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武汉市黄陂区为例

罗志军, 芦贱生 ( 江西农业大学国土资源与环境学院 , 江西南昌 330045)

摘要  土地利用规划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 ,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是十分必要的。阐述了土
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内涵及其内容, 探讨了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评价方法的确定 , 最后以武汉市黄陂
区为例进行了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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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nd use planning may have great influences onthe social-econom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 EIA) inthe process of land use planning .This paper studied the signification and content of EIAonland use
planning ,and then discussed the i ndex systemand methods of EIA on land use planning .Finally ,Huangpi district of Wuhan city was taken as a case to
stu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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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的自然环境资源 , 保持

一定数量的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土地利用

的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是其生产规模、水平和特点的集中

反映[ 1]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各行各业对土地的需求

量不断增加, 同时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在

加剧, 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已迫在眉睫。国外土地利

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研究已开展30 多年, 我国在这一

领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笔者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 拟对土地利用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的含义、内容、

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等方面进行探索性的研究, 以期为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1  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内涵及内容

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Environmental i mpact assess-

ment ,EIA) 是指对土地利用规划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

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价, 提出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

策和措施, 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和制度, 可看作战略环境影

响评价(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 SEA) 的一种[ 2] 。广

义的环境影响评价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等各方面, 狭义的

仅指环境方面。就我国而言, 当前的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主要是指对土地利用规划可能导致的生态环境影响进

行评价。

我国土地利用规划从编制内容来看 , 分为3 种: ①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由国家、省( 自治区) 、地级市( 州) 、县和乡

( 镇) 5 级构成上下衔接的完整规划体系; ②土地利用专项规

划。它是针对土地利用的某一方面而进行的规划, 是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的深化和补充,包括土地开发、整理、治理保护等不

同类型; ③土地利用分区规划。即详细规划, 它是在前两种规

划控制下对各种用地的内部组织, 是总体规划的继续和延伸。

根据土地利用规划的不同内容及其层次性, 土地利用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可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分区规

划、土地利用专项规划三个层次上展开[ 3] 。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属于战略环境影响评价范畴 , 侧重整个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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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重大的、深远的环境影响 ; 土地利用分区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属于区域环境影响评价范畴, 侧重各用地区区域性的环境

影响; 土地利用专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属于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范畴, 侧重各土地利用开发、整治、保护项目在建设期、服

役期及期后的环境影响。

2  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2 .1 指标体系的确定原则

2 .1 .1 科学性原则。评价指标的选取应建立在科学、准确

的基础上, 要选取能反映所评价区域环境对土地利用变化的

敏感性特征以及环境质量变化状况的指标。

2 .1 .2  代表性原则。评价指标的确定要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 要充分反映土地利用方式对环境的影响状况。

2 .1 .3 可操作性原则。环境影响评价的指标应具有很强的

可操作性, 易于从现有资料中获取, 便于使用。

2 .1 .4 动态性。土地利用规划的实施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

程, 指标体系应反映出规划系统的动态性特点 , 各指标因素

应对时空变化具有一定的敏感度 , 以便于预测。

2 .1 .5 综合性原则。土地利用规划是一个涉及自然、社会、

经济等多种系统的复杂工程, 土地利用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

指标应具有综合性。

2 .1 .6 系统性原则。确定相应的评价层次, 按系统论的观

点评价各个指标, 构成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

2 .2 指标的选取方法  一般评价指标的选取有范围法、目

标法、部门法、问题法、复合法等[ 4] 。其中, 范围法主要根据

土地用途进行分类, 然后确定指标, 但这种方法不能直接把

土地利用目标与指标挂钩, 而目标法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

题; 部门法是按土地利用的各个部门进行分类并选取指标 ,

但该方法不能揭示部门之间的联系; 问题法则是从土地利用

的主要问题出发来选取指标, 该方法往往因问题错综复杂而

无法选取指标; 复合法是把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指标体系

组合在一起, 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原有指标体系各自

的缺点 , 但指标体系的选取过于复杂。

2 .3  指标体系的设置 土地利用所引起的环境变化是自然

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的结果, 在不同尺度上表现出不同的景

观变化, 所以在选择指标时应多考虑相对指标 , 尽可能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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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指标。根据土地利用规划实施对各种环境的影响机理

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可将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3 个层

次: 一级指标为土地利用规划综合环境影响度 ; 二级指标包

括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保技术、政策5 个土地利用规划

分项环境影响层; 三级指标中 , 自然环境包括水、大气、噪音、

土壤及景观等指标, 社会条件包括人口状况、生活质量、社会

可接受程度、基础及公用设施等指标, 经济条件包括土地收

益水平、生产投入与产出、用地结构等指标, 环保技术包括技

术水平、环保体系健全程度等指标, 政策包括政府对环保投

入、政府环保宣传力度等指标。在具体进行土地利用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应用研究时, 可以此为基础, 根据研究区具体的自

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特点, 建立第四级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

从而构成比较完善的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2 .4 评价方法的确定  常用的评价方法有综合评价指数

法、模糊综合评判法、综合分析法等。在进行土地利用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的实际过程中, 综合分析法能较好地体现主导

因素与综合分析相结合 , 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其评价的一般

过程为 : 首先通过专家咨询法( Delphi) 或层次分析法( AHP) 来

确定环境影响评价指标的权重, 然后运用多因素分析法来计

算环境影响评价的总分值, 最后根据评价的总分来判断一个

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好坏。

层次分析法( AHP) 是系统工程中对非定量事物进行定

量分析的一种简便方法 , 它把研究对象看成一个系统, 从系

统内部与外部的相互联系出发对各种复杂的因素进行逐层

分析。该方法重点在于对复杂事物中各因子赋予恰当的权

重, 特别适合于土地利用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分析。此外 ,

随着地理信息系统( GIS) 的推广应用 , 在进行土地利用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时也可使用GIS 软件中空间叠置功能模块, 将规

划区的行政区图、降水量图、地势图、土壤类型分布图、土地利

用现状图和潜在水土流失地区分布图等进行叠加, 分析、预测

和评价土地利用的空间布局调整带来的环境影响[ 5] 。

3  武汉市黄陂区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3 .1 研究区概况 黄陂区是武汉市的一个新城区, 地处长

江中下游北岸, 位于平原向丘陵多山地势过渡带, 地跨114°

09′～114°37′E,30°40′～31°22′N。区境北依大别山南麓, 南临

长江, 整个地势北高南低 , 自北向南逐渐倾斜 , 形成西北低山

区、东北丘陵区、中部岗状平原区和南部滨湖平原区四级阶

梯, 地貌特征构成全境“三分半山, 一分半水, 五分田”的格

局。黄陂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雨量充沛、光照充足, 热量丰

富, 四季分明, 年均气温16 ℃, 年均降水量1 100 mm, 雨量分

布的时空差异较大, 洪涝干旱时有发生。全区国土总面积

2 261 km2 ,2005 年人口为113 万。在土地利用结构中, 耕地、

林地为其主要土地类型 , 占总面积的64 % , 其分布与北高南

低的地势相对应, 耕地多在中部、东北部和南部, 林地主要分

布在西北部。近年来, 黄陂区经济快速发展使土地利用类型

变化加快, 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影响了环境质量 , 带来了许多

环境问题。

3 .2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3 .2 .1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侧重于对总体规划方案在环境层

面上的合理性进行评价, 对总体规划实施可能导致的自然环

境、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改变进行预测并评价 , 对政府及环保

技术对规划实施所导致的环境变化的响应能力进行预估。

因此,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应着眼于整个规划区

环境空间上得到改善 , 时间上具有可持续性, 如表1 所示。

  表1 黄陂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环境影响因素 评价指标

自然 土地 土地利用形态、可开发后备土地资源

水 地下地表水质量、水资源平衡

大气 大气质量指数

生物资源 生境破碎化率

景观 自然景观保有量

社会 社会结构 非农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的比重

人口素质 平均寿命、中学以上学历人口比例

生活质量 居民消费水平

社会可接受程度 公众参与度、规划方案的社会支持率

经济 土地收益水平 单位土地面积净收益

政策 政府对环保投入 政府总预算中环保支出比重

技术 环保技术水平 三废处理率

3 .2 .2  黄陂土地利用分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土

地利用分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侧重于各用地区区域性的环

境影响。依照适合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土地利用分区结构 ,

土地利用分区划分为城镇建设用地区、农业用地区、林业用

地区、牧业用地区、工业用地区、乡村建设用地区、风景及特

定保护区等。根据武汉市黄陂区的自然社会经济特点 , 只讨

论构建城镇建设用地区、农业用地区、林业用地区、工业用地

区、乡村建设用地区5 种土地利用分区的环境影响评价指标

体系。

3 .2 .2 .1  城镇建设用地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表2 黄陂区城镇建设用地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环境影响因素 评价指标

自然 土地 建筑容积率、受废弃物污染的土地面积

水 水资源平衡

大气 大气污染指数( SO2 、NOx、悬浮颗粒物含量)

噪声、振动 噪声指数

景观 自然景观保护率

社会 人口状况 人口密度

住居条件 居住建筑密度、人均开放绿地

交通发展水平 道路通达度

经济 土地收益水平 地价指数增长率

政策 政府对环保投入政府总预算中环保支出比重

技术 环保技术水平 工业三废处理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3 .2 .2 .2 农业用地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见表3。

  表3 黄陂区农业用地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环境影响因素 评价指标

自然 耕地质量 有效土层厚度、有机质含量
土壤污染 农药残留
土壤侵蚀 地面侵蚀沟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
水资源 水资源平衡系数

社会 交通条件 道路通达度
经济 土地收益水平 投入产出比
技术 植保体系健全程度 植保技术保障

3 .2 .2 .3 林业用地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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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黄陂区林业用地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环境影响因素 评价指标

自然 森林蓄积消长水平 年生长量与年消耗量的比值
生物资源 生物多样性指数
景观 自然景观保护率

社会 社会效益 1 hm2 林地从事林业就业人数、林
区年均生态旅游人数

净化大气和防治污染 林区CO2 固定量

经济 生产投入与产出 森林资源综合利用率

3 .2 .2 .4 工业用地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见表5 。

  表5 黄陂区工业用地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环境影响因素 评价指标

自然 土地 受废弃物污染的土地面积
水 地下地表水质量、水资源平衡指数
生物资源 植被覆盖率

大气 大气污染指数
景观 自然景观保护率

社会 交通发展水平 道路通达度
经济 土地收益水平 单位土地面积净收益
技术 环保技术水平 工业三废处理率

3 .2 .2 .5 乡村建设用地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见表6。

  表6  黄陂区乡村建设用地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环境影响因素 评价指标

自然 土地 受废弃物污染的土地面积
水 地下地表水质量
大气 大气污染指数
景观 自然景观保护率

社会 人口状况 人口密度、中学以上学历人口比例
住居条件 人均建筑面积

交通发展水平 道路通达度
经济 用地结构 空置率
技术 环保技术水平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3 .3 评价方法与过程

3 .3 .1 环境敏感性评价单元的确定。在 ARC/ INFO 软件支

持下, 将黄陂区的行政区图、降水量图、地势图、土壤类型分

布图和土地利用现状图等进行叠置分析, 生成不同的环境评

价单元 , 进而确定环境敏感性的评价单元。

3 .3 .2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最终确定其环境影响评价指

标体系如表1～6 所示。

3 .3 .3 因子权重的确定。权重是各个指标在总体中重要程

度的度量 , 其科学合理性程度直接影响评估准确性。因子权

重的确定采用层次分析法( AHP) , 在确定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时由熟悉黄陂区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专家给出。

3 .3 .4 评价方法的确定。采用综合分析方法进行黄陂区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3 .3 .5  环境影响评价结果的确定。在环境影响评价等级确

定的基础上 , 对黄陂区土地利用和环境现状进行分析, 发现

黄陂区由于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环境问题有: ①受武汉经济

辐射的影响 , 黄陂经济发展较快, 南部由于区位优势建设用

地飞速增长, 原生植被破坏严重 ; ②在国家退耕还林、植树造

林国策的影响下, 黄陂区林业用地有一定增加 , 使局部地区

水土流失得到减轻, 但中北部地区水土流失仍很严重; ③城

区及其周边受居民生活炉灶、工业和汽车废气等影响, 生态

和大气环境恶化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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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减排量达到134 .64 Mt( CO2e) , 预计到2012 年总减排

量可达9 .40 亿t ( CO2e) 。我国在 EB 已注册CDM 项目达69

个, 总年平均减排量为58 .65 Mt( CO2e) , 目前官方已批准项目

383 个, 预计总年减排量达154 .95 Mt( CO2e) 。但目前 CDM 发

展存在的问题也较多 ,CDM 项目分布区域不均衡, 项目 CERs

以碳卤化合物和氮氧化物分解项目占多数, 能源类项目

CERs 比重少,CDM 项目审批程序复杂、繁琐, 周期长 ,CDM 制

定走向的不确定性等。我国 CDM 项目发展总体状态良好 ,

但我国政府管制审批制度较为严格, 程序复杂,CDM 项目开

发速度与其他东道国相比还较慢, 能源类项目数量虽有上

升, 但总年平均减排量少, 所占国内比重较小,HFC-23 和 N2O

分解项目的CERs 占比重过大。我国政府应积极引导鼓励能

源类、垃圾填埋气类、能效提高和燃料转换类等对我国经济、

社会和环境改善贡献较大的项目的开发。简化审批程序, 提

高工作效率, 对那些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有突出贡献的能源类

项目应给于资金和技术援助。政府部门还应统一监管国内

CDM 项目交易市场, 防止 CERs 出售价格过低, 避免内部竞

争, 提高国际竞争力, 抓住清洁发展机制的机遇, 积极引进发

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 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与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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