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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参考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战略环境评价最新的研究成果，系统地分析了战略环境评
价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进展；通过欧盟成员国战略环境评价指令执行情况的回顾分析，总结了战略环境
评价在欧盟成员国的现状和前景；结合具体案例，对全球十个国家已建立的战略环境评价体系进行了
比较，探讨了战略环境评价的理论创新，以及战略环境评价更为系统性的方法；着眼于实践应用的角
度，对战略环境评价将来的发展做出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本书资料丰富，内容充实，具有很高的学术和实用价值。
    本书可供从事战略环境评价研究与实践的科研、管理人员参考，也可供政府部门管理决策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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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什么是战略环境评价　　本章概述了战略环境评价（SEA）的起源和发展，提出了对当前
战略环境评价的理解和对其实施效果的评价，阐述了战略环境评价的重点及其与环境影响评价（EIA
）的区别。
还介绍了战略环境评价的基本原理，解释了为什么以及何时进行战略环境评价，以有效地考虑“政策
、计划和规划”（PPP）制定中的环境部分，并识别出有效的战略环境评价实施条件。
最后进行了总结。
　　1.1　简介　　美国于1970年首次在公共决策问题上引入了基于《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EPA）
的环境影响评价，其中包括主要的联邦活动（United States Government，1969）。
1978年，环境质量主席委员会将规章、计划、政策、程序、立法提议和规划都列入主要的联邦行为
（Wood，2002；Wright，2006），而在实践中，基于NEPA的评价主要考虑了项目层次的建议。
　　在NEPA之后，其他国家也开始建立环境影响评价要求（Dalai—Clayton et al.，2005），例如，加
拿大（1973年联邦环境评价回顾）、澳大利亚（1974年联邦政府的环境保护法案[提议的影响]）、联
邦德国（1975年联邦公共措施的环境兼容性的评价原则）、法国（1976年自然环境保护法）。
然而，在发展的初期，很多国家仅是偶尔而并非系统地应用环境评价。
此外，与美国相似的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绝大多数国家的环境评价主要应用于项目层次
（Fischer，2002）。
尤其是在80年代的发展中国家，国际援助组织和开发银行，如联合国发展计划（UNDP）、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银行，开始推进环境评价的应用和培训（Dusik et al.，2003；OECD
，2006；World Bank Group，2006）。
　　在20世纪80年代的环境评价文献中，项目层次和更高层次的决策环境评价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
在欧盟成员国中，这种差异由于1985年85／337／EEC指令的引人而变得形式化（European Commission
，1985）。
在欧洲当时的背景下，环境影响评价只包括项目层次上的评价。
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高于项目层次的决策中也需要考虑环境后果，于是在80年代的后期引入战略环境
评价（Wood et al.，1992），并将其广泛应用于政策、计划和规划等决策层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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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战略环境评价理论与实践：迈向系统化》面向的读者群比较广泛，包括不了解战略环境评价或
者希望丰富自己战略环境评价知识的学生和环境评价从业者。
《战略环境评价理论与实践：迈向系统化》采用实证的方法，欲填补现阶段专业文献中缺少系统审查
和实证研究的空白。
由于作者来自欧洲，案例也集中在欧洲，书中提供了有关欧盟成员国战略环境评价指令的执行和变化
的最新情况。
当然，《战略环境评价理论与实践：迈向系统化》也参考了非欧洲国家或地区的实践并且评述了许多
非欧洲国家或地区的战略环境评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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