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

沪府规 〔２０２０〕１１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本市“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将«关于本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２０２０年５月３０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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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坚决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方针,加快推进本市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

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以下统称“三线一单”),实施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促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现就本

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目标

基于本市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以生

态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通过划分环境管控单元,制定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把生态环境管控要求落实到具体区域的管控单元.到

２０２０年,初步建立覆盖全市的“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

系,实现成果共享共用.到２０２５年,完善“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体系,建立“三线一单”政策管理体系和数据共享应用机制,

形成以“三线一单”成果为基础的区域生态环境评价制度.

二、基本原则

———目标导向.紧紧围绕上海２０３５城市规划总体目标和环

境质量管控目标的实现,科学划分环境管控单元,分类提出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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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准入要求.

———管控和引导并举.“三线一单”的成果既为政府管控提供

依据,又为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起到引导作用.

———动态更新.“三线一单”的内容将根据法律、法规和本市

相关规划的变化,实施动态更新.

三、主要内容

(一)划分环境管控单元

全市划分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三大类共２９３个环境

管控单元.其中,优先保护单元４４个,包括长江口水域生态保护

红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崇明大气一类区等生态功能重要区和生

态环境敏感区;重点管控单元１２３个,包括主要产业园区、重要港

区以及中心城区;一般管控单元１２６个,为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

控单元以外的区域.

(二)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根据划定的环境管控单元特征,有针对性地制定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总体要求).

１．优先保护单元.以生态环境保护优先为原则,执行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依法禁止或限制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和城镇建设,

严守城市生态环境底线,确保生态环境功能不降低.

２．重点管控单元.重点管控单元既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承载

区,也是环境污染治理和风险防范的重点区域.其中,产业园区要

优化空间布局,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污染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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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不断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港区要加强船舶污染控制,推进岸

电及清洁能源替代工作.中心城区要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高

附加值都市型工业,重点深化生活、交通等领域污染减排.

３．一般管控单元.以促进生活、生态、生产功能的协调融合为

导向,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要求,重点加强农业、生活等领域污

染治理.

四、实施要求

(一)严把生态环境准入关

“三线一单”成果应用是推动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

撑.市、区生态环境管理部门要将“三线一单”成果应用到规划环

评审查和建设项目环评审批中,严格落实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

(二)指导相关规划的编制

市有关部门、各区政府在相关规划编制、产业政策制定中要将

“三线一单”成果作为参考依据,开展协调性分析,不断强化“三线

一单”分区管控要求对国土空间规划、各专项规划的指导作用.

(三)建立评估和更新机制

每五年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组织对“三线一单”实施情况进行

评估和调整更新.五年内,因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和本市重大发展

战略、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三线一单”

内容需要相应调整的,由市生态环境局适时按照程序动态更新.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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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认识建立“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的重要意

义,贯彻落实国家有关要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发挥部门联合和

市、区联动的作用.市生态环境局牵头组织全市“三线一单”的编

制、实施、评估、调整更新和宣传工作;市有关部门积极参与,并按

照职责分工,做好全市“三线一单”实施;各区政府做好本辖区“三

线一单”的实施、调整更新和宣传工作.

(二)强化资金技术保障

市、区建立“三线一单”编制、实施、评估、调整更新的工作机

制,并根据工作实际,做好经费保障.市生态环境局牵头组建技术

团队,切实做好技术保障,不断推动“三线一单”数据应用,打通与

各部门数据共享和政务服务渠道,促进环境管理的科学化、精细

化、便利化.

本意见自２０２０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附件:１．上海市环境管控单元

２．上海市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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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监察委,
市高法院,市检察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５月３０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