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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的社会活动具有目的性、依存性和继承性，只有通过有组织的管理活动才能协调一致，实现既定
目标，在社会分工协作不断深化的现代社会尤为重要。
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活动，环境保护也不例外，因此一般认为环境管理即是运用计划、组织、协调、控
制、监督等手段，为达到预期环境目标而进行的一项综合性活动。
由于环境管理的内容涉及土壤、水、大气、生物等各种环境因素，环境管理的领域涉及经济、社会、
政治、自然、科学技术等方面，环境管理的范围涉及国家的各个部门，所以环境管理具有高度的综合
性。
它不仅需要环境基础学科、应用和技术学科的支撑，也需要管理学科、社会与经济学科的融合，更需
要各类相关研究成果的综合集成，因此可以认为：环境管理是环境科学技术研究的最终归宿。
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发展起来的环境科学的一个分支，环境管理的研究时间并不长，许多理论和
实践问题都有待深化和延续，因此它是一个年轻的有旺盛生命力的学科，也是当代社会最为期待的学
科之一。
当人们面对日益广泛、严重、复杂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当人类付出了大量的资财和精力仍然不能
根治环境问题，当有人大声疾呼试图唤醒人类仍难以实现人地协同的时候，这种感受更为深切。
以此，加强环境管理的学习、研究和实践总结是历史赋予环境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我国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已将环境规划与管理作为专业核心课程。
我们在总结归纳以往环境规划、环境管理教学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环境规划和管理的实践和最
新理念，形成了这本教材。
教材力图反映当前环境管理体系和规划技术的全貌，并将最新的环境理念、方法和技术手段呈现出来
。
但由于时间所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并在阅读和使用中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不
断修订完善，成为读者的良师益友。
本书主要由四川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的有关教师编写完成。
其中第1-4章由四川大学姚建编写；第5章和第6章由西南交通大学的陈海堰、刘颖分别编写；第7章、
第10章由四川大学张军编写；第8章、第9章由西南交通大学的熊春梅、龚正君、吴文娟编写；最后由
姚建教授定稿。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两校相关领导和师生的帮助，也得到了化学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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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规划与管理》系统介绍了环境管理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手段，展现了环境规划的最新内容
，是我国环境管理现状的全面反映。
全书分为四大板块：第1～2章简要介绍环境管理的理论与技术基础；第3～5章介绍环境管理的组织体
系和宏观手段；第6～7章介绍环境规划的内容与技术方法；第8～10章从区域、企业和资源三个领域介
绍了具体的管理措施和方法。
　　《环境规划与管理》主要作为环境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和环境保护领域工作者的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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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环境规划与管理概述1.1 管理学基础1.1.1 管理的概念人类活动具有目的性、依存性和知识性，通
过管理活动才能协调一致，达到单个人活动难以达到的目标，这就成为管理活动产生的客观基础。
管理活动与人类的文明活动一样古老，我国古代就有“顺道、重人、人和、乐信、利器、对策、节俭
”等管理思想，而西方管理思想建立在工业社会发展基础上，表现为“劳动分工可提高效率、简化劳
动、创造新工具和改造设备”等。
从字面上讲，管理就是管辖、处理的意思，但由于研究管理的认识不同，定义也不尽一致。
下面是几种主要观点：管理是指导人类达到既定目标的行动。
管理就是领导。
管理就是决策。
管理就是人类为使系统功效不断提高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一般认为，管理是根据事物的客观规律，通过计划、组织、控制等功能，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
力，作用于管理对象，使之适应外部环境，以达到既定目标的人类活动。
以上定义说明：管理是在一定的组织下进行的对人、财、物、时间、信息等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以收
到单个人的活动不能收到的效果；管理的任务就是要设计和维持一种环境，使人们能以尽可能少的支
出去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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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人类的社会活动具有目的性、依存性和继承性，只有通过有组织的管理活动才能协调一致，实现既定
目标，在社会分工协作不断深化的现代社会尤为重要。
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活动，环境保护也不例外，因此一般认为环境管理即是运用计划、组织、协调、控
制、监督等手段，为达到预期环境目标而进行的一项综合性活动。
由于环境管理的内容涉及土壤、水、大气、生物等各种环境因素，环境管理的领域涉及经济、社会、
政治、自然、科学技术等方面，环境管理的范围涉及国家的各个部门，所以环境管理具有高度的综合
性。
它不仅需要环境基础学科、应用和技术学科的支撑，也需要管理学科、社会与经济学科的融合，更需
要各类相关研究成果的综合集成，因此可以认为：环境管理是环境科学技术研究的最终归宿。
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发展起来的环境科学的一个分支，环境管理的研究时间并不长，许多理论和
实践问题都有待深化和延续，因此它是一个年轻的有旺盛生命力的学科，也是当代社会最为期待的学
科之一。
当人们面对日益广泛、严重、复杂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当人类付出了大量的资财和精力仍然不能
根治环境问题，当有人大声疾呼试图唤醒人类仍难以实现人地协同的时候，这种感受更为深切。
以此，加强环境管理的学习、研究和实践总结是历史赋予环境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我国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已将环境规划与管理作为专业核心课程。
我们在总结归纳以往环境规划、环境管理教学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环境规划和管理的实践和最
新理念，形成了这本教材。
教材力图反映当前环境管理体系和规划技术的全貌，并将最新的环境理念、方法和技术手段呈现出来
。
但由于时间所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并在阅读和使用中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不
断修订完善，成为读者的良师益友。
本书主要由四川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的有关教师编写完成。
其中第1-4章由四川大学姚建编写；第5章和第6章由西南交通大学的陈海堰、刘颖分别编写；第7章、
第10章由四川大学张军编写；第8章、第9章由西南交通大学的熊春梅、龚正君、吴文娟编写；最后由
姚建教授定稿。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两校相关领导和师生的帮助，也得到了化学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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