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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电源发展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已经开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但是对

于电网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还没有很深入地进行。以《南京电网“十一五”发展规划及

2020 年远景目标环评》电网规划环评为案例，对如何组织电网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思路、评

价体系和内容框架等内容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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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p to now, the EIA of power source development plan has started, and the better
effect has been drawn. However, to the power grid development plan, the plan EIA hasn't
done in depth. Based on some material plan EIA of Nanjing Power Grid, some problems in-
cluding assessment thoughts, assessment system and content framework has been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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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章规

定了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基本的工作程序与评价

内容要求，根据环评法的规定，规划环评是在规划

编制过程中，由规划编制机关组织进行。 《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试行）HJ/T130-2003》根据

环评法的指导精神给出了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的一般原则、工作程序、方法、内容和要求。 2008

年 3 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在充分听取有关部门、
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 经与原

国家环保总局、原交通部、发展改革委、水利部等

部门反复研究论证，形成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

例（征求意见稿）》。2009 年 8 月 12 日国务院第 76
次常务会议通过 《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 条 例》，自

2009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但是上述系列文件对

于具体的评价思路、 评价体系和内容框架尚没有

更为详细的指导， 而这些对于开展实际的规划环

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1]。 《南京电网“十一五”发展

规划及 2020 年远景目标环评》的规划环评则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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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方面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规划环评的法律依据

我国对规划环评 的 法 规 要 求 主 要 体 现 在 法

律、法规以及政策等方面，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以及其余相关的政策文件等。
1.1 环境影响评价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一章第

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影响评价， 是指对规划

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 影 响 进 行 分

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

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 由

此可见， 环评法将规划环评工作以法律规范形式

予以明确， 从法律的角度要求了对规划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的必要性与强制性。
1.2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导则

《规 划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技 术 导 则 （试 行）HJ/
T130-2003》规定了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一般

原则、工作程序、方法、内容和要求。适用于土地利

用的有关规划，区域、流域、海域的建设、开发利用

规划以及工业、农业、畜牧业、林业、能源、水利、交

通、城市建设、旅游、自然资源开发的有关专项规

划。
1.3 相关文件

（1）国发〔2005〕39 号文--国务院关于落实科

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第三部分 “经济社

会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第八节及其余章

节中有强调： 必须依照国家规定对各类开发建设

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2） 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办公厅， 环办函

〔2006〕394 号文—关于加强环保审批从严控制新

开工项目的通知中，要求“对在建规模较大、潜在

产能过剩的水泥、煤炭、电力、纺织等行业，要积极

配合投资主管部门做好规划以及规划的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未列入规划的项目，原则上不受理其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
（3）原 国 家 环 保 总 局 文 件 ，环 发 [2006]28 号

文--关于印发《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的通知中， 第四章专门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的

公众参与做出了相关规定， 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

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规划， 应当在该

规划草案报送审批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

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

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2]。
（4）地方性文件：如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办法；南京市出台的《关

于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实施意见》；大连市出

台的 《大连市关于做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

通知》；河北省政府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等等。

2 规划环评的内涵与目的

规划环评是指将环境因素置于重大宏观经济

决策链的前端，通过对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的分析，
对各类重大开发、生产力布局、资源配置等提出更

为合理的战略安排， 从而达到在开发建设活动源

头预防环境问题的目的。环评法第一条指出，其宗

旨和目的是“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预防因规

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促进

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可见规划环评是环评法的主要立法目的和宗

旨，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与环境资源

协调发展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规划环评能够在优

化产业布局、 促进结构调整方面具有十分明显的

作用。
电网规划及建设在近年已进入了高峰期，并

得到政府各部门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 由于在

早期电网规划建设中对电力设施给环境带来的影

响考虑不足， 致使近年来居民对电力设施给环境

造成影响的投诉逐年增多， 因此进行电网规划环

评就显得非常重要。南京电网规划环评、广州市电

网规划环评是国内较早开展的区域性电网规划环

评。 本文结合南京电网“十一五”发展规划及 2020
年远景目标规划环评案例， 对电网规划环评进行

总结。

3 南京电网规划环评内容框架

电网规划环评与 输 变 电 项 目 环 评 是 两 个 层

次、性质不同的评价。电网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属于

战略层次上的评价，是从宏观角度，重点关注实施

方案与环境因素的协调性。 输变电项目环评由于

单一项目的局限性， 无法顾及到各个项目之间的

叠加或累积影响， 而这正是电网规划环评关注的

重点， 也只有在规划环评中才能充分识别出这种

影响并进行预测评价, 拟定相应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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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内容框架

根据南京电网规划环评报告[3]，规划环评内容

总体框架包括：前言、总则、南京电网规划分析、南

京市环境现状分析与评价、 南京市生态环境现状

调查与评价；南京市输变电现状分析与评价、环境

影响识别与确定环境目标、评价指标、输变电工程

分析、输变电环境影响预测分析与评价、生态环境

影响分析与评价、输变电风险分析、输变电环境污

染控制与治理措施、公众参与、环境管理与监测计

划等。
其中，南京电网规划分析是整个报告的基础，

环境影响识别与评价指标的确定则是整个评价内

容的依据。下面对评价目标与指标体系进行描述。
3.2 评价目标

电网规划环评的目标应包含以下内容： 分析

和评价电网规划与相关政策、 法规以及其他相关

规划的一致性和协调性； 分析和评价规划方案涉

及的环境问题和环境制约因素； 识别电网规划方

案存在的不足，综合比较各方案的优缺点，并提出

推荐方案或提出修改的建议； 提出预防或减轻环

境影响的对策及措施。
3.3 指标体系

规划环评的指标体系， 是规划的环境保护目

标的具体体现。 因此，评价指标应该是全面的、可

感知可判断的。 规划环评的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应遵循如下几个原则：（1）全面性和代表性相结合

的原则；（2）定量和定性结合原则；（3）持续性和阶

段性结合原则；（4）控制性和引导性结合原则[4]。
在对南京电网发展环境影响识别的基础上建立南

京电网规划环评的指标体系。 南京电网规划环评

指标体系见表 1 。

表 1 南京电网规划环评指标体系

主题 环境目标 评价指标体系

电网目标和
电网结构

电力负荷预测与国民经济发展需求相协调 变电站布局及线路走廊规划合理性

社会经济 电网规划与南京市其它相关规划相协调
与环境保护规划的协调性 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协调性

与土地利用规划的协调性 与生态保护规划的协调性

电磁环境 减轻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影响，满足国家相应标准和限值要求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无线电干扰标准值

声环境
减轻输变电工程的噪声影响，满足国家声环境排放标准、

质量标准要求
等效连续 A 声级

生态环境
尽量减少变电站、线路走廊土地占用及限制面积，尽量减少植被

破坏面积，减轻规划实施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生物多样性植被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敏感点规划实施

损失生物量

景观 变电站选址、线路走廊与景观相协调 景观敏感度

水环境 变电站废水达标排放
变电站废水排放量

废水排放标准和质量标准

危险废物 保证变压器用油事故排放的有效收集、处理 估算事故变压器用油的排放量

气候 减少绝缘气体 SF6 的（温室气体）排放 SF6 气体的泄漏量

4 电网规划环评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4.1 存在的问题

（1）电网规划本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由于

规划本身涉及到将来近 20 年的发展期，所以对于

规划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电网规划

还涉及到很多政府部门，存在权利重叠的情况。
（2）目前尚没有单独的电网规划环评导则，所

以直接导致环境影响识别、 预测方法等仍处于摸

索阶段。
（3）电网规划中线性方案不同于交通的线性

方案， 在环境影响预测中不方便使用图形叠接的

方法。 由于地区交通规划中的公路的数量是有限

的， 所以可以通过图形叠加的方法得出生态环境

的影响，但是对于输变电的线性方案却很不一样，
线路太多， 无法用图形叠加的方法来进行环境影

响分析，需要选择其余的方法。
（4）电网规划环评的声环境预测与评价需要

区别对待。 电网规划环评中声环境预测与评价与

建设项目的声环境影响预测完全不一样， 只能从

区域的声环境功能区目标对电网建设提出要求。
（5）与其余的规划环评一样，在完成电网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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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报告的过程中， 一样难以处理规划自身内容

与规划环评之间的关系， 难以从规划环评的角度

大胆地对规划自身做出科学调整。
4.2 建议

（1）建议规划制定部门认真对待规划本身，尤

其是中长期规划，一定要重视科学性、可行性方面

内容。
（2）建议尽快完成“一地、三域、十行业”专项

规划环评导则/指南。 由于各个专项评价内容、方

法、指标完全不一样，所以，必须编制各专项规划

环评指南[5]。
（3）建议分阶段控制规划环评内容。 可以包

括：前期阶段、方案评估阶段、工作大纲阶段、规划

报告阶段等， 同时加强对规划实施后的动态跟踪

工作，视情况开展环境监察与审核，确保规划环评

目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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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过程的模拟分析有利于对整个矿区开采沉陷影

响情况有一个整体性把握； 它不但能反映矿区开

发地表沉陷对环境的影响过程及初步确定影响程

度，同时也为地表沉陷对土地资源、水土流失影响

定量化分析、预测提供数据支撑。沉陷过程分析视

对矿区开发程度高低不同而采用方法的不同，对

于对尚未大规模开发的矿区（如大部分西部矿区）
可采用情景模拟的方法，对老矿区（如东部矿区）
可采用吨煤土地沉陷率等指标进行分析[6]。

4 生态综合整治措施

生态综合整治措施制定的原则是在生态环境

现状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社会经济状况、生态

环境现状评价、生态敏感性分析、生态服务功能和

开采沉陷影响评价结果， 综合运用遥感和地理信

息系统技术， 对各相关资料分析处理后进行分区

划界整治。
以陕西北部某矿区为例， 该矿区以黄土丘陵

和风沙区地貌为主， 是陕西省重要水土流失监督

和重点治理区， 防止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是改善

本区生态环境的首要任务；此外，本区黄土丘陵区

旱地多已退耕还草、林，耕地（水浇地）主要分布于

区内主要地表水体沿线。因此，本矿区生态综合整

治的总体目标是防止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 依据

上述原则和矿区生态服务功能， 该矿区一级整治

区可分为采煤沉陷区 （采煤影响区） 和禁止开采

区，二级区可分为黄土丘陵区（防止土地沙化和水

土流失防治区）和风沙区（防沙、治沙区），三级区

重点是黄土丘陵区按坡度（矿区坡度图）进行划分

（如 25°坡以上区，退耕还草林，并实施边坡综合

治理；25°～5°坡区，机械或人工修筑梯田，必要时

退耕还草， 小于 5°可进行机械或人工简单修复

区），一般情况下划分到三级区即可。

5 结束语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是煤炭工业类矿区总体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的重点。 本文主要根据笔者近年

来从事的煤矿区规划环评工作的积 累 和 研 究 成

果， 总结了西部煤矿区规划环评生态评价专题中

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并就此提出了一些解决问

题的思路和方法； 虽然这些思路和方法已在西部

煤矿区规划环评中得到应用，并得到一定的认同，
但对西部煤矿区不同的地质条件和生态环境背景

下，能否在煤矿区规划环评中进一步推广，有待进

一步实践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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