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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环境规划与管理是环境保护工作的核心。
强化环境规划和管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在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是在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环境污染较严重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使本来已经短缺
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面临更大的压力。
在这样的形势下，努力增强我国高等学校环境类专业学生的环境规划和管理能力显得十分迫切。
2005年，教育部高等学校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环境工程分委员会在编制&ldquo;环境工
程专业规范&rdquo;中，首次将&ldquo;环境规划与管理&rdquo;列为环境工程专业主干课程，这也是本
教材编写的背景。
　　本教材考虑到环境规划与环境管理既紧密联系又自成体系的特点，在结构安排上将两者相通的基
础理论和方法汇总形成第1篇环境规划与管理基础，并将环境规划和环境管理分别列为第2篇和第3篇。
全书共3篇13章。
在内容安排上，本教材在充分吸取现行教材成熟经验的基础上，注意追踪反映国内外环境规划与管理
思想、理论、方法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加强理论教学与案例分析的结合，努力适应我国环境保护
工作的实际需要。
本教材是环境工程专业主干课程短学时系列教材之一，适合50学时左右的教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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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全国环境工程专业主干课程短学时系列教材之一，是适应目前学科加强环境工程专业学生环境
规划与管理能力培养需求而编写的应用型教材，适合50学时左右的教学安排。
　　本书考虑到环境规划与环境管理既紧密联系又自成体系的特点，在结构安排上，将两者相通的基
础理论和方法融合形成基本原理和方法篇，并按照学科体系特点，分列环境规划篇和环境管理篇，全
书共3篇13章。
在内容安排上，以反映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环境管理思想和理论发展动态为主线，系统地阐述了
环境规划与管理的法规体系、相关理论、数学基础和综合分析方法，并简明扼要地对环境规划原理、
流域水环境规划、城市环境规划、生态环境规划、环境管理模式和组织层面、产品层面、活动层面的
环境管理内容和方法进行了介绍。
　　本书结构严谨、内容新颖、通俗易懂。
可作为环境工程专业、环境科学专业以及相关专业的本科教材，也可供环境规划与管理人员和工程技
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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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篇　环境规划与管理基础第一章　环境规划与管理概述第一节　环境规划与管理的基本概念一、
环境规划与管理的含义（一）环境管理的含义现代环境管理学是20世纪70年代初产生并逐步发展的一
门跨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学科。
经过30余年环境管理的实践，对其基本含义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
1.环境管理的提出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以前，环境问题常常被看做只是污染问题。
斯德哥尔摩会议讨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并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
议宣言》（简称《人类环境宣言》）中提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
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
会议提出了环境管理的原则，包括指定适当的国家机关管理环境资源；应用科学和技术控制环境恶化
和解决环境问题；开展环境教育和发展环境科学研究；确保各国际组织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有效和有力
的协调作用等。
197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墨西哥联合召开的资源利用、环境与发展战略
方针专题讨论会上形成了三点共识：①全人类的一切基本需要应得到满足；②要发展以满足需要，但
又不能超出生物圈的容许极限；③协调这两个目标的方法即环境管理。
2.环境管理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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