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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 重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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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国家决策观在发生实质性变化 

科学时报记者 王卉 

依旧选择中国科学院牵头 

“中国科学院对地震灾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的科学性、公正性，不仅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而且在协调各地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向老百

姓、向全社会、向国内外作一个合理阐释方面，可以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科学依据的作用。” 

日前，在向媒体通报青海玉树地震灾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的相关情况时，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作上述表示。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科院牵头完成了国务院部署的汶川地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工作，评价成果为中央政府在县城搬迁、灾害移民、重建

选址、开发强度等方面重大决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作用，受到国务院的高度肯定。 

此次，中央政府继续将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工作指定由中科院牵头承担。中科院成立了以副院长丁仲礼为组长、党组

副书记方新为副组长的项目领导小组，由资环局负责组织实施。 

作为原“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项目负责人，樊杰再次担任项目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依托汶川承载力评价的研

究团队，项目组由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地质地球所、遥感应用所的100多名科技人员组成。 

4月14日上午，青海省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地理资源所迅速行动，所长刘毅在当日下午就紧急部署收集相关数据资料。4月15～22日，地理

资源所共上报12份应急研究报告，其中9份被中科院上报到中办、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7份被中办刊物《专报》采用，5份得到国务院副总

理、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总指挥回良玉批示。4月23～24日，回良玉深入灾区，研究部署灾后恢复重建前期工作，确定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

价工作由中科院牵头承担。 

“近一个月来，项目组每人每天平均工作16小时。大家把手头各种事情和任务以及机会都了放下来，一门心思力争按时、保质地完成任务。”

樊杰表示。 

基于3年重建期的主要结论 

对于玉树地震灾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成果，樊杰解释说：“我们只是提供科学基础，具体结论由国务院在具体工作的衔接中来安排、由国

家统一部署。” 

在几个基本结论中，樊杰表示，第一，“就地重建，局部避让”是他们评价报告中最核心的结论，这一点已经被国家认同，对国家开展重建规

划和重建工作起到重要的科学支撑。 

提出“就地重建”是基于对当地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变化的基本判断，是通过对自然地理环境、地质条件与次生灾害、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发

展基础等四大类指标综合集成判断的，即地震对玉树的总体破坏有限、局部受损比较严重。 

同时，整个玉树地震灾区原来在城镇建设、产业选择包括寺庙修建的区位，都比较符合自然规律以及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所以这个格局改变



的意义不大”。 

对于“局部避让”，樊杰解释：由于局部有严重的地震裂缝，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的危险性也明显增大，在重建的3年内要充

分保证避让。按国际经验及相关模型，根据不同地形、不同地质构造的情况，他们提出50～200米的避让地带。“自然环境承载能力不是一成不变

的，未来的治理措施会提升承载力程度，在重建中，基本的前提是安全第一。”樊杰说。 

他们的第二大贡献，是对于灾区分区域的发展方向和程度作了评价和科学界定，比如，什么样的区域属于自然保护区域范围，综合发展的区域

适宜进行什么样的开发和利用，适度重建区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他们这方面的区域划分方案被直接纳入重建规划之中。 

这项工作实际上已经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的科学内涵范畴，但是重建规划和重建工作需要有这样的科学论证基础，只要国家有需求，他

们就希望尽可能做得圆满。 

第三大贡献，是对于重灾区的重点镇区未来适宜重建的范围作了精细评价，用人口规模表达了承载力的大小。“所有结论都是基于3年重建期

所得出的结论。”樊杰强调说。 

自然灾害评价，在国际上也是这样，不知道未来还有些什么手段，所以不去考虑太长的时间。“人类的能力也在变化，诸如改造工程，所以我

们进行承载力评价，主要立足重建，兼顾未来发展。”樊杰说。 

此次重建，国家是最主要的支持力量，樊杰表示，随着未来投资多元化、资源多元化，发展条件也会发生变化，很多发展规划今后再作也不

迟，比如即将编制的“十二五”规划完全可以比重建规划内容更丰富、发展的主题更突出。 

非常时期的部门间合作 

玉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由中科院牵头，中国地震局、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和青海省共同参

加。 

“在灾害应对工作中，大家都是加班加点、互相合作。因为重大的自然灾害，大家的凝聚力更强了。”谈及部门间、项目组成员间的合作状

况，樊杰作上述表示。 

首先是资料和数据的合作。资料和数据主要由哪个部门发布，都是有国家法律要求和规定的，所以围绕这些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往往都是由这些

部门提供的，比如中国地震局提供地震裂度的区划图，这是他们在同步编制的，这是项目组首先需要拿到的数据。 

“我们都是同步互动，他们及时把正在做的中期成果发给我们，有什么调整和改变及时告诉我们，这也是难度很大的地方，我们一直处在联动

和动态调整之中。”樊杰表示。 

国土资源部负责排查此次玉树地震的次生灾害状况，震后他们组织了100多人的队伍到灾区现场，对每一个滑坡、泥石流点进行排查，一天出

一个数据，在出完整报告前，就已经及时把数据提供给项目组。环保部、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都是这样及时提供中期评价数据和阶段性成果的。 

“国家发改委负责总体规划，城乡建设部负责灾区城乡布局规划，他们也都是我们的用户。”樊杰表示。两部委及时在每个过程中向项目组提

出需求以及阶段性成果，项目组也把中间任何一个重要的结论都及时转达给他们。通过有机互动、研讨交流，让报告逐步完善。 

按照“玉树地震灾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工作方案要求，在4月27日项目启动的当晚，由项目领导小组成员刘毅带队，樊杰一行6人前往青

海开展紧急调研。青海省政府高度重视这次调研，作了积极配合。 

时间成本太大，没有充足的时间。刘毅说：“实质交流就是一天，青海省安排多部门人员与我们座谈，对于达成沟通非常有效，也幸亏我们在

青藏高原有很多的工作积累，后来地方上对我们的方案是相对满意的。” 

“这就是科学发展观” 

当时在汶川地震后，很多人还不理解，为什么要作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在后来完成的《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总体规划》中，第一次这样

注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成果来自中国科学院”。“这是要向世人表明，它是科学的评价。”樊杰说。 

樊杰认为，中国决策规划的科学化进程可以加快速度。什么叫科学发展观，什么叫和谐，什么叫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其实首先就是与这个地方

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相对好的协调和匹配。 

从汶川地震开始，国家把资源承载能力评价提到很高的程度，而且在玉树地震后，依然把资源承载力评价作为规划的基础和依据。樊杰体会

到，我国政府在尊重自然规律这方面的决策观发生了实质性提升，“实际上这就是科学发展观”。 



国家选择中科院，樊杰认为：“主要优势是中科院特别是地理资源所主持完成过很多区域规划，我们很清楚规划需要科技支撑的衔接点，需要

做到怎样的程度和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是最利于国家使用的。” 

“我们很重视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刘毅表示，他们正提出一套新的方法论，不仅适用于地震，在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应对中都可以使用，这

套方法论正在日趋成熟，他们也在系统总结。 

“应该说，在国土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非常的灾难，我们都能很快拿出一套发展建设的规划方案。”刘毅说，“我们有一些技术手段和储备，

包括覆盖全国的科学数据中心，以及我们在全国不同地区作规划的科研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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