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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国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进入新阶段。

一个建设项目选在什么位置合适？是否会破坏
生态环境？这对企业、对地方发展而言，都是十分重
要的选择。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就是以保障生态功能和改
善环境质量为目标，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
环境管理制度，是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
重要举措。

一个基础：确定生态环境管控单元

在重庆市奉节县，菜籽坝抽水蓄能电站正在火
热建设中。

电站选址时，曾有多个地点备选。当地运用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为项目准入和选址提供全程指
导服务，避开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
敏感区域，最终确定了电站现在的选址。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获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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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共划
分 4 万余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按照“一单元一策
略”制定差异化、精细化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这些管控单元分为优先保护、重点管控和一般
管控：

——生态环境优先保护单元，以生态保护红线
为基础，把该保护的区域划出来；

——生态环境重点管控单元，以生态环境质量
改善压力大、资源能源消耗强度高、污染物排放集
中、生态破坏严重、环境风险高的区域为主体，把发
展同保护矛盾突出的区域识别出来；

——其他区域，实施一般管控。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王金南说，对重点管控单元，以解决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为目标，推进产业布局优化和结构升级，有效
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发展。对优先保护单元，
聚焦生态环境保护，确保生态安全格局总体稳定。

一个手段：编制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一个地方的开发建设中，什么项目允许建设，什
么项目要考虑重新选址？

“中国家电之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结合行
业发展要求和管控单元生态环境禀赋，制定针对性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如在水环境重点管控区，要求受
纳水体或监控断面不达标的，不得新建、扩建向河涌
直接排放废水的项目。

这背后就有“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要
求，以健全生态环境源头预防体系。“三线”就是把生
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等生态环
境“硬约束”，落实到生态环境管控单元，“一单”就是

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王金南说，通过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将大气、水、

土壤、生态、环境风险、资源利用、产业准入等一整套
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融入“一张图”“一清单”管理，实
现空间上的生态环境精细化、差异化管控，把经济活
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
的限度内，真正发挥生态环境导向作用，协调经济发
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守住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底线。

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全面落实国土空间
规划，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应用，一方面为地
方党委和政府提供决策支撑，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对
企业投资的引导作用。

当前，各地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为依据，服
务招商引资决策，指导企业主动对标，支撑项目精准
快速落地，持续提升服务效能。

福建厦门通过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应用，深化
部门协同协作，指导近万个项目进行布局优化或调
整工艺，避免投资损失近8亿元。

一个平台：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信息平台

意见要求，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信息平台建
设。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信息平台依法依规设置公
共查阅权限，方便企业分析项目与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要求的符合性，激发经营主体发展活力。

记者了解到，多个省份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信
息平台开放查询服务，实现环境准入一键查询，为招
商引资、项目选址选线提供快捷的环境合理性研判。

在重庆，一新建酸性废水资源化利用示范项目
选址时，企业在重庆“建设项目选线选址环境准入自
助查询系统”App中输入项目信息后，研判出拟建地
址不符合“禁止布局排放重金属”的管控要求，及时
调整项目选址，避免前期无效投入。

在江苏，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综合服务平台已
上线运行，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使用。在平台的“辅
助分析”模块，用户录入项目拟建位置信息，选择
拟建项目环评类别或者行业类别，系统就可智能
分析与相关管控要求的符合性，为项目选址可行
性提供参考。

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副主任王亚男
介绍，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数字化信息平台实现了管
控要求“整装成套、一图尽览、一表尽查”，还可以
快速进行智能环境准入研判、选址选线环境合理性
分析等。

王亚男表示，借助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空间、集
成优势，有利于基层管理部门在规划编制、项目招商
引资、项目审批中科学决策；有利于企业通过自主查
询，主动规避违规风险；有利于重大民生工程、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在满足生态环境准入要求的前提下，
快速通过审查审批。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如何服务项目落地？
新华社记者高敬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记者张晓洁、高敬）
“作为全球为数不多拥有自主完整核工业产业链的
国家，我国内地现有在运核电机组 55 台，居全球第
三；在建核电机组 26 台，保持全球第一。2022 年、
2023年连续两年，每年核准10台核电机组，核电建设
进入高质量发展轨道。”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王寿君说。

王寿君是在 3 月 19 日召开的 2024 年中国国际
核工业展览会开幕式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2024 年中国国际核工业展览会 3 月 19 日至 22
日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本届展览会以“支撑‘双碳’
目标实现，共促核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1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 110 余家企业和科研机构参展，展览面
积超过16000平方米。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多用途模块式小
型堆科技示范工程“玲龙一号”……展览会上，我国
核科技工业近年来取得的成果引人注目。展会将同

期举办“核科技助力美好生活”科普展、全国核科普
教育基地授牌仪式、科普书籍发布会等活动。

“中国国际核工业展览会是我国核工业产品技
术、重大装备走向世界的窗口和平台。”王寿君表示，
近年来，我国核科技创新体系能力全面提升，先进核
能技术规模化发展有力推动我国“双碳”目标实现，
核技术应用、核电装备自主化、核工业数字化智能化
等有力带动国民经济发展。

中核集团董事长余剑锋说：“我国在运、在建、核
准待建机组的总装机容量已超 1 亿千瓦，全国核电
产业累计发电约 4 万亿度，其中 2023 年发电量为
4300亿度，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约3.2亿吨，为助力
实现碳中和目标，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发挥了建设性
作用。”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殷皓表示，安全有序发展
核能，加强核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持续提升核安全技
术水平，助力优化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

我国在建核电机组26台
数量保持全球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