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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8_8B_E5_92_A8_E8_c41_66131.htm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与

评估是我国投资项目决策程序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科学性、客观性和

可靠性，直接影响决策的质量，可以说它是决定建设项目优

劣的关键，是实现建设项目投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

化的重要基础。而在现行作为直接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的可

行性研究与评估报告中，有关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和分

析十分有限，这与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宏观背景

显得不相适宜。 人类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资源衰竭、能

源紧张和环境危机，这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在体制转型时期的经济欠发达国家而

言，政府的环境政策是减缓生态与环境破坏、改善环境质量

最为重要的手段。早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国政府就明确规定

把环境保护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并先后制定了《环境

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

洋保护法》、《森林保护法》等一系列法规。九十年代以后

，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

白皮书》，进而将实施“可持续发展”确定为我国经济、社

会、资源与环境相互协调和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因此，在

可行性研究与评估中强化环境保护意识、深化项目环境保护

方面的分析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和可行的。 一、在

可行性研究与评估中强化环境意识是必要的 在建设项目可行

性研究与评估中强化环境保护意识的必要性在于： 1．有利



于提高项自前期准备的工作效率。按照我国现行的项目建设

程序，项目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还应当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实际操作中，通常是先编制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然后编

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并对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若在可研

阶段，对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未予充分考虑，环境影响评价

往往不易顺利通过。有时，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修改可研报

告中的工艺技术方案，调整投资估算，甚至进行更大篇幅的

改动。这样既延长了项目前期工作周期，也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人力、物力资源浪费。 2．有利于项目投资科学决策。传

统的经济增长是依靠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务、消耗资

源和能源，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为目标的粗放型经营方式

。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目标的影响下，新的经济理论，一

改过去单一追求经济利益的方式，把近期利益和长远目标结

合起来，转变成为追求实现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生态环境

之间持久的平衡发展。为此，我国已将资源合理手利用和各

地的环境保护纳入各级政府主要官员的政绩考核。各级决策

者们在项目决策前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拟建项目的

环境保护问题。同时随着全民环境意识和法制观念的不断增

强，项目业主和企业家们在投资决策前也会希望获得更多的

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信息。 3．有利于筹集项目建设资金。

现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使那些经济、社会、环境效益

都好的建设项目在投资方面更容易获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

倾斜。这类项目在争取国外投资方面也同样具有优势。国际

金融组织和国外政府对贷款项目的环境问题十分重视。特别

是世界银行在项目决策程序中实行了环保一票否决制，因此

在争取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进行项目开发建设时，尤其要处理



好开发利用与环境治理保护之间的关系，求得社会经济发展

同资源开发、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协调。 二、在可行性研究与

评估中强化环境意识是可能的 我国政府提出：2000年，力争

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

和地区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2010年，基本改变环境恶化的

状况，城乡环境有比较明显的改善。政府的这一工作目标和

当前我国正在执行的环境经济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我

们在项目可研与评估中强化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提供了政策

依据。 可持续发展观、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为我们在项

目可研与评估中强化环境意识、深化环境分析提供了理论支

持。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中。传统的资本或财富定义已

被拓展了，除有形资本外，还将人力资本和自然环境与资源

纳入资本概念中。并强调，必须重视资本，人力资本和环境(

资源)资本。因为其中任何一种形式的资本退化都会危及未来

的经济僧长，可持续发展不仅突出重视环境资源的价值，而

且从动态角度强调对它们永续利用，代际公平等。环境经济

学是环境科学与经济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相互交叉的产物，

它的形成和发展，使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增添了经济分

析的视角，它把环境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向题对待，从而分析

环境问题的经济本质并提供有效的政策选择。 当代技术经济

学的有关方法应用于环境问题的具体研究，给我们在项目可

研与评估中深化环境分析提供了分析手段。如从边际效益递

减规律的角度计算最优污染水平，对环境工程核算和微观环

境经济决策进行费用效益分析，以及对环境污染进行价值估

算和对项目环境影响经济评价等。 三、在可行性研究与评估

中强化环境意识是可行的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与评估不仅要



体现“经济发展政策”，而且应体现“环境保护政策和可持

续发展政策”。尽管目前建设项目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与项目

评估中有关环境方面的深入分析尚无现成的模式可循，但我

们应该在实践中，针对不同项目特点，有意识地进行一些探

索，建议先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在项目可行性研究与评

估的全过程中强化环境意识，对拟建项目除了考虑经济上的

合理性、技术上的先进适用可靠性外，还要从环境的角度分

析拟建项目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对拟建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

响程度能够定量的，并能用货币表示的尽量将其货币化，以

便进行定量分析；对不能定量的或无法用货币表示的，则应

进行定性的分析描述。 2．项目选址在遵循选址一般原则的

同时，还要考虑项目区的环境容量与承受能力，使资源开发

与项目建设为环境所允许，开发强度不超过环境的负荷能力

。 3．在选择论证项目的生产工艺技术方案时，要大力推行

清洁生产。清洁生产包括清洁的生产过程和清洁的产品两方

面的内容。对生产过程而言，清洁生产包括节约材料和能源

，淘汰有毒原材料并在全部排放物和废物离开生产过程以前

减少它们的数量和毒性。对产品而言，清洁生产策略旨在减

少产品在整个生产周期过程(包括从原料提炼到产品的最终处

置)中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总之要鼓励资源综合利用，对废

料和污染物实行源头削减。在清洁生产的概念中，不但含有

技术上的可行性，还包括了经济上的可盈利性，体现经济效

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4．在项目可研与评估中

，还应详细描述该项目的排污种类、排放量、排放方式、废

弃物回收利用和污染物处理的方案。以及项下环保设施的投

资额、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等情况。 5．在项目经济分析中



，除了按国家现行可研与评估中有关经济分析的要求进行常

规的项目经济分析之外，还可以尝试着对环境影响进行价值

计量并将环境影响经济评价的结果纳入项目经济分析，使我

们能更全面地了解项目的实际价值，预见项目的经济后果和

环境后果，避免实施使自然环境退化的项目，为项目可行性

决策提供依据。 6．在项目不确定分析中，除对项目关键的

财务变量进行敏感性分析外，建议对项目关键的环境变量(如

现行环境经济政策、环境质量标准、环境排放标准的变化)也

进行敏感性分析。 当今，绿色农业、绿色产品、绿色会计、

绿色GNP、绿色⋯⋯不断涌现。人们向往“绿色”，因为人

类只有一个地球。作为工程咨询工作者，我们有义务为这“

绿色”的向往添枝增叶，让我们编制的可研报告、项目评估

报告中更多一些绿色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