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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保护生态环境，规划引领先行。近 20 年来，随

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形势发生

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

位置，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

坚持向污染宣战，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和七大标

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成效，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程度前

所未有，其中环境保护规划工作起到了重要引领和支

撑作用。环境规划学科是围绕环境规划应用领域形成

的理论和技术方法体系，以及相应的科学研究和知识

传播体系，承担着该领域基础理论发展、技术创新以

及人才培养的重任，是推进国家环境治理能力和治理

体系现代化、提升环境规划管理能力的科学基础和长

远动力。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曾于 2006 年对我国

环境规划学科发展的技术方法、规划制定、实施与评

估等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 [1]，为整个学科未来发展作

出了有益贡献。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和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新

形势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对生态环境规划思想理念、

技术方法、人才培养等方面也提出了新要求。因此，

对近 20 年来环境规划学科发展现状开展系统性梳理

与评估，通过总结经验、发现不足，从而识别学科未

来发展的方向和重点，有望提升我国环境保护规划整

体水平。

1  环境规划思想和理论发展回顾

环境规划思想和理论引领着学科发展方向。我国

环境规划思想和理论随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演进，具有

明显的时代烙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

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为生态文

明建设的主阵地。“十二五”时期，我国环境规划进

入加速上升期，各领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国家环

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体现了“在发展中保护，在

保护中发展”的战略思想，紧扣科学发展的主题和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努力提高生态文明水

平，切实解决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损害人民群众健康

的突出环境问题 [2]，体现了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

的历史定位 [3,4]。

“十三五”时期，习总书记提出的体现生态文明

新思维、新战略、新突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以下简称“两山”理念）指明了环境规划

的新方向 [5]，坚持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沙冰的生态环境空间管控成为生态环境保护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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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6]。在此背景下，《生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

统筹了“生态”与“环境”，全面贯彻了环境质量改

善、生态空间管控的理念 [7]。与此同时，在生态文明、

“两山”理念等纲领性思想引领下，可持续发展理论、

生态学理论、环境承载力理论和生态产业理论、人地

系统理论、空间结构理论等环境规划的基础理论，以

及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共享经济、包融性增长等理

论都在实践中获得长足发展 [8,9]。

新时期，环境规划思想和理论面临着新的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

思想、新目标、新要求和新部署，并首次把美丽中国

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近年来国

家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健康中国、碳中和等建设理

念，这对生态环境规划的思想和理论提出了“与时俱

进”的要求。为此，部分学者针对新理念下的生态环

境规划开展了初步研究，如万军等人初步探讨了美丽

中国建设下的生态环境规划 [10]。但总体而言，我国环

境规划思想和理论与新时期高质量发展、美丽中国和

健康中国建设理念的要求尚有差距。未来需要加强新

发展格局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思想和理论体系研究，

以充分发挥学科对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支撑作用。

2  环境规划技术方法和实践发展回顾

环境规划的制定是思想与技术的结合，科学的技

术方法是高质量环境规划的重要支撑。本部分对与环

境规划相关的关键技术及其应用的发展开展了回顾

分析。

2.1  环境规划关键技术发展分析

2.1.1 环境规划关键技术文献总体发展状况

文献计量学基于科学文献的各种特征数量，描

述、评价和预测科技的发展现状与和趋势，对分析科

技领域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1]。为分析环境

规划技术发展动态与特点，首先通过专家咨询确定环

境规划领域十二项关键技术及其关键词（表 1）。专

家咨询范围涵盖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等单位共 30 余名长期从事环境规划与管理研究

的专家。

基于上述关键词，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

2000—2020 年 科 学 引 文 索 引（SCI） 和 中 国 知 网

（CNKI）中收录的论文进行检索和分析。结果显示，

2000—2020 年 SCI、CNKI 收录的环境规划与管理相

关论文总数分别为 358 562 篇、280 837 篇，并呈逐

年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1.2% 和 8.7%。这

表明近 20 年来，环境规划与管理领域在国内外学术

界得到了充分关注。从发文国家来看（图 1），SCI 发

文量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为美国、中国、英国、加拿

大和德国，发文总量 220 016 篇，约占全球发文量的

表1  环境规划领域十二项关键技术及其关键词

技术名称 关键词

环境空间规划技术 空间生态环境评价 空间布局优化 空间结构优化 生态环境空间调控 生态环境功能区划定

规划情景分析技术 情景设计 情景模拟 情景比较和优化 情景决策 不确定性

产业代谢分析技术 工业代谢 产业生态 物质流分析 网络分析 生命周期评价

环境足迹技术 生态足迹 水足迹 碳足迹 系统边界 多足迹耦合关联

环境系统模拟仿真技术 排放清单与污染模拟 法规模型 系统仿真 投入产出 多系统耦合分析

生态资产评估核算与损害

鉴定技术

生态环境资产价值 

核算
环境损害鉴定 生态环境资产负债表

绿色国内生产总值

（GDP）
生态补偿

环境管理目标制定技术 污染控制目标 风险控制目标 公众可接受风险水平 多目标耦合 风险交流

环境风险管理技术 环境风险评价 环境风险全过程管理 环境风险优先管理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与

绿色金融
环境风险应急管理

环境政策评估技术 政策绩效评估
政策实施的全面质量

管理
环境政策模拟 准实验政策评估 政策优化

环境经济学分析技术 经济增长与环境约束 社会最优 环境福利分析 环境费用效益分析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环境舆情分析与管理技术 社交媒体 大数据监测 舆情分析 舆情预警 风险交流

环境行为模拟与分析技术 公众风险感知 环境行为逻辑 行为模拟分析 环境心理实验 环境行为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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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其中美国发文量位居第一，发文量占前五名

国家总和的 27.6%。这表明在此领域内，美国近 20 年

的研究体量领先于其他国家。但从发展速度来看，中

国最为迅速，增速远超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等

国家，并且自 2018 年起已成为国际上该领域年度发

文数量最多的国家。

十二项关键技术中，国际上（以 SCI 收录论文为

代表）关注较多的有环境目标管理制定技术（16%）、

规 划 情 景 分 析 技 术（14%）、 产 业 代 谢 分 析 技 术

（13%），而环境空间规划技术（4%）、环境舆情分析

与管理（3%）、环境行为模拟与分析技术（1%）发文

量相对较少［图 2（a）］。中国发表的 SCI 论文中，各

关键技术的比例与国际基本一致［图 2（b）］，说明中

国的研究基本上跟随着国际研究趋势。结果表明，国

内外现有研究多着眼于环境目标管理制定技术、规划

情景分析技术、产业代谢分析技术等以自然环境为研

究对象的“硬技术”，而对于以人的行为为研究对象

的“软技术”，如环境舆情分析与管理、环境行为模

拟与分析，以及更加注重整体发展观的环境空间规划

技术等，研究尚不充分。未来我国生态环境管控将更

加注重区域、流域的整体性、协同性，以及生态环境

安全与公众行为、和谐社会构建的相互关系，亟待加

强以上薄弱技术的发展。

2.1.2 环境规划关键技术发展水平

对环境规划与管理技术国内外起始研究时间进行

分析（图 3），以 SCI 论文发表时间作为参考，我国

CNKI 在研究的首次报道时间上，普遍

滞后 5～10 年，且起初多是关于国际

研究成果的介绍；国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开始注重领域 SCI 论文的发

表。其中，环境行为模拟与分析技术

在我国研究起步较早。总体来说，虽

然我国大部分技术研究起步较晚，但

经过多年发展，关键技术领域布局已

较为全面，基本跟上了领域国际研究 
趋势。

根据 SCI 发文数量和被引频次评价

技术发展水平。从发文国家来看，十二

项关键技术 SCI 发文总量排名前 10 的

国家为美国、中国、英国、加拿大、德

国、澳大利亚、意大利、西班牙、法

国、荷兰，发文总量245 109篇。其中，

发文总量美国和中国排在前两位；从

图1  环境规划领域主要国家SCI发文量

图2  十二项关键技术SCI发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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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均论文被引频次来看，荷兰最高，为 36.15 次 / 篇，

其次为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中国被引频次较

低，仅为 16.96 次 / 篇（图 4）。这表明，尽管我国近

3 年在领域关键技术的产出越来越多，已成为领域发

文第一的大国，但在研究成果水平上，还与欧美等发

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是跟随国际研究趋势，

关键技术大多处于跟跑状态，部分处于并跑状态，领

域发展缺少高水平、领跑的关键技术。

图3  十二项关键技术国内外首次报道时间

图4  十二项关键技术主要国家SCI发文数量及被引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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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环境规划技术应用进展

近年来，我国各项环境规划关键技术研发水平不

断提升，并且在我国“纵向”（宏中微尺度）和“横

向”（不同要素）生态环境规划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撑

作用。这其中，以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为主的环境

规划院所紧密结合各级政府环境规划编制技术需求，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高校及科研院所技术研发与实践应

用脱节的问题，对各项技术研发和落地应用起到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

2.2.1 “纵向”规划体系技术应用进展

宏观层面的应用进展主要有：①提出了生态空间

管控概念，在强化生态空间管控中进一步明确以主体

功能区规划为基础，制定落实“三线一单”的技术规

范 [12]；开发了生态空间管控红线划定技术，有效支撑

了生态空间规划与管制 [13]。②发展了基于卫星遥感、

地理信息系统（GIS）、物联网与大数据等技术的生态

环境空间规划 [14] 与环境功能评估与分区技术 [15]，促

进生态环境空间规划与功能区划往精细化方向发展。

③发展和完善了生态环境价值核算和绿色 GDP 核算

思想、理论和技术方法 [16,17]，并创新性提出了生态产

品第四产业理论与发展框架 [18]。④构建了环境经济形

势分析与预测模拟技术，开展环境经济形势分析报告

编制和理论体系、技术方法研究，在时间尺度上完善

“短期—中期—长期”形势分析体系 [19-21]。⑤创新和

发展了宏观层面的系统性综合管控技术，如生态环境

部环境规划院领衔构建了国家环境区划—排放总量—

环境质量综合管控技术，支撑了国家和重点流域区域

的环境规划工作，该成果获得了 2016 年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中观层面的应用进展主要有：①多要素多结构交

叉的区域生态环境规划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和优化，

如提出了以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命共同体为出发点打

破行政区划、部门管理和生态要素界限的思路 [22]，初

步构建了多尺度—多技术—多智能体集成的城市群地

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技术框架 [23] 等。②区

域环境规划影响评价体系更加完善，构建了“减排成

本—环境效益—健康收益—经济影响”的环境规划与

政策费效分析通用框架 [24-26]，为环境规划实施的成本

效益分析提供了支撑，应用于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的成本效益分析等 [27,28]。③区域环境承载力评价和预

警技术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区域环境承载力开发利用

潜势评价概念并建立了评价体系 [29]、构建了区域环境

承载力监测预警技术指南 [30]、发展了基于环境质量标

准的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以及基于环境承载力约束的

区域产业发展布局技术 [31,32] 等。

微观层面的应用进展主要有：①环境规划研究向

跨部门、跨学科、综合与整体的方向推进，研究对象

从自然生态系统向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发展。

②首次提出了“低碳生态城市”概念 [33]，并围绕“低

碳生态城市”研发了城市碳排放演化系统、碳情速报

技术体系；深入探索了城市绿色基础设施与传统规划

的相关性，并将其与传统规划技术体系相结合，提出

绿色基础设施与自然环境和人文资源保护、市政基础

设施、城市防灾减灾等传统规划内容的融合方法 [34]。

③首次探索了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编制框架，在城市层

面提出环境空间分区管控的思路与技术 [35-38]，在大

连、宜昌、海口等城市得到推广示范。④在乡村振兴

规划体系框架中纳入了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内容 [39]，提

出生态宜居、绿色发展、和谐共生的美丽宜居乡村建

设的战略目标 [40] 等。

2.2.2 “横向”规划体系技术应用进展

在不同要素 / 介质的环境规划技术方面，水环境

规划技术应用进展主要有：①“十二五”时期全面建

立了流域—水生态控制区—水环境控制单元的三级水

环境分区管理体系，奠定了流域统筹、区域落实的

基础 [41]，“十三五”期间进一步以乡镇为最小行政单

元，完善了三级水生态环境功能分区管理体系，建立

了县级行政区—水体—控制断面的输入响应关系，制

定了优先单元污染防治方案 [42]。②开展了水环境红线

划定技术与应用研究，纳入水环境质量目标要求、水

污染排放控制要求和水环境风险管理要求，在城市环

境总体规划中推进了水环境红线管理的试点应用 [43]。

③提出了城市水系统综合规划体系，为实施《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和建设“海绵城市”提供重要支撑。

④建立了流域水环境问题识别、成因诊断、措施效益

分析等方法，为流域精准治污、科学治污提供技术 
支持 [44-47]。

大气环境规划技术应用进展主要有：①明确了

大气环境红线的内涵 [38]，构建了基于大气流场特征

模拟、源头布局敏感区识别、污染物聚集敏感区识

别、环境受体敏感区识别及红线划定的大气环境红

线划定技术方法。②建立了环境分区—排放总量—

环境质量综合管控关键技术，探索了基于“污染排

放”与“质量改善”间定量关系和浓度达标约束下的

多污染物环境容量计算方法 [48,49]，应用于京津冀地区

及部分城市大气环境容量核算工作，并成为《大气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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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容量核算技术指南》的推荐方法之一 [50]。③突破了

基于统计模型的多源排放控制与区域空气质量改善的

快速响应技术 [51]，搭建了中国空气污染控制成本效

益与达标评估系统（AbaCAS）[52]。④建立了区域大

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提出了区域联防联控的技术方

法，包括跨区域传输特征数值模拟、联防联控区域划

分方法、区域大气环境问题控制技术、区域总量控制

目标确定与分配方法及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保障体 
系等 [53-55]。

土壤规划技术应用进展主要有：①初步建立了土

壤污染风险防控技术标准、规范 [56]。②构建了基于污

染源识别—风险评估—管控修复—长效监管的污染土

壤风险管控体系。③融合了场地污染风险管理与大数

据技术，推动场地污染风险管理向智能化、精准化、

高效化发展。④土壤环境质量要求融入国土空间规

划，推动污染土壤合理规划、适度修复，推进了土壤

与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有效处理二者存在密切关联

的复杂问题 [57]。⑤初步建立了土壤环境管理经济政策

技术体系 [58]，推动了环境经济政策手段纳入我国《土

壤污染防治法》。

环境风险防控技术应用进展主要有：①发展了

多尺度、精细化的环境风险评估与管理技术 [59-61]，

为环境风险区划、优先管控及应急管理提供了技术

支撑 [61-63]，将环境风险评估与全过程管理纳入国家

“十二五”“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及长江经济带

等国家重大战略区域相关规划当中。②形成了生态环

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体系 [64,65]，初步构建了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③初步提出

了国家环境风险防控与管理体系框架 [66] 及环境风险

管理战略 [67]，为构建以风险控制为目标的环境管理模

式提供了参考。

2.2.3 环境规划技术成果获奖情况

伴随着我国环境规划技术的发展，涌现了一批高

水平获奖成果。据不完全统计，2010 年至今，有 100
多项与环境规划、管理与政策相关的成果获得了环境

保护科技奖、高等学校优秀成果奖等部级科技奖励，

10 余项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其中，生态环境部

环境规划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部属研究机构以

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

高校是获奖次数较多的科研机构，显示出这些机构在

我国环境规划学科中的领先地位。这些获奖项目有两

个重要特征，一是跟国家和地方需求紧密结合，所研

发的前沿技术在国家和地方生态环境规划与管理中均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充分体现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

地上”；二是 70% 以上的获奖项目是由多家单位合作

完成的，并且大部分项目同时有政府部门环境规划科

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的共同参与。这些特征说明了紧密

结合国家需求、加强产学研合作是提升环境规划科技

成果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

2.3  环境规划技术发展的问题

“十二五”以来，我国环境规划技术研究取得长

足发展，在我国纵向和横向环境规划中起到了重要支

撑作用，一批高水平成果相继获得了国家和部级科技

奖励。然而，我国环境规划技术发展仍然面临着很大

的挑战。其一，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环境规划技术

不够高、精、尖，大多研究领域处于“跟跑”状态，

部分处于“并跑”状态，缺少高水平“领跑”关键技

术；其二，美丽中国、健康中国以及碳达峰、碳中和

等新时期战略目标，提出了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交叉

融合拓展的新需求，亟待现有的环境规划管理技术与

新的人工智能、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等领域相融合，

来回应这些重要需求；其三，大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

环境规划的教学与科研与国家和地方的需求存在一定

程度的脱节，产学研融合很不充分，需要迅速调整，

特别是与政府部门环境规划院所的产学研合作还需要

加强，以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3  我国环境规划学科人才培养体系

3.1  环境规划人才培养机构

环境规划学科人才培养的能力，决定了未来学科

发展的高度。根据高校招生专业目录，截止到 2019
年，我国普通高校共 2688 所，其中开设环境科学、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本科高校 446 所，

专科院校 10 所，这些院校均设有环境规划与管理类

课程。其中，设立环境规划管理系（所、室）、专业

或者具有环境规划管理研究方向的本科院校 116 所、

专科院校 10 所，共计 126 所（图 5），约占开设环境

类专业高校数量的 27.6%。设有环境规划管理系（所、

室）的高校仅有 8 所，占开设环境类专业高校数量的

1.8%；未设环境规划管理系（所、室），但设有环境

规划管理专业的高校有 16 所（包括 10 所专科院校），

约占开设环境类专业高校数量的 3.5%。根据中国研究

生招生信息网，截止到 2019 年，我国具有研究生学

位授予资格的科研院所共计 235 所，具有环境科学、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科研院所共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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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 4.3%）。其中，具有环境规划与管理招生方向

的仅 6 所（占 2.6%）。

可见，我国环境规划学科已初步形成涵盖“研

究生—本科—专科”的完整学科人才培养机构体系，

但和我国 2688 所普通高校和 235 所具有研究生招

生资质科研院所这一规模相比，设立环境规划管理

系（所、室）、本专科专业及研究生招生方向的高校

和科研院所仅为 132 所，占比较低，并且高水平人才

培养机构更少，相对于我国环境规划与管理实践需求

仍显不足。此外，这些人

才培养机构地区分布不平

衡，主要集中在北京、江

苏、 上 海、 辽 宁、 四 川、

河北、山东、湖北等一些

经济相对发达省份，而内

蒙古、青海、西藏、宁夏、

海南等地的学科人才培养

机构则较为缺乏，难以支

撑地方环境规划与管理实

践需要。

3.2 环境规划人才培养能力

以下从师资力量、硕

博士点数量、硕博士人才

培养情况、国际合作交流

等方面，进一步分析我国

环境规划人才培养的能力。

师资力量方面（图 6），

根据本研究的调查，我国

现阶段环境规划管理方向

师资人才不足 1000 人，平

均每个人才培养机构的学

科专业教师人数不足 8 人。

其中，中国环境科学研究

院、中国人民大学、吉林

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

大学等拥有高级职称的师

资人才总数较多。根据教

育部《2019 年全国教育事

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普

通高等学校具有专任教师

174 万人，相比而言，环境

规划与管理师资人才严重

不足，这也是大多数高校无法专门设置环境规划专业

的重要原因，而有限的学科专业设置反过来也制约了

我国环境规划学科人才的培养。

硕博士点方面（图 7），132 所具有环境规划管

理系（所、室）、专业方向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中，具

有环境规划与管理方向硕博士招生资质的机构共计

116 所，其中，具有博士生招生资质的共 89 所，占

67%。硕博士培养方面（图 8），CNKI 收录的环境规

划与管理相关的硕士论文数量从 2000 年的不到 100

图5  我国普通高校环境规划管理学科设置情况

图6  我国环境规划人才培养师资情况

图7  我国环境规划与管理方向硕博士点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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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增长至 2020 年的 4000 篇以上，年均增长 35.1%，

博士论文数量则从 10 余篇增长到 400 余篇，年均增 
长 31.1%。

数据表明，我国环境规划与管理硕博士人才培养

体系逐渐完善，高素质人才队伍逐渐壮大。但在硕博

士人才培养中，存在重理论和方法研究而轻实践和应

用研究的现象，与国家和地方环境规划实践需求还存

在脱节。针对这个问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与南

京大学、浙江大学等著名高校合作开展联合培养研究

生，为培养领域兼具扎实理论基础和实践应用能力的

专业人才提供了新模式。

学科机构方面，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作为国家一级

学会和国内环境领域最高学术团体，为环境学科的科

技交流提供了桥梁纽带。近十多年来，随着环境规划

及相关领域的蓬勃发展，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也相继成

立了环境规划与管理领域相关的分会和专业委员会

（以下简称专委会），如由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牵头

的环境规划专委会、环境经济学分会、气候变化分

会、环境审计专委会等，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

研究中心牵头的环境管理分会，此外还有循环经济分

会、环境风险专委会、环境社会治理专委会等。这些

分会和专委会通过举办学术沙龙、学术年会、科技培

训等方式，为学科科技交流和人才培养提供了高质量

的学科平台，有效促进了环境规划学科技术发展和人

才培养。

国际合作方面，我国环境规划领域学者的国际

参与度越来越高，不少学者成为国际高水平期刊的

主编、编委、审稿人，并且在多个国际学术机构中担

任重要职务，与国外高水平研究机构的联系也日益紧

密，为学科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国际合作平台。以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北京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为代表的高校与研究机构积极

与国外高水平研究机构开展学术交流与人才联合培

养，2000—2020 年，我国与国外研究机构合作发文数

量逐年增加，年均增长 25.1%（图 9），其中不乏中外

联合培养学生发表的论文。表明我国与国外研究机构

合作培养学科人才发展迅速，但国际交流和联合培养

人才中，主要是利用国外的平台，与我国环境规划实

践衔接不佳，缺乏针对我国环境规划管理现实需求而

主动搭建的国际合作平台。

3.3  环境规划人才培养体系的问题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环境规划人才培养已初具

规模，培养体系日臻完善，为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

攻坚战场培养了重要的生力军，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

足。其一，人才培养机构、师资能力相对于我国环境

规划与管理实践需求仍显不足。具有环境规划教学与

研究方向的高校科研院所数量占比较低，具有环境规

划系（所）或专业的高校较少，高水平的人才培养机

构则更少。其二，区域发展不平衡，学科人才培养和

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省份，而其他地方的学

科建设比较落后，难以支撑地方环境规划与管理人才

需求。其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人才培养重理论轻实

践，与环境规划实践还存在一定脱节。其四，缺乏针

对我国环境规划管理现实需求而主动搭建的国际合作

平台。

4  我国环境规划学科发展展望

为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回应碳达峰碳中和新

战略需求，全面提升环境规划管理水平，近期环境规

划学科需要在以下方面推进和发展。

图8  CNKI中环境规划与管理硕/博士论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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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紧握时代脉搏、拓展环境规划思想与理论研究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理念，紧

紧围绕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等主题，

鼓励开展创造性、创新性的环境规划思想研究，构建

从环境规划制定到实施全过程的理论与方法，形成我

国环境规划独特的理论与方法体系，提升环境规划理

论、方法的衔接性与兼容性。

4.2 立足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推动环境规划技术发展

立足问题导向，以面向高质量发展、美丽中国和

健康中国建设、碳达峰碳中和等需求为目标，引导和

推动环境规划技术发展，解决国家需要、人民关切的

生态环境问题。其中，重点发展环境空间规划技术、

环境风险管理技术、环境政策评估技术、环境行为模

拟与分析技术、环境系统模拟仿真技术、环境经济学

分析技术等；加强多学科交叉结合，推动环境规划

管理技术向全过程管理技术转变；推动产业智能化进

程，促进信息技术深入交融，推动环境规划技术集成

创新。在回应国家需求的同时，发展与我国社会经济

与生态环境特征相适应的、全球领先的高水平领跑关

键技术。

同时，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建设技术孵化中心和

科技创新中心，整合高校、科研院所、环境规划院

所、环保企业的资源要素，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范

围统筹科技资源，建立创新联合体。完善配套机制，

不断提升环境规划学科技术水平，实现环境规划体系

与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4.3  完善学科人才培养体系，促进学科持续优化发展

构建更完善的环境规划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加大

环境规划专业投入，加强政府参与，鼓励地方高校及

其他研究机构根据需要发展环境规划学科，壮大环境

规划学科人才队伍；改革教师聘任制度，引进学科高

水平人才；借鉴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与高校实行的

人才联合培养模式，通过环境规划院所与高校合作，

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实践应用能力的专业人才；

针对我国环境规划实践需求，主动构建国际合作平

台，提升我国学者在国际研究机构中的参与度和话语

权，推进环境规划学科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培养具

有国际视野的学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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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discipline in China and identify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and 
prior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existing problems and future trends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discipline 
in China from three aspects of basic theories, technical practices, and cultivation of discipline tal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planning discipline in China is problematic, including that the basic theoretical system is not perfect, the research level and 
application ability of key technologies are needed to be improv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is insufficient.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grasping the pulse of the new era and expanding the 
research of thoughts and theories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technologies based 
on the orientation of key problems; and perfecting the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Keywords: environmental planning discipline; planning thoughts and theories; planning technologies; talent cultivation; discipline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