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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存宽

教授

Tel：13044673815

Email：baock@fudan.edu.cn; 1114614029@qq.com

研究方向：战略环境评价、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治理的制度与政策分析

个人简历

教育简历

1997-2000，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博士

1994-1997，东北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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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1994，东北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系，大学

工作简历

2012,11-至今，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2009.12-2012.10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2003.07-2009.11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

2002.07-2003.06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

2000.07-2002.06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后

博士生导师/方向

生态与环境规划；战略环境评价；环境治理的制度与政策分析

硕士生导师/方向

生态与环境规划；战略环境评价；环境治理的制度与政策分析

学术兼职

1. 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2. 上海市生态环境治理政策模拟与评估重点实验室（筹）主任；

3. 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4. 科技部-教育部-复旦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乡村管理与环境整治研究所所长；

5. 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重大研究专项首席专家；

6.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规划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7.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地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8. 上海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第六届理事会）；

9.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促进会理事；

10.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学分会委员；

11.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生态城市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

12.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影响评价分会委员；

13.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风险专业委员会委员；

14.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特聘委员；

15. 国家环境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模拟与保护重点实验室（依托国家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16.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

17. 《中国环境管理》编委；

18. 《生态环境与保护》（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编委；

19. 《城乡规划》编委、生态与环境专栏主持人；

20. 《四川环境》编委；

21. 《中国环境报》特约评论员

22.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环境咨询专家委员会专家（2017年起）

荣誉与奖励

1. 复旦大学2020届本（专）科毕业生“我心目中的好老师”（提名奖）

2. 2018年度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研究中心目中的好导师

3. 2018年广西第十五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广西城镇化环境问题及对策研究，排名第6）



4. 2016年度广东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广东省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核心理论、关键方法与管理机制研究）

5. 2006年度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中国战略环境评价理论、方法体系及实施框架，排名第一）

6. 同济大学2006教学成果特等奖（以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一体，构建生态环境调查教学实践平台，排名第四）

7. 入选2004年度同济大学优秀青年教师

8. 2001年度“中国资源与环境博士后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

人才培养

本科生课程：

环境管理、环境规划原理、环境政策与时事评述、环境科学前沿

研究生课程：

战略环境评价原理、环境管理前沿、资源与环境政策分析

科学研究

主持和参与的主要项目/课题

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资助），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基本理论研究（子课题：多空间尺度和规划类别视角下国

土空间评价的理论与方法），2020，9-2022，11，80万（子课题12万），在研，参与

2.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共产党百年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2019，11-2020，12，10万，结题，主持

3.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办公室、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中国生态发展的逻辑，2019,5-2019,12，15万，

结题，主持

4.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研究项目《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生态文明建设的逻

辑》，2019，9-2019，11，10万，结题，主持

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重大研究专项，基于场域优化管控的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2018,8,25-2022,8，60万，

在研，主持

6. 国家环境保护部，国内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汇编，2017,5-12，23万，结题，主持

7. 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规划评价与城市总体规划全程互动，2017,6-12，10万，结题，主持

8. 山东省环保厅、发改委，山东省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战略环境影响评价，2016,12-2017,12，396万，结题，主持

9. 江苏省常熟国家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江苏省常熟国家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1-2017，

12，56万，结题，主持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广西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编制中期评估专题研究，2013,1-2013,12，80万，结题，主持

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协作型战略环境评价理论与模式——基于利益相关者分析和协作机制的研究，2013,1-2016,12，60万，结

题，主持

教研成果

1、代表性专著：

国际期刊： 

中文期刊： 

1. 包存宽.生态兴则文明兴:党的生态文明思想探源与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7

2. 包存宽.当代中国生态发展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12

3. 包存宽,王金南,罗宏,刘涛.政策可持续发展评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2



4. 尚金城(主编),包存宽,赵彦伟(副主编).环境规划与管理（第二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科学出版

社.2009,8.

5. 尚金城(主编),黄国和,包存宽,郭怀成(副主编).城市环境规划(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

6. 包存宽,陆雍森,尚金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方法及实例.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9.

7. 尚金城,包存宽.战略环境评价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

2、代表性论文：

中文期刊：

1. 徐千淇,徐鹏,包存宽.论国土空间规划的规划环评与“双评价”的整合——基于规划环评技术导则和“双评价”指南的制度文本分析.环

境保护.2021,49(3,4):82-88

2. 王珏,包存宽.面向规划体制改革的规划环评升级.环境保护.2019,47(22):16-20（封面文章）（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收录）

3. 席悦,包存宽.基于“自觉——响应”的城乡规划环评创新路径研究.城乡规划.2019(2):70-81,95

4. 包存宽.以生态文明给发展立规矩.城乡规划.2019(2):114-115

5. 包存宽,王金南.面向生态文明的中国环境管理学:历史使命与学术话语.中国环境管理:2019,(1):5-10(封面文章)（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

中心收录）

6. 包存宽.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空间规划体系.城乡规划.2018(5):6-13

7. 杜焱强,何佳,包存宽. 建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适应性规划模式.上海城市规划.2018,3：8-12

8. 包存宽,许艺嘉,王珏.关于新时期环境影响评价“放管服”改革的思考.环境保护,2018,46(9):7-11（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收录）

9. 杜焱强,刘平养,包存宽.新时期农村公共池塘治理的集体行动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18(3):133-137

10. 包存宽,汪涛,王娟.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方法的构建及应用—— 基于“水平、进步、差距”的视角.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6):175-180

11. 郑欣璐,李志林,王珏,何佳,包存宽.我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评析——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环境保护,2017,45(19):20-25（中国人民

大学报刊资料中心收录）

12. 陈和平,包存宽.广西碳减排潜力及低碳发展策略. 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45(3):861-868

13. 杜焱强,何佳,包存宽. 基于文献计量的环境治理研究发展态势分析. 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56(3):280-289

14. 潘茂华,陈丹莹, 包存宽.基于城市规划不同模式的战略环境评价研究.城乡规划,2017,(1):89-96

15. 李月寒,包存宽.升级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响应规划制度改革——基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思考[J].中国环境管

理,2016,8(5):70-74.

16. 杜焱强,刘平养,包存宽,苏时鹏.社会资本视阈下的农村环境治理研究——以欠发达地区J村养殖污染为个案. 公共管理学

报. 2016,13(4)：101-112

17. 包存宽,刘瀚斌,冯庆.战略环评智库的建设思路探究.环境保护,2016,44(12):25-29

18. 王珏,包存宽. “十三五”环保应关注什么？——基于“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的思考.科技导报.2016,34(4):66-69

19. 赵海君, 包存宽,马蔚纯, 王金南,许开鹏,葛察忠.基于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多评融合”路径初探. 中国环境管理,2016(1):61-67(封

面文章)

20. 李月寒,何佳.包存宽.我国现行空间规划的职责交叉与亟待正确处理的四大关系——基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分析. 上海

城市管理,2016,1:10-14

21. 刘瀚斌,卜小芮,包存宽.“三元辩证法”视角下的城市规划环评研究. 环境影响评价.2015,9:34-36

22. 张骁杰; 包存宽.基于分析协商的战略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法初探——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为例.复旦学报(自然科学

版).2015,54(4):398-415

23. 周芳; 包存宽; 牛冬杰; 王娟. 基于行政层级构建“橄榄型”生态文明建设指标框架. 中国环境管理,2015(4):28-33

24. 包存宽.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改革应着力回归环评本质. 中国环境管理,2015(3): 33-39(封面文章)



25. 王顺,包存宽.城市邻避设施规划决策的公众参与研究——基于参与兴趣、介入时机和行动尺度的分析.城市发展研究.2015,7:76-81

26. 包存宽.基于生态文明的战略环境评价制度（SEA2.0）设计研究.环境保护,2015,43(10):17-23(封面文章)

27. 包存宽,王金南.基于生态文明的环境规划理论架构.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53(3):75-84

28. 包存宽,周 芳,曾广庆.规划环评应用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思路. 环境保护.2014,42(9):18-22

29. 包存宽,何佳,陆雍森.生态建设亟待战略环评升级.中国改革.2013,12:88-92

30. 何璇,毛惠萍,牛冬杰,包存宽(通讯作者). 生态规划及其相关概念演变和关系辨析.应用生态学报.2013,23(8):2360-2368

31. 包存宽.公众参与规划环评、源头化解社会矛盾.现代城市研究.2013,2:36-39

32. 包存宽,林健枝,陈永勤,李天威.可持续性导向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标准体系研究——基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实施有效

性的分析.城市规划学刊,2013(2):23-31

33. 毛惠萍,何璇,何佳,牛冬杰,包存宽(通讯作者). 生态示范创建回顾及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初探.应用生态学报.2013,23(4):1177-1182

报纸与新媒体：

1. 包存宽.如何破解全球气候治理之困.环球时报.2021-04-28

2. 包存宽,姜婷.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光明网理论频道http://theory.gmw.cn/2021-

03/17/content_34694895.htm

3. 郭茹,包存宽.科学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实现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和根本性好转.光明网理论频道【实践新

论】:https://theory.gmw.cn/2021-01/22/content_34563904.htm

4. 田丰,包存宽.充分利用规划力量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国环境报（3版头条）.2021-01-14

5. 徐千淇,徐鹏,包存宽,赵永革.协同开展“双评价”和规划环评,科学编制国土空间规划.中国环境报.2020-12-07

6. 田丰,包存宽.怎样确定好远景目标.解放日报.2020-8-18

7. 包存宽.绘制“蓝图”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解放日报.2020-07-16

8. 徐可,包存宽.促使环评回归本质就要追责精准.中国环境报.2020-07-10

9. 包存宽.让绿色成为人民城市温暖亮色.解放日报(思想周刊/观点).2020-07-07

10. 包存宽.生态文明新时代环境规划的使命与担当.中国环境报.2020-06-04（3版头条）,《学习强国》转载

11. 田丰,包存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应全面纳入“十四五”规划.中国应急管理报.2020-03-14

12. 包存宽,田丰.杜绝“纸上谈兵”健全应急管理体系.解放日报.2020-02-25

13. 姜婷,包存宽.如何将精准防控落到实处.环球时报.2020-02-24

14. 包存宽,王珏.推进长三角生态环境治理与风险防范一体化.文汇报.2019-06-17(04版)《学习强国》转载

15. 包存宽,王丽萍. 以生态文明为引领牢固树立环保四个自信. 中国环境报. 2017-10-19

16. 包存宽,王丽萍. 推动全社会形成更绿色更环保新风尚. 文汇报. 2017-10-02

17. 黄宝莹,杜焱强,包存宽. 厘清生态保护补偿五大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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