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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环境功能区划：实现环境科学管理的基础

  环境功能区划是依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不同地区在环境结构、环境状态

和使用功能上的差异，从环境功能本质内涵出发进行环境功能类型的归纳，将

环境按照其功能特性划分为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的环境功能类型，并且对区

域进行合理的划定。

  我国于20世纪中后期开始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划，并开始了环境规划理论方

法的研究，在研究和实践中逐渐意识到，明确区域合理的空间结构、明晰的功

能分区是解决区域环境问题的重要举措。目前，以大气环境功能区划、水环境

功能区划、声环境功能区划、生态功能区划等以环境要素或专项为主的环境功

能区划在我国环境管理中已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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