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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环境、经济、社会三个可持续发展子

系统，子系统相互起良性作用，相互增值，在结构、功能上相协调，区域

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环境可持续应当在区域可持续

发展中先行。 

传统 EIA 的缺陷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迫切要求是 SEA 产生的根本

原因。区域开发规划 EIA 属于区域 SEA，为规划层次上的 SEA，也是 SEA 在

中国目前的主要应用形式。 

传统项目EIA研究的是项目建设和运行期间的环境影响，关注的是“代内公

平”；而可持续发展除了关注“代内公平”外,更加关注“代际公平”。规

划EIA是把可持续原则的实施从宏观的区域规划战略落实到实际的、可操作

的具体项目的桥梁，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支持工具。 

本论文采用模糊数学的方法，建立工业区可持续发展模糊评价指标集，构

建各指标的隶属函数，并引入“区域可持续支持度”的概念，通过典型案

例上海化学工业区有无开展规划EIA两种情况下“区域可持续支持度”的对

比，定量研究了开展规划EIA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促进作用，并提出了

在我国如何有效保证规划EIA顺利开展的对策建议。 

本研究不仅深化人们对规划EIA的理解，使决策者和公众真正认识到开展规

划EIA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规划EIA在我国的顺利开展提供技术支持；而

且对于上海化学工业区的环境管理和环境规划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对完

善上海化工区开发规划以及指导化工区今后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决策参考

价值。 

 
 
关键词：规划 EIA；可持续发展；模糊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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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 systematic engineering,including 
environment,economic and society three branch systems.Only three branch 
systems causing positive effection and increasing in value mutually,harmonizing 
in constructure and function can region realize all-round,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enuinely,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hould be 
put on the first step in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deficiency of traditional EIA and the urgency of carrying ou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imulate the emergence of SEA.Regional planning 
EIA belongs to regional SEA.It is a kind of SEA in plan rank order,and it’s also 
the main apply form in China. 

Traditional EIA put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impac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period,concerning about “the fairness of 
generation-to-generation”.However,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t only concerns 
about “the fairness of generation-to-generation”,but also “the fairness of 
generation-to-next generation”. Planning EIA is a bridge about putting the 
pricipl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macroscopic regional plan to pratical 
projects.It is an effective tool to support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fuzzy mathematics, setting up the fuzzy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of industrial zones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membership function of every indicator, recommending 
the conception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Support”.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correlation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Support under carrying out planning EIA  
and without carrying out planning EIA in typical example Shanghai chemical 
industrial zones,this paper researchs quantitatively that planning EIA is an 
effective tool to promote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t last,this paper 
puts up the suggestions of how to carry out planning EIA effecively in China. 

This research not only makes the public get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planning EIA and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carrying out 
planning EIA,supplying technological support of carrying out planning EIA 
effecively in China, but also can be great directive significance to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environmental plan of Shanghai chemical industrial zones,and 
certain policy-make consultative value to perfect Shanghai chemical industrial 
zones’ developing plan. 

 
 

Key Words: Planning EI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fuzzy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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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 

城市是一个由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相互结合而成的复合大

系统，是一个“环境—经济—社会”的有机整体，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其经

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结合统一。历史上任何一个城

市或区域文明的存亡盛衰，都是城市或区域内各子系统发展不可持续的结

果。所谓文明的中断，直接呈现的是社会子系统的非持续性，起决定作用

的是经济子系统的非持续性，最根本的是环境子系统的非持续性。反过来，

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特点，首先取决于环境子系统的可持续性，接下来才

是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可持续性。因此，无论是基于经济系统以生

态环境子系统为自然基础这一基本原理，还是出于历史以来我国社会经济

的非可持续发展已经对自然环境造成的损害来考虑，环境的可持续都应当

在可持续发展中先行[1]。  

环境影响评价（EIA）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环境管理制度，在其组织实

施中坚持的核心理念就是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实施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已经从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项目EIA）层次延伸到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规划EIA）层次，从决

策源头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开展规划EIA对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的

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持作用，2003年9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影响评价法》明确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其组织编制的土地利用的有关规划，区域、流域、海

域的建设、开发利用规划，应当在规划编制过程中组织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为规划EIA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自我国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全国各地纷

纷建设了各种各样的工业开发区，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一直是各地所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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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可持续发展支持的模糊评价研究 

主要目标，决策标准单一，不顾一切的掠夺式开发资源，其结果是导致区

域环境质量的大幅下降和生态系统的日益破坏。种种迹象表明，日渐严重

的环境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限制性因子[5]。而规划EIA是在

规划层次上及早协调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决策和规划手段，包括把评价结果

应用于公共决策中，被看作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支持工具之一。同时，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对规划EIA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其

实施的保障机制远未完善 [6]，主要体现在： 

1、实施规划EIA的保证体系 

规划EIA面向的对象是国家或地方的决策和规划、计划的制定部门，由

于传统管理模式的原因和环境意识的欠缺，这些部门在短期内难于完全认

识到规划EIA的重要性和实施的迫切性，为了节省时间和资金及保证战略被

采纳，有可能尽力避开规划EIA过程和干扰规划EIA的公正性，从而对规划

EIA的实施造成影响。 

2、实施规划EIA的方法学体系 

进行规划EIA的方法学体系建立和完善，是建立规划EIA理论体系和开

展规划EIA实践的基础。规划EIA涉及的范围广、要求收集的信息和资料多，

环境影响预测的内容、模式，评价的深度各不相同，较难以形成统一的标

准格式
[2,3,4]

。 

因此，进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因子研究，针对区域开发的特点和

存在的环境问题，加强区域开发建设的宏观指导，改善从全国性到地方性

的开发建设规划，使其具有可持续性已成当务之急。本论文拟定量研究工

业区开发规划EIA的开展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支持作用，阐明规划EIA在我

国开展的必要性，为规划EIA在我国的顺利开展打好基础，使决策者和公众

真正认识到开展规划EIA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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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2 主要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本文是在大量的实际调研和文献参考的基础上，运用模糊数学方法定

量分析规划 EIA 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支持作用。论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1）可持续发展内部各子系统的系统性分析，以及环境可持续应当在

可持续发展中先行的论述； 

（2）规划 EIA 概述与研究进展； 

（3）区域可持续发展支持的模糊综合评价，包括工业区可持续发展指

标体系的构建、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层次指标的权重、隶属函数的确定等； 

（4）上海化学工业区的案例研究，通过工业区开展规划 EIA 与未开展

规划 EIA 两种情况的对比，定量研究工业区开发规划 EIA 对区域可持续发

展的支持和促进作用。 

论文研究技术路线见图 1－1。 

1．3 选取上海化学工业区作为案例的原因简析 

石油化工行业是环境重污染行业之一，其原辅材料品种复杂，且大部

分易燃、易爆、腐蚀性强、毒性大；生产工艺多为高温、高压，潜在着很

大的环境风险隐患；石油炼制过程中水耗大等。正由于石油化工行业具有

环境污染和资源能源消耗的典型性，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考虑，石油化工行

业的可持续发展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好的导向作用。 

上海历来是我国重要的化工生产基地，化工行业也是上海城市经济的

主导行业之一。但是，目前的上海化学工业普遍存在着工艺落后、缺乏发

展后劲、布局不合理及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上海作为我国经济最活跃的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龙头城市，是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之一，开展上

海城市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无疑对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很好的

示范和推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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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可持续发展支持的模糊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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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层次指标

权重的确定

上海化工区案例应用研究

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前提

下的模糊综合评价，确定区域

可持续支持度 E1 

层次分析法 

未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前

提下的模糊综合评价，确定区

域可持续支持度 E2 

各指标隶属

函数的确定

工业区可持续发展 

指标集

模糊综合评价的结果分析，提出保证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在我国有效实施的对策建议 

区域可持续发展支持的模糊 

评价研究

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概述 

图 1－1 论文研究的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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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上海化学工业区位于上海西南杭州湾北岸金山区与奉贤区接壤处的漕

泾至拓林地区，面积 23.4km
2
，工业区的建设目标是建成亚洲最大、世界一

流、整体和谐、功能完备的石油化工及其深加工基地，因此，上海化学工

业全面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改变落后生产工艺和进行环境污染治理，不仅

对上海化学工业的发展，而且对促进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和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基于石化行业的典型性、上海市的城市定位以及上海化学工业

区的建设目标，本文选取上海化学工业区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工业区开发

开展规划 EIA 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支持的初步研究。 

1．4 研究意义 

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大量区域开发行为的兴起，针对区域

开发的特点和存在的环境问题，进行区域可持续发展支持因子研究，改善

各类区域开发的指导性规划，为区域开发和环境管理提供决策依据，显得

尤为重要。同时，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颁布实施不久，

规划 EIA 的有效实施得不到保障。为了推动规划 EIA 在我国的开展，通过

定量化分析工业区规划 EIA 对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和推动作用，使

决策者和公众真正认识到开展规划 EIA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具有重要的

实践意义。 

另外，从目前国内外规划 EIA 的研究进展来看，对于规划 EIA 与可持

续发展的关系研究多集中在定性的论述上，普遍认为规划 EIA 是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有效支持工具，但定量研究规划 EIA 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支持，

则尚未见报道，是环境管理理论研究上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课题的

研究，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应用上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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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可持续发展支持的模糊评价研究 

第二章   可持续发展内涵与系统性分析 

2.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内涵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既满足当

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它 初由挪威首

相布伦特兰夫人于 1987 年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并被 1992 年联

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采纳，成为共识。 

  以 1992 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为标志，世界各国普遍开始接受可持续

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的是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其核心思

想是经济发展应当建立在社会公正和环境、生态可持续的前提下，既满足

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可持续发展的

内涵主要包括： 

（1）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

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是贫困。只有发展才能为解

决生态危机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才能 终打破贫困加剧和环境破坏的恶

性循环。因此，承认各国的发展权十分重要。 

（2）可持续发展显示了环境与发展的辨证关系，即环境和发展两者密不可

分，相辅相成。环境保护需要经济发展所能够提供的资金和技术，环境保

护的好坏也是衡量发展质量的指标之一；经济发展离不开环境和资源的支

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取决于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性 。 
[1]

（3）可持续发展从伦理角度提出了代际公平的概念。人类历史是一个连续

的过程，后代人拥有与当代人相同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当代人必须留给后

代人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必要资本，包括环境资本。虽然不能确切判定后代

人需要什么，但后代人肯定还将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因此，保护和维持地

球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是当代人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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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可持续发展内涵与系统性分析 

（4）可持续发展还包括代内公平，这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向可持续发展转

变的必要前提。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消耗了地球上大量的资源和能

源，对全球环境变化的贡献 大，并且至今仍然居于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有

利地位，继续大量占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继续大量排放污染物，造

成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因此，发达国家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承担主要责任，

应从技术和资金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环境保护能力 。 
[40]

（5）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和消费模

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循环经济，从思想到行动要有改变。 

2.2 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分析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它包括资源环境、经济、社会三个可

持续发展子系统；其中，资源环境子系统是基础、经济子系统是条件、社

会子系统是保障，三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区域是一个由经济系统、社

会系统和环境系统相互结合而成的 “环境—经济—社会”有机整体，它同

时进行着经济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和生态环境再生产这三种再生产，并分

别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这三种效益。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

是指一个区域所具有的创造财富、确保三个子系统协调运作的现实可能和

远景潜力。它取决于区域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诸多支撑条件，如区

域创造和聚集资本的能力、人力资源的质量、经济结构的合理性、经济效

益的优劣、经济增长的快慢、对外开放程度、居民的生活质量、基础设施

建设、绿化和大气及水环境质量为代表的多项指标。 

可持续发展是系统内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结合统一，只有

系统中环境、经济、社会三个子系统在结构、功能上相协调，方可实现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结构上，自然结构与经济结构、主要是产业结构相适

应，产业结构不破坏，而是有助于自然结构的稳定与演进、完善。经济结

构与社会结构、主要是人口智力结构相适应，促进产业结构得以不断升级。

社会结构适应生态环境得到维护的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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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可持续发展支持的模糊评价研究 

现人与自然和谐。在功能上，自然生态以其稳定、消除灾害而有利于经济

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能增强维护、增值生态资源的物质力量

与人力，社会环境、物质财富和良好的自然环境呈现共同演进的趋势。 

结合区域经济的资源和环境特点，为了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人们需要创造相应的条件，主要包括： 

（1） 环境、社会、经济三大系统相互起良性作用 

区域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环境、社会、经济这三个子系统组

成的复合系统来认识，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客观关系是不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总的来看，经济子系统是主导，它的状况与人们所企

望的社会生活发展目标 直接相关；其状况由区域内的生产力水平、产业

系统与经济规则来体现。社会子系统是条件，它决定着区域内经济主体的

结构、数量质量以及发挥作用的直接条件：制度、组织效能、管理水平与

精神条件。环境子系统是基础，它决定着区域内经济社会的运行是否有良

好的资源条件、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这三个子系统要能够起良性作用，

就应当做到：①经济子系统必须能够确立科学合理的社会生活发展目标，

经济活动不给生态环境造成超负荷，并通过高效率的投入产出不断积累财

力，为培育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雄厚的物质力量。②社会子系统必须

能够使区域内的人口——劳动力再生产是质量提高型的，为区域提供越来

越多的人力资源，社会环境表现为安居乐业的社会生活，劳动者能发挥

大的积极性、创造性。通过人的智慧与主观能动性，创造出区域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制度条件。③环境子系统必须体现自然再生产顺利进行，区域内

自然环境不是趋于恶化而是保持稳定或是趋于改善，人工环境在适应经济

发展需要的前提下不断扩大和取代自然环境，但并不失去应当保留的自然

生态功能，承载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能够得以不断增强。 

（2） 环境、人力、物质三类资本相互增殖 

存在于环境经济系统中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具体要素分为环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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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三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获取这些资源并运

用于宏观或微观的发展项目中，是要付出代价并且要有取得回报的预期，

也就是这三类资源具体化为环境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 

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三类资本都有所增殖。其中物质资本与人力资

本的增殖呈正相关，现代经济增长已经昭示不仅要有物质资本的投入，更

要有人力资本的支持。但是，环境资本的增殖却往往游离于经济增长视野

之外。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增殖的自然后果是环境资源的减少，这是环境

资源不断的转化为经济资源的结果，客观上要求环境资本增大来与经济增

长相适应。然而，环境资本不是货币，长期对环境资源的补偿不足将导致

环境资本没有增加的实际可能，这将导致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避免

出现这种情况的基本途径，就是将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到

有利于环境资源增加的经济活动中去，使环境资本得以在经济发展中增殖。

因此，在一段时期，特别是环境资源已经被严重耗竭的情况下，为了环境

资本的增殖，物质资本的增殖速度要减缓。但是，从长期来看，物质资本

只能在与环境资本共同增殖的过程中推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人力

资本相应要适应这两类资本增殖的需要。 

（3） 环境、人力、物质三种可持续性相互适应 

在区域经济系统内，环境可持续性表明一个区域的生态系统内部生命

和环境之间的持续转化的能力，即自然生态过程永续的生产能力和持久的

变换能力，由此保持资源和环境的再生能力。这些再生能力，都不是游离

于人的经济社会活动之外的。区域里的工业、交通业、建筑业等，一方面

对本区域内环境系统内部的生命起着负面影响，一方面对于人们推进生命

再生产与改善环境的质量起到加强物质力量的作用。 

因此，环境可持续性是否可能，与区域内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在小

规模、低水平的经济活动中，区域环境系统受经济活动的干扰破坏不大。

但是，社会发展要求区域经济系统保持其产出水平大于或等于历史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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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社会生产力本身具有经济增长的能力，经济规模自然趋向于增大，

只是经济增长 终要受到生态系统的制约。为此，在保持环境可持续性的

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性，才能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为了不使经济

活动的规模增大有损环境系统，就必须提高经济活动的品质，使之一方面

有利于生命与环境之间的持续转化，一方面减少对区域内有机生命的负面

影响，并将越来越多的经济成果用于改进环境生态系统。这样，经济可持

续性对于生态可持续性的反作用非常明显。丰硕的经济增长成果将可以提

供更多的物质力量来改进生态系统。 

上述所分析的环境可持续性与经济可持续性的相互适应，离不开社会

可持续性作为动力和保证。当人们有正当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需求时，

才可以尽量减少畸形的经济社会活动来减轻对环境系统的负面作用；当人

的再生产能够增加人力资本时，区域经济系统内的各种问题才有可能有效

解决；当区域内的社会生活是建立在比较合理的相互关系基础上时，经济

社会活动才能正常开展。总之，环境、社会、经济三种可持续性的相互适

应才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条件[1]。 

2.3 环境可持续应在可持续发展中先行 

2.3.1 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环境可持续发展是指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自然资源及其开发

利用之间的平衡，并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以支持生态

环境系统的完整性和人类愿望的实现，使人类的生态环境得以世代延续。    

环境可持续发展提倡经济发展要以资源环境为基础，不能超越生态环

境系统的承载力。它彻底否定了以“物”为中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

观，强调将资源环境作为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承认并体现资源环境对经

济增长固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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