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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概述

城市环境管理的实质：

一种有意识的自我约束

可通过行政、经济、法律、教育和科技等手段进行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城市环境管理的特点：

系统性

主动性

预测性

协调性



18.2  城市发展与城市环境问题

18.2.1  城市发展的阶段性

阶段性表现

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存在以下几点

问题：

☆研究多集中在国家而非城市尺度上

☆忽视了“与生活方式有关的生态环境问题”

☆很少研究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自身的演化

城市三大类生态环境问题



图18-1  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结构特征与城市发展的概念阶段模型



18.2.2   生态城市
由前苏联城市生态学家O. Yanistky于1987年提出

生态城市的五项原则：

生态城市定义

山水城市和园林城市

生态保护

生态基础支持设施

保证居民生活标准

历史文化的保护

将自然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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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2    城市生态系统复合结构



18.3   城市环境管理的发展

18.3.1   城市环境污染控制

18.3.2   城市生态环境管理

实质： 城市中人对自己参与行为的管理

目的：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最终创造一个适

宜人生存和发展的美好空间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防治

污染末端治理

污染源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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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3    广州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规划理念



18.4   城市环境管理体系
18.4.1   城市环境管理的体系框架

环境方针环境方针 环境因子识别与评价环境因子识别与评价 法律法规要求法律法规要求

目标与指标目标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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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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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案管理方案

实施运行实施运行

监控监控

评审评审

图18-4   环境管理体系内部逻辑过程



18.4.2   城市环境管理的方针与原则

环境方针的制定一般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城市开发建设活动的性质与规模

持续改进原则

污染防治原则

城市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条件

相关的环境法规与要求



图18-5   中国城市环境管理机构

18.4.3   城市环境管理的体制与机构



18.4.4   城市环境管理的方案

途 径 内 容

强制性

 措施

法律手段 环境保护立法

行政手段
环境专项资金投入，环保科研、教

 育投入，环境产业引导，环保规划

 监督

经济手段
庇古手段 生态税，排污费，环保补贴等排污

 权交易制度，资源协商制度科斯手段

非强制

 性措施
教育手段

环保知识的宣传普及、环保法规的

 灌输

表18-1   城市环境管理措施

城市环境管理

环境监测 及时反馈

预测性



18.5   城市环境管理的途径与方法
18.5.1   污染物指标管理

(1) 污染物浓度指标管理

综合指标

类型指标

单项指标

(2)  污染物总量指标管理

对污染物的排放总量进行控制 ：

排污申报

总量审核

颁发排放许可证和临时排放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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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1)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的原则

(2)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的主要工作内容

确定综合整治目标

正确制定综合整治方案

改革环境管理体制

(3)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

(4)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效果



18.5.3    生态效率管理
(1) 环境管理效率与环境效益

效益的实现以效率为原则

环境管理的效率=环境效益/环境管理成本

(2)  提高环境管理效率的途径

(3)  政府在实施生态效率环境管理中的角色

缩小个体目标与社会目标差距的政策框架

经济刺激手段促使工厂或社区节约能源与原材料

特殊作用还可为生态效率管理提供新的实施方式



18.5.4    城市环境管理信息化
表18-2  《“十五”计划》对我国城市级环境信息化建设提出的主要指标

主要任务 具体指标

建立健全国家

 环境信息网络

 体系

80%地市级环保局和有条件的县级环保局接入全国环境信

 息网络体系，实现互连互通和信息交流。

政务和业务信

 息化建设
80%地市级环保局和有条件的县级环保局实现办公自动

 化，通过计算机网络开展日常管理工作。

信息资源平台

 建设
地市级环保局50%以上的环境信息通过资源平台统一管理

 和共享。

环境信息服务 70%以上的地市级环保局开通因特网网站，同时通过其他

 多种渠道向社会公众提供环境信息服务。

人员素质、计

 算机技能
地市级环保局60%以上的环境管理工作人员经过培训能够

 使用计算机辅助办公；

 
90%以上的地市级环保局建立起环

 境信息工作机构和队伍，形成稳定可靠的环境信息管理体

 系和工作能力。



广州市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规划信息集成系统(EPIS)

EPIS的目标在于：
表达规划工作的成果，便利规划成果的使用

便利管理人员基础信息的查询、核对工作

建立数据管理和生态建设管理规范

EPIS系统具有如下功能：
数据集成

信息查询

空间分析



18.6   案例研究

18.6.1  厦门市城市环境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的指导思想图18-6

环境管理的目标

环境管理的指标

环境管理的机构图18-7

环境管理的政策



图18-6  厦门市鼓浪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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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7  厦门市环境保护局组成结构




	幻灯片编号 1
	18.1  概述
	18.2  城市发展与城市环境问题
	图18-1  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结构特征与城市发展的概念阶段模型
	18.2.2   生态城市
	幻灯片编号 6
	18.3   城市环境管理的发展
	幻灯片编号 8
	18.4   城市环境管理体系
	18.4.2   城市环境管理的方针与原则
	幻灯片编号 11
	幻灯片编号 12
	18.5   城市环境管理的途径与方法
	环境容量与排污总量管理
	18.5.2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
	18.5.3    生态效率管理
	18.5.4    城市环境管理信息化
	广州市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规划信息集成系统(EPIS)
	18.6   案例研究 
	幻灯片编号 20
	幻灯片编号 21
	幻灯片编号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