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

鲁政字〔2020〕269 号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

大企业：

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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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实施生态保护红线、环境

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以下简称“三线一单”）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提出如下意见。

一、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建立较为完善的“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能源资

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全省生态保护红线

等生态空间得到有效管控和修复，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地表水环境质量基本达到功能区划要求，全面消除城市黑臭水体，近岸海域环境

质量稳中有升，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用水总量、能源消费总量、煤炭消

费总量、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

到 2035 年，建立完善的“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形成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

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山东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二、构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全省环境管控单元分为优先保护、重点管控和一般管控 3类，实施分类管控。

（一）陆域环境管控单元。全省陆域划定环境管控单元 2358 个。

1.优先保护单元。共 487 个，主要涵盖生态保护红线等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该区域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在各类自然保护地、河湖岸线利

用管理规划保护区等严格执行有关管理要求。

2.重点管控单元。共 1044 个，主要涵盖城镇和工业园区（集聚区），人口

密集、资源开发强度大、污染物排放强度高的区域。该区域重点推进产业布局优

化、转型升级，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控，

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3.一般管控单元。共 827 个，主要涵盖陆域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以

外的区域。该区域执行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合理控制开发强度。



（二）海域环境管控单元。全省海域划定环境管控单元 428 个。

1.优先保护单元。共 160 个，主要涵盖海洋自然保护地、海洋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等重要海洋生态功能区、海洋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海洋生态保护红线。

该区域重点维护生态系统健康和生物多样性。

2.重点管控单元。共 145 个，主要涵盖工业或城镇建设用海区、港口区、倾

废区、排污混合区、围填海区等开发利用强度较高的海域，以及水动力条件较差、

水质超标、生态破坏较重和存在重大风险源的海域。该区域重点提升海洋环境质

量，强化陆海统筹，优化空间开发利用格局。

3.一般管控单元。共 123 个，主要涵盖海域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以

外的区域。该区域重点以维护海洋生态环境质量为导向，执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的基本要求，合理控制开发强度。

三、建立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国家、省和重点区域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和河

湖岸线利用管理规划等政策，准确把握区域发展战略和生态功能定位，全省在陆

域建立“1+3+16+2358”四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其中，“1”为省级清单，

体现环境管控单元的基础性、普适性要求；“3”为省会经济圈、胶东经济圈、

鲁南经济圈区域清单，体现环境管控单元所在区域的特色性、规范性要求；“16”

为市级清单，体现环境管控单元所在市的地域性、适用性要求；“2358”为管控

单元清单，体现管控单元的差异性、落地性要求。

各市要严格执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确定的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

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利用效率等管控要求，并不断细化完善。

四、加强“三线一单”实施应用

（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将“三线一单”作为

综合决策的前提条件，在地方立法、政策制定、规划编制、执法监管的过程中，

加强相符性、协调性分析，不得变通突破、降低标准；在区域资源开发、产业布

局和结构调整、城镇建设、重大项目选址和审批时，将“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要求作为重要依据。

（二）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各级要以“三线一单”确定的分区域、分

阶段环境质量底线目标为基本要求，制定环境保护规划和环境质量达标方案，逐

步实现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目标。要在功能受损的优先保护单元优先开展生态保护

修复活动，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重点管控单元有针对性地加强污染物排放

控制和环境风险防控，解决生态环境质量不达标、生态环境风险高等问题。生态

环境部门要强化“三线一单”在生态、水、大气、土壤等要素环境管理中的应用，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三）推动生态环境数字化监管。建立全省统一的“三线一单”数据应用平

台，实现“三线一单”成果信息化应用。做好与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其他部

门业务平台互联互通，逐步实现“三线一单”数据共建共享。

（四）实施评估更新和动态调整。原则上每 5年组织开展“三线一单”实施

情况评估和更新。因法律、法规以及重大发展战略、重大规划、生态保护红线、

河湖岸线等发生变化，“三线一单”内容要相应调整和动态更新。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实施。省生态环境厅要统筹做好全省“三线一单”的组织协

调、审核把关、管理应用等工作；省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与省生态环境厅对接，

按职责做好实施应用工作，并及时反馈相关更新数据信息。各市政府是本辖区“三

线一单”编制和实施的主体，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按照省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要求，细化本辖区分区管控方案，经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审核后发布实施。

（二）建立长效机制。省、市两级要组建长期稳定的专业技术团队，落实专

项经费，切实保障“三线一单”评估、更新调整、数据维护等工作顺利开展。采

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和培训，扩大公众宣传与监督范围，推动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体系不断完善。

（三）强化监督检查。各市、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三线一单”成果应用

评估和监督机制，定期跟踪评估“三线一单”实施成效，切实加强监督，推进实

施应用。

山东省人民政府

2020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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