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加强“三线一单”引领  

促进产业生态圈和全要素产业链发展 

 
一、案例名称 

案例名称：成都市加强“三线一单”引领 促进产业生态圈和全要素产业链发展 

应用领域：根据差异化生态环境空间管控，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全产业链建设。 

应用层级：市级 

应用地点：四川省成都市 

二、案例应用情况 

（二）情况介绍 

成都通过“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硬约束，影响城市国土空间规划，推动空间结

构调整。坚持产城融合、集约高效原则，在划定的 89 个重点管控单元中通过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范等措施，使城市发展在资源

开发、产业准入、城镇建设等方面布局更趋合理，推进产业差异化发展和全产业链构建，切

实提升产业绿色发展能级，形成人城境业和谐统一的发展格局。 

（三）工作路径及操作方法 

一是用好“三线一单”划好框子，利用空间管控成果影响城市规划，推动优化城市空

间结构。就“三线一单”成果主动和规划与自然资源部门多次沟通对接，在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意识上达成共识，就生态保护红线、一般生态空间划定范围达成一致，成功实施空

间差异化约束。运用“三线一单”实施生态分区管控，优化调整城市开发空间，集约高效

管控工业重点区域，拓展生态空间，衔接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影

响国土空间规划及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规划等，将未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的自然保护地、龙

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环城生态区全部纳入一般生态空间，实施限制及以上开发，体现空间

布局约束。即将生态环境要求立在规划实施之前，给区域空间国土的开发和保护提出刚性

要求，形成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强度协调明确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以西控区域为例，

三线一单约束该区域生态保护红线（详见图 1），形成优先保护单元，优化发展空间，指导

规划建设用地规模调减 20%，现西控区域覆盖面积 7185 平方公里、占全市的 50.1%。生态

环境管控分区辅助城乡开发建设，促进中心城区与近郊区一体化发展，夯实生态本底促进

西控区域生态价值多方转化，形成与城市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特征相适应的城镇空间及产

业发展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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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成都市生态空间分布图 

二是用好“三线一单”定好规则，促进工业园区差异化构建，加快重塑城市经济地理。落

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三线一单”分区管控为前提，坚持产城融合、集约高效、有所为有所不

为理念，提出不同工业园区和城镇空间差异化准入布局。一方面，利用“三线一单”成果，依据

区域环境质量状况、环境承载力和资源消耗特点等因素，实行差异化分区管控。针对非工业园区

依据性质划分成城镇重点管控单元或要素重点管控单元或一般管控单元，实行以生态治理为主的

综合管控，具体体现在农村面源污染、乡镇污水治理、畜禽养殖及小流域污染治理等提出分别的

管控及管控要求。工业园区作为工业重点管控单元，依据产业发展、污染物排放管控和环境风险

管控等实行精细化、差异化管控，确定行业分类准入条件，推动工业园区形成错位发展，主要包

括：提出最严格资源环境绩效水平要求，实施重点行业企业清洁化改造和达标行动，水泥、平板

玻璃、火电等典型传统行业实现全行业绿色化改造升级，研究制定绿色化工指标体系，提出化工

园区更严格的环境风险管控措施。明确工业企业单位GDP能耗对标国内先进水平及以上，逐步清

退排放强度大、GDP贡献小产业，发展壮大新能源、节能环保等九大绿色产业，着重培育绿色经

济新动能，建设创新驱动、环境友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另一方面，利用“三线一单”差异化打

造生态产业链，形成错位发展，构成上下游发展链，避免造成竞争发展效应。以电子信息产业功

能区为代表，主要布局于成都高新区，但该区域存在的主要的问题为产城高度合一，环境制约较

为明显，“三线一单”已实现工业、城镇的差异化管控及管控要求，并提出产业集中、集约化发

展，有效与邻近区域实现生态产业链思路。如在高新区发展集成电路等，引导邻近区域根据环境

质量状况的情况下，以补链形势发展电子信息的后续产业（如后段的测试、封装等），初步构建

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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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用好“三线一单”坚守底线，指导建设项目精准落地，提升产业功能区项目环评审

批效率。以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刚性约束，充分衔接“三线一单”成果，在产业功能区

内，实行“三线一单”、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共享”管理，规划环评直接引用“三线

一单”分管管控准入要求，在此基础上分析行业准入明细；项目环评直接引用区域环境质量

变化趋势及污染调查结果，可依托产业园区配套基础设施的影响分析，可利用产业园区跟踪

监测的方案。依据“三线一单”和规划环评管控要求，建立项目环评审批正面清单管理，对

环境影响总体可控、就业密集型等民生相关的部分行业实行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健全环评

审批协调服务机制，主动指导、并联审批，大幅压缩审批时限，打造审批“高速公路”。 

三、案例应用效果 

一是产业功能区运用“三线一单”成为刚性约束。《成都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条

例》（征求意见稿）中明确，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严格遵守生态保护红线，合理确

定保护区域和限值，落实生态管控要求，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生态控制区域应当控制开发强

度、产业门类，实现区域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所以产业功能区内建设项目在编制环评文本

时均需分析“三线一单”符合性。 

二是产业功能区运用“三线一单”避免同质化竞争。通过环境准入清单，管控不同产

业功能区项目引进，避免出现重复化、同质化竞争。比如医药健康产业生态圈，成都天府国

际生物城重点发展生物医药、健康新经济，成都医学城重点三医融合、大数据/AI 领域，天

府中药城聚焦现代中药创新，华西大健康产业功能区侧重医疗医美领域。 

三是产业功能区运用“三线一单”指导项目科学准入。根据区域水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

容量，调迁重大项目，比如某太阳能电池生产，因双流区环境容量和水资源不足以支撑项目

落地，被调整至资源环境管控要求允许区域。根据环境容量倒推生产能力，某新能源动力电

池负极和石墨一体化项目涉及 SO2排放量大，“三线一单”精准分析所在区域环境质量底线和

减排目标，以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刚性约束，明确项目涉气污染物排放上限，倒推优化

项目工艺、污染防治措施及生产能力。 

四、案例应用的启示 

成都作为“公园城市”首提地，坚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动担当公园城市实践

创新的政治责任，把划定并实施“三线一单”作为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

护的关键性举措，坚持“划好框子定准规则”，采用“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末端严治”的

闭环治理模式，重点优化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资源开发以及重大项目选址，协同推进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启示有三： 

一是推动“三线一单”纳入环保法律法规。在项目准入阶段，充分尊重“三线一单”空

间管控制度，提前预判项目落地的环保可行性及相关污染防控要求，起到了很好的源头严防

作用。因此，建议在环评法修订中，明确“三线一单”的法律地位，将“三线一单”分区管

控制度纳入环评法规划环评章节，在规划环评中予以强化，增强与“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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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的衔接，确保更大范围实施“三线一单”、强化空间管

控制度。 

二是充分利用“三线一单”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三线一单”、规划环评和项目

环评的联动、逐级引用、逐级简化机制，在源头准入有效把控的基础上，为项目环评文本“瘦

身”。 

三是强化信息化支撑保障“三线一单”科学运用。将“三线一单”、规划环评、项目环

评以及事中事后监管成果及时融入到“数智环境”系统，实现产业结构动态分析、项目精准

落地查询、企业生产排放监管等信息化全过程管控。 

报送单位：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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