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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信息时代中,环境质量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尤其是新环境保护法的出台、实施,提高了

环境保护力度。三线一单,实际上就是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环境准入负面清单。2019年7月1日我国“三线一

单”编制工作已经全面开展,基于此本文在研究中,一方面分析了对工业园区的概述与三线一单的应用价值,另一方面探讨了三线一单的

具体实践。 

[关键词] 三线一单；规划环评；实践 

 

为从源头上对环境污染进行控制,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需将战略

环评作为其重要手段,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合理协调,实现区

域发展的可持续性。城市发展环评主要是为有效的评价城市战略决策对环

境的影响,对城市发展的定位进行巩固。但是就实际情况来看,依然有资源

利用基准不明确等问题的存在,这时就要合理引入“三线一单”,提升城市

发展战略环评的实际效果。 

1 基本概述及“三线一单”理论应用价值 

1.1基本概述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工业园区作为云南集中发展的工业园区,是云南

省重点培育的10个国家级园区和10个销售收入超千亿园区之一,同时是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云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园区现有

产业涉及钢铁压延、装配式建筑、光电子、生物医药、装备制造、商贸

物流、新能源新材料等,是玉溪市工业企业聚集发展的核心园区。在习

近平总书记都指导下,依据供给侧结构改革所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

政策,主要是积极、主动的对过剩产能工作进行化解,优先城市周边企

业。2018年园区全部工业企业数量为190户,规上企业53户。2018年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365.69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240.97亿元,实现工业增加

值54.4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43.73亿元。园区位于滇中城市经济圈、

昆曼经济带和昆河经济带等叠加区域。基于此,在红塔工业园区发展进

程中,要加强对“三线一单”理论的应用,实现对工业园区产业发展规模

的约束,明确工业园区的发展方向,实现对园区内落后产能的淘汰,通过

优化产能实现对产能的升级。同时,对焦化企业、钢铁企业等未移迁时

所处的城区环境进行改善,也不会对移迁后工业园区的生态、环境产生

不良影响。 

1.2“三线一单”理论应用价值 

“三线一单”理论的提出,是基于供给侧改革结构的重要举措。该举

措,介入于环境保护中,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其理论应用价值

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分方面：第一,对早期生态环境的价值。该理论要求,

在发展中遵循客观规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因而,“三线一单”在早期生态环境的控制和保护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其二,对空间管控的价值。“三线一单”理论的实施,对于空间的管

控也尤为必要。通过地理数据信息的综合利用,掌握画图目标,对数学单位

加以统一,扫清工业园区规划中的各种障碍。其三,对规划环评的价值。“三

线一单”理论的应用,可以进一步实现对战略的推动,贯彻落实规划环评,

在各环节中有效实施管控,提高管控的精细化、差别化管理水平。其四,

对环境管理的价值。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环境较差,且并未根据环境情况出

台环境管控制度,导致环境管理方式相对粗糙。利用“三线一单”理论,

可以实现对环境管理方式的细化,从根本上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其五,对企

业发展的价值。通过对“三线一单”理论的应用,能够帮助企业提升自我

管理意识,积极主动的制定管理制度,树立企业文化、形象和价值观,从而

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 规划环评中对“三线一单”理论的实践 

2.1生态保护红线的实践分析 

在规划环评中对“三线一单”的实践,首先分析生态保护红线的实

践。该实践中,主要是以区域环境内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脆弱区

和禁止园区的保护红线为主。结合湖北省所出台的相关生态保护红线条

例,玉溪市虽然不涉及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红线,但是涉及到了另外两

种保护红线。其一,生态敏感脆弱区。该红线区以沙河河滨岸带为主,园

区的东侧与该河滨的入海口端比较接近,园区并未霸占沙河河滨岸带。

在生态保护红线下,将其从重点管控区排除,在规划时需要结合沙河的

河滨绿化带景观实际情况,合理构建该区域的生态景观。其二,禁止园

区。该红线区以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域为主,园区的南侧与码头大建设

区域比较接近,并未直接与国家级的水产质资源保护区相邻。从整体区

域环境来讲,该保护区没有涉及到围海造地类的生态破坏工程,但是园

区内有大量的废水。因而,在生态保护红线下,需要对该区域的废水进行

处理,避免废水影响该保护区内的水资源质量。同时,要尽可能的禁止园

区内企业,将废水排放到近海岸区域。综述,园区有关于生态红线与管控

内容如图1所示。 

 

图1  园区有关于生态红线与管控内容 

2.2环境质量底线的实践分析 

通过对云南省内工业园区的环境质量监测,能够了解到园区所处

的区域大气环境中,含有较高含量的颗粒物、臭氧。而对其他监测因子

的分析,占比相对较低。在“三线一单”理论中,对环境质量底线的实

践,充分规划、落实新增污染源后,环境质量监测下的各种预测性因子,

都符合环境空气质量相关标准中的二级标准。不过,地表水中有不少因

子检测出超标的现象,比如总磷因子、氯化物因子、锰因子和铁因子等,

均存在超标现象,不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相关标准的要求。区域内地下

水中,超标的监测因子包括,硫酸盐、高锰酸钾指数、氯化物等,不符合

环境地下水环境质量相关标准中的要求。区域内高速公路两侧部分监

测点,有轻微超标,不符合声环境质量相关标准中的要求。区域内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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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质量较好,比较符合土壤环境质量相关标准中的要求。因而,为进

一步提高环境质量底线水平,需要加强对园区内空气、地表水、地下水

等环境的管控。 

2.3资源利用上线的实践分析 

将“三线一单”理论应用于规划环评中进行实践时,要重视资源利

用上线。在该上线中,主要从能源、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三个方面展开分

析。首先,在能源资方面。工业园区的规划中以焦化企业、钢铁企业为

主,此类企业至规划期末,可结合企业规模确定能源的利用上限,设为

500万tce/a,并不需要再输入其他能源。其次,在水资源方面。依据玉

溪市政府相关部门划分的地下水超采相关范围,工业园区所在的位置,

应该属于水超采区。依据玉溪市地质水资源资料,发现地下水资源的应

用,已经突破了可利用的上限值。因而,需要结合规划中可能的耗水量,

规划园区内的期末总用水量,为5321万m
3
/a,而再生水供应量相对较少,

仅为1400万m
3
/a左右。由此可看出,规划园区内水资源的利用存在一定

缺口。为解决此问题,玉溪市税务部门将工业园区上游的水库蓄水,分

配给园区地表水,实现了对地下水资源的保护。 后,在土地资源方面。

玉溪市根据土地利用的具体规划,占地以盐田地、水产养殖地为主,并

未占用农田。 

2.4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的实践分析 

根据玉溪市园区的规划类别情况,严格遵循玉溪市政府相关部门所出

台的政策、各环境质量相关标准要求,在清单中列举出需要注意和需要坚

持的原则。比如,在清单以数字的形式,将不符合园区发展项目的各种建设

理念列举出来,将有效控制和治理废水的方法列举出来等。由此,形成比较

清晰的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3 结语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园区总体规划科学性、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水平。不过,在工业园区城市规划期间,仍受多种因素的影

响,存在诸如过度强调经济利益、缺乏对环境承载力和生态环境关注的现

象。此种现象,导致城市规划的建设、环境的改造,都存在一定困难。就工

业园区的合理化建设而言,无论是云南省还是其他省市地区,都应该重视

“三线一单”理论,坚持该理论下的遵循客观事实原则。本文在研究中,

通过对云南省工业园区的基本概述,对“三线一单”理论的应用价值加以

阐述,并深入分析“三线一单”中的内容实践。通过本次研究,可总结出城

市工业园区规划过程中,要在规划环评中加强对“三线一单”理论的应用,

坚持将事实作为规划的根本依据,从城市工业园区的实际现状出发,将科

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工业园区的规划中,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期望通

过本次相关内容的分析,能够为日后提高“三线一单”在规划环评中的实

践水平,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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