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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

建设美丽中国

今年3月份，中办、国办印发《关于

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明确提

出到2025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基本

建立，全域覆盖、精准科学的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体系初步形成。到2035年，体系健

全、机制顺畅、运行高效的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制度全面建立，为生态环境根本好

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提供有力支

撑。为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科学指导各类开发保护建

设活动提供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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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 建设美丽中国

今年3月份，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明确提出到2025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基本建立，全域覆盖、精准科学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

系初步形成。到2035年，体系健全、机制顺畅、运行高效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全面建立，为生

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提供有力支撑。为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线，科学指导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提供行动指南。

一、生态环境管控关键在于源头预防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

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资源压

力较大、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的国情没有改变，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不足，生

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污染物和碳排放总量仍居高位，部分区域生态系统退化趋势

尚未根本扭转，美丽中国建设任务依然艰巨。同时，我国生态系统复杂多样，生态环境问题在不同

区域、流域有很大的差异。本次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意见出台，是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

要举措，关键在于源头预防，为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行绿色发展，实施差异化精准管控提供了坚

实的制度保障。

以前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多属于被动防控，项目建成后才知道对环境会造成什么影响。源头预

防是要在较早的阶段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风险，而不是等到以后再去末端做污染减排。《意

见》明确指出，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硬约束为重点，以生态环境管控

单元为基础，以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为手段，以信息平台为支撑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坚持国家

指导、省级统筹、市级落地的原则，分级编制发布本行政区域内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省级、市

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由同级政府组织编制，充分做好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的衔接。

严守“三条线”，即是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此次划定的生态环境管

控单元，共分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和一般管控单元三类，涵盖了大气、水、生态、土壤、

海洋等各环境要素，突出分类管理、分区施策。

据生态环境部消息，截至2021年底，全国省、市两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全面完成并发布实

施，初步形成了一套全域覆盖、跨部门协同、多要素综合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截至今年3月

底，我国已划定生态环境管控单元44604个，为我国发展“明底线”“划边框”建立了“绿色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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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地制宜实现差异化管理

《意见》强调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禀赋、生态环境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生态

环境治理。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环境承载力、产业基础等都不同，各地在发

展经济的同时，进行生态保护要因地制宜，差异化精细管理。在什么地方可以重点发展，哪些地方

要避开、绕开，实施重点保护。针对我国不同区域特点，通过建立分区分类管控策略，集成应用各

种管理和技术手段，建立“绿色标尺”。

《意见》要求确定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编制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在管控单元里，什么项目允许

建设，什么项目要重新选址，都要按清单来管理。为发展“明底线”“划边框”，而不是“一刀切”

或“翻烧饼”，实现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鼓励各地以产业园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为重

点，开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环境监测、执法监管等协调联动改革试点，

探索构建全链条生态环境管理体系。

《意见》为全国范围内进一步疏通绿色发展，实施差异化精准管控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重

点是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例如，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推动长江全

流域按单元精细化分区管控，加强沿江重化工业水污染防治和环境风险防控，防止重污染企业和项

目向长江中上游转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上中下游地区差异化分区管

控，优化黄河中上游能源化工和新能源产业布局，促进中下游产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强化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能源和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中的应用，建立陆岸

海联动、区域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管控机制，引导传统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合

理布局。通过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框定宏观发展与保护格局，实施精细化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支

撑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根据《意见》，各地还将分级编制发布本行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

案，让美丽中国建设从细节出发，更科学更精准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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