外，对

地面使用方案施行完成后生态服务功能的变更赋予经济估

价，有利于诠释方案对生态服务经济效益的贡献。随后，依

据对土地经济价值的分析所得，调整并改善土地使用计划以

增强土地的生态服务价值，并保障相应补偿政策的实效性与

持久性，进而为决策层提供更具有价值的参照资料。

4 规划导向的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措施

开展土地利用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估过程中，需重视土

地在社会、经济和生态层面上多功能的整体平衡。通过改良

土地配置和规划设计，不仅能够推动社会与经济的进步，而

且能有效保障自然生态的健康，同时提升土地资源的高效运

用，减少生态系统遭遇的损害。这为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

生态环保的和谐统一提供了途径。因此，拟定出旨在预防及

缓解的方案显得尤为关键，它是降低土地利用计划对环境影

响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对评估结果的综合分析，建立预防

性措施，调整土地配置方针，精进土地规划架构等环节，能

够拟订出既科学合适又切实可行的预防和改善方略。这些措

施将为进一步执行土地使用计划提供坚实的支持与确保。

4.1 确定评价的目标和范围
明晰评估的核心焦点和旨归尤为关键，诸如探讨土地

应用布局对于气候变迁的作用，或审视该规划对物种多样性

造成的影响等问题。设定的评估目标须是明确可量化和可评

价的，且需清楚指出受评估的土地使用类别或特定地域，比

方说涵盖耕地、林地与市区用地等。焦点应集中于土地应用

规划对环境带来的种种效应，包括但不限于对水资源、土壤

状况及空气品质的影响等方面。

4.2 加强现状调查和分析
深度勘察并解析土地现况，透过实地考察、摄影、逐

项记载等手段搜集必要数据，洞察土地的使用种类、分布状

况和开发程度。同时，积极搜罗各类基础数据，诸如地貌图、

航天遥感图像、统计数字、环境监测结果等，这些建档会为

解读土地的使用状态和环境基础因素提供支撑，有助于评价

土地使用对环境造成的作用，梳理与土地使用相关的类型、

分布和强度信息，并对土地使用所带来的环境挑战及潜在的

生态风险进行深入探讨。

4.3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一个科学性、合理性强且易于操作的评估指标体

系在实施以规划为主导的土地使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估中扮

演至关重要的角色。首先，结合土地使用规划的具体特征及

环境影响评估的具体需求，需确定合适的评估指标。比如，

我们可以从资源使用的高效性、生态保护的有效性、经济社

会发展角度等多个维度挑选相应的评估指标，并根据既定的

逻辑顺序及其重要性把这些指标合理串联起来。继而依据考

核体系阐设适宜的评判准则，该准则需明晰列出各项指标的

临界值或适用区间，并揭示不同临界值或区间在环境效应上

的差异化强度。紧接着明确评判手法，通过融合定性分析与

定量测度的混合途径，可以在评估土地使用计划对环境所产

生作用的同时，保障结果的客观性与精确性。此外，还能评

议比较各种方案对环境的影响深度及其覆盖广度，进而为策

划预防与减轻环境负面效应的策略提供坚实的参考依据。

4.4 制定预防和缓解措施
依据评价成果，拟定了一套相匹配的防范方针，专门

针对土地运用计划可能引起的环保问题，其中涵盖了改善土

地运用的结构性调整、土地布局的优化策略，以及加倍维护

生态环境的措施。除此之外，通过合理分配土地资源，推动

土地使用方式向更合理、更绿色的方向发展，也是降低土地

规划对自然环境影响的重要步骤。同时，关键在于加大对生

态保护的力度，通过恢复生态系统、实行生态补偿等手段，

进一步减缓土地规划带来的环境负面效应。

5 结语

总结以上分析，从对以规划为核心的土地使用规划环

境影响的全面剖析来看，实现土地资源永续经营的宗旨，需

深度考量土地规划本质特性，并采取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

的评估手段。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估方法在社会经济和社会影

响的研究深度上存在不足。故此，中国相关机构应当持续优

化和深化这些土地利用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估技术，以推进土

地资源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最终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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