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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港口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 但随之带来的是港口建设
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必须实施港口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本文基于《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试行），结合港口规划环评的特点，对港口规划环评的技术路线
和评价内容进行了总结。 评价重点内容从规划协调性分析、环境承载力、公众参与和风险
评价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总结， 为其它港口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提供参考和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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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CONTENT & TECHNICAL METHOD ON

EIA OF PORT PLANNING
NIU Zhao-xia

(Ningb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cience research & design institute, 315012)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por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illar. Bu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ort construc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come increas-
ingly conspicuous,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plan EIA of port engineering. Based on the "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Plan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on trial) ", the paper summa-
rizes the contents and the technical route of plan EIA . It focuses on the coordination Analy-
sis,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 public consultation and risk assessment, combining with
the EIA characteristics of port planning. It provides a good reference for other EIA of port
planning.
Key word： port planning；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Environmental risk analysis.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特别是近

年来港口货物吞吐量跳跃式的发展， 港口已成为

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港口作为城市的重要资源，
其不仅有为货物装卸、船舶靠泊提供服务等功能，
还成为发展加工业、商业、旅游业的重要场所。 但

随之带来的是港口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

益突出，因此必须实施港口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从

源头上控制环境污染。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均加强

了港口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中对环境影响的预

防和保护工作[1,2]。 我国于 2002 年 10 月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八条明确指出：
“国务院有关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对其组织编制的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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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在该专项规划草

案上报审批前，组织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向审批

该专项规划的机关提出环境影响报告书”。 同时，
我国 2003 年 6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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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第七条规定：“港口规划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要求以及国防建设的需要编制， 体现

合理利用岸线资源的原则，符合城镇体系规划，并

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江河流域规

划、防洪规划、海洋功能区划、水路运输发展规划

和其他运输方式发展规划以及法律、 行政法规规

定的其他有关规划相衔接、协调。编制港口规划应

当组织专家论证， 并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因此，在进行港口开发时，应对其进行港口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

1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概述

根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试行）[3]

可知：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规划实施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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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的方法和制度。 规划环评的目的是消除或降

低因战略缺陷对未来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 从源

头上控制环境问题的产生。
港口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港口规划及其

替代方案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价，提出

减缓措施 ，以避免、消除或减缓港口规划对生态

环境的不利影响， 并把评价结论应用于规划决策

的过程。通过环境影响评价，能在港口规划制定的

初期充分考虑环境问题，从而能消除、避免或减缓

规划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有利于区域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实施。

2 港口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路线及内容

2.1 评价技术路线

(1)对港口规划进行分析，对规划所涉及到的

区域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同时

对主要环境问题、 环境制约因子以及发展趋势进

行分析；
(2)环境影响识别与筛选；
(3)确定环境目标、评价指标、内容与评价范围；
(4)规划环境影响预测、分析与评价；
(5)规划综合论证；
(6)推荐环境可行的规划方案，提出环境保护

措施与建议；
(7)给出评价结论；
(8)编制港口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9)实施跟踪监测与评价。

2.2 评价重点内容

港口是一个典型的人类活动与环境问题有着

直接冲突的场所， 世界上很多港口面临着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问题[4]。但是港口规划环评与建设项

目环评侧重点不同，港口规划环评除了对水、气、
声、固废进行评价外，重点应评价对自然、生态、社

会经济等累积的、不可逆的影响以及与政策、规划

的符合性。
2.2.1规划协调性分析

港口建设和运行使土地功能改变， 造成水土

流失、海洋生物损失、植被破坏、景观生态系统改

变。因此，港口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将主要分析港口

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海洋功能区划、城市总

体规划、渔业规划、旅游规划、水资源利用规划、产

业政策规划发展规划协调性问题。 若与规划不符

合，则需要对港口功能进行优化调整。
2.2.2环境承载力分析

港口环境承载力[5]是指：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

内，港口生态系统维系其 自身健康、稳定发展的

潜在能力及所能承受的人类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

能力， 它可看作港口环境系统结构与区域社会经

济活动适合程度的一种表示。
港口环境承载力的主体是港口资源， 客体是

人口、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 港口环境承载力将生

态环境作为被承载体来对待，与人口和社会经济系

统相并列考虑，突出表现了人口、生态环境和社会

经济这些客体之间对港口资源的分配和协调关系。
2.2.3公众参与

为了提高港口规划环评工作的科学性、 客观

性、公正性，使环评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决策、污染

防治对策更为合理、可行，遵照国家《环评法》和国

家环保总局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6]

开展公众参与调查活动。
与一般建设项目相比， 港口区域规划环评所

涉及的公众影响范围更广，涉及的公众层面更多，
因此在进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 实施公众

参与显得尤为重要。
港口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的范围应

该包括港口规划涉及的直接区域和间接区域。 公

众调查的对象应包括以下几个： 现在港口规划区

域居住、工作的个人；现在港口规划区域运营的单

位团体，如当地机关、企事业单位、村委会等；目前

在港口规划区域外居住、运营，但将来可能受到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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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影响的群体、个人，如附近或拟迁入的机关、
企事业单位、村委会和个人等；关心港口建设的行

业专家、政府部门、社会人士。
公众参与的方式一般采用网上公示、 张贴公

告、发放调查表、媒体等形式，公众参与应严格执

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方法》中规定的两

次公示等要求。
2.2.4 风险评价

对于一些大型危险品集中的石油化工港口、
集装箱码头等可能产生爆炸、泄漏、溢油等风险事

故。 如发生风险事故，将会对海域的水环境、生态

环境造成巨大影响。
对于港口总体规划环评中的环境风险分析，

根据国家环保总部 2004 年颁布的《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导则》[7]可知：风险评价重点是确定

最大可信事故的风险影响程度、 范围与周边其它

功能区及相邻敏感点的空间关系， 在预测的基础

上对规划初步方案进行优化调整， 对可能产生的

环境风险提出预防性的规划措施。
例如：宁波－舟山港区域范围大，大型危险品

码头集中，危险品运输量大，船舶密度大，通航条

件复杂，事故发生率较高，是我国沿海风险最高的

海域之一。 因此，对于宁波－舟山港区规划环评必

须进行风险评价，制订风险应急系统建设方案，并

不断完善应急反应预案，建立健全应急反应体系。

3 小结

本文基于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试

行），结合港口规划环评的特点，对规划环评的技

术路线和评价内容进行了总结。 通过规划阶段的

环境影响评价， 识别和控制港口发展的环境不利

因素， 可以从宏观上保证区域社会经济和环境保

护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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