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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网络电视台消息（2010年5月14日新闻联播）：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今天召开会议，听取
并审议关于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承载能力评价报告，研究当前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有关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总指挥回良玉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青海玉树地震灾区的恢复重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充分考虑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保证安全、保护生态，不仅要让灾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
活上新台阶，而且要让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上新台阶。
　　会议原则同意《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报告》，对评价组专家的工作予以
充分肯定。
　　会议指出，玉树抗震救灾一个月来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成果，但灾后恢复重建时间紧、任务重、
要求高。
要发扬连续作战、顽强拼搏的精神，加快推进恢复重建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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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的科学问题确实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复杂问题。
     在《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一书中，对如何正确使用承载能力评价结
果、如何理解区域承载能力评价结论在一定空间尺度的均质性、如何处理指标体系和阈值一般性与特
殊性关系等问题，都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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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适宜重建地域类型的评价方法　　①确定基本适宜重建地域类型为生态重点保护区、牧业
适度发展区、人口相对集聚区。
②采用主导因素法，以自然地域为单元，把生态环境类指标评价为极重要的区域优先确定为生态重点
保护区；剔除难利用的区域外，结合畜牧业发展条件评价，将其他区域确定为牧业适度发展区。
③根据人口与居民点分布现状、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评价，结合其他相关单项指标分析及城镇化与区域
发展格局变化趋势分析，明确人口相对集聚区依然为现有乡镇所在地，预测人口相对集聚区的人口规
模。
④以乡镇为行政地域单元，在生态重点建设、牧业适度发展和人口相对集聚3个基本适宜重建地域类
型评价的基础上，增加旅游发展地域功能，结合旅游条件评价和其他相关指标评价结果，采用“主导
优先、逐步遴选、动态修正、综合集成”的方式，按照重建的主导方向，确定各乡镇适宜重建的地域
类型。
　　（3）适宜重建地域范围的评价方法　　①在评价适宜重建地域类型（分自然单元和行政单元）
的同时，得出相应地域类型的地域范围和各人口相对集聚区人口规模，以此作为居民点适宜重建范围
和承载能力评价的背景。
②对极重灾区结古镇进行适宜重建地域范围的精细评价。
运用遥感技术确定建成区范围、地震灾害和次生灾害对建成区影响范围。
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以具备经济与居民点发展基础、满足建设用地的地形条件为前提，
、主要根据地震地质评价、工程水文地质评价、地震次生灾害排查和评价结果，结合其他资源（水、
旅游等）与基础条件的综合分析，测算出可承载人口规模，确定适宜人口相对集聚区的地域范围。
③对位于重灾区的4个乡镇，采用上述GIS技术支撑的综合评价方法，确定可承载人口规模和适宜人口
相对集聚区的地域范围。
④对位于一般灾区的22个乡镇所在地，基于单项指标评价结果进行综合判断，确定适宜重建的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大小（以可承载人口规模表示）。
⑤用人口相对集聚区的评价结果修订、补充适宜重建地域类型的评价结果，得到最终适宜重建地域类
型与地域范围结果。
　　（1）分类单项指标的评价方法　　①确定自然地理条件、地质条件与次生灾害危险性、生态环
境条件、社会经济发展基础4类共12个指标项，作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单项评价的指标体系。
②由相关专业领域的学者分别对各指标项进行评价，以适宜重建程度为导向，给出自然地域单元和行
政地域单元的分级分类评价结果。
③相关单项指标评价实行过程互动，不断调整和完善各自评价结果。
　　（2）适宜重建地域类型的评价方法　　①确定适宜重建地域类型为人口集聚区、生态保护区、
生态－牧业区、生态－旅游区和综合发展区。
②采用主导因素法，以自然地域为单元，把生态环境类指标评价为极重要的区域优先确定为生态保护
区；确定难利用区。
③把畜牧业发展和旅游发展条件作为主要指标，并集成其他单项指标评价结果，以自然地域为单元，
采用“主导优先、逐步遴选、动态修正、综合集成”的方式，分别确定适宜重建的生态－牧业区、生
态－旅游区。
其余各项指标取值中等的地域确定为综合发展区。
④根据人口与居民点分布现状、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评价，结合其他相关单项指标分析及城镇化与区域
发展格局变化趋势分析，确定现有乡镇政府驻地为人口集聚区。
⑤以乡镇为行政地域单元，在自然单元评价的地域类型分区结果的基础上，按照重建的主导方向和综
合条件，确定各乡镇适宜重建的地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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