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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加速期，城市化率已由1993年的28％提高到2008年的45.6 8％。
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如何改变城市环境恶化、能源、资源环境压力加剧等问题，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所
必需面临和解决的主要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我国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比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低30个
百分点。
因此，我国的城市化率会进一步提高，城市环境问题也会更加突出。
根据统计，全国有400座城市缺水，其中110座严重缺水，人口在100万以上的32个大城市则普遍缺水；
全国城市大气污染物中粉尘和颗粒物的数量比郊区高10倍，硫化物、氮化物、碳化物等有害气体比郊
区高5～20倍，一半以上城市的空气质量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2007年，全国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35.3 ％，人均绿地面积9m。
，但不断受到城市建设的挤占。
因此，城市化进程正面临人口数量不断增多、资源短缺不断扩大和环境负荷不断加重的压力，加快城
市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改善城市的生存与发展条件已成为当务之急。
近10年来，城市森林在城市环境建设中的独特地位开始受到中央和地方决策者的重视，1994年国务院
通过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提出要强化城市的绿化、美化工作
，此后通过的“21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划”进一步确定了“建设布局合理的城市森林环境，
到2000年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7m2，以上，2050年达到25～50m2，的行动目标，从而有力推动了绿
化、美化城市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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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化进程正面临人口数量不断增多、资源短缺不断扩大和环境负荷不断加重的压力，加快城市
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改善城市的生存与发展条件已成为当务之急。
近10年来，城市森林在城市环境建设中的独特地位开始受到中央和地方决策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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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2.2原则　　环境影响识别是评价的基础，它遵循的原则主要有：　　3.2.2.1科学性原则　　科
学性原则指环境影响识别应建立在科学的系统基础之上，以研究目标为指导，进行主要影响因素的识
别，并设计有关评价的指标体系。
并对所选指标要进行检验，以保证识别指标设置和计算方法的正确性。
　　3.2.2.2全面性原则　　全面性原则是指识别和评价指标体系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因此，识别和评价指标体系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城市森林环境影响的主要特征和状况，涵盖经济、
社会、生态和人的发展等各主要领域，全面反映环境影响的内涵。
　　3.2.2.3代表性原则　　尽管环境的内容几乎涉及了经济、社会、生态和人的发展等各个领域，但
是指标体系却不可能包罗万象，指标选择应强调代表性和典型性，避免意义相近或重复的指标。
　　3.2.2.4可比性原则　　环境影响识别和评价是跨时空的研究活动。
因此，识别和评价指标设计与处理应在不同城市、在不同时期上具有可比性，以便进行横向和纵向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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