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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
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

渝府发〔2020〕11 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全面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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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方针，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现就落实生态保护

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以

下统称三线一单），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

“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



重庆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

- 2 -

示要求，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推动“一区两群”协调发展，建立以三线一单为核心的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筑牢长江

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二）基本原则。

坚持保护优先。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

用上线硬约束，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坚持分类施策。针对流域、区域、行业特点，聚焦问题和目

标，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坚持稳中求进。坚持生态环境管控内容不突破、管理要求不

降低，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环境质量改善新要求，定期评

估调整和动态更新。

（三）总体目标。

到 2020 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大幅减少，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

到 2025 年，产业结构调整深入推进，绿色发展和绿色生活

水平显著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

减少，生态系统稳定性进一步提升，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明显提升。

到 2035 年，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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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总体形成，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

到本世纪中叶，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实现生态环境领域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分区管控

（四）环境管控单元划分。

环境管控单元包括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一般管控

单元三类。优先保护单元指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的区域，主要包

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空气一类功能区等。重点管控单元指

涉及水、大气、土壤、自然资源等资源环境要素重点管控的区域，

主要包括人口密集的城镇规划区和产业集聚的工业园区（工业集

聚区）。一般管控单元指除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之外的

其他区域。

全市国土空间按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控三大类划分

为 785个环境管控单元。其中，优先保护单元 479个，面积占比

37.4%；重点管控单元 188个，面积占比 18.2%；一般管控单元

118 个，面积占比 44.4%。

主城都市区、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

群优先保护单元面积占比分别为 21.6%、44.4%、48.2%，重点管

控单元面积占比分别为 40.4%、7.6%、4.3%，一般管控单元面积

占比分别为 38%、48%、47.5%。

（五）分区环境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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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保护单元依法禁止或限制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和城镇

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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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管控单元优化空间布局，不断提升

资源利用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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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管控单

元主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基本要求。

实施差异化管理，推动“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促进各片区

发挥优势、彰显特色、协调发展。主城都市区重点推进产业升级，

优化工业区、商业区、居住区布局，优化水资源配置和排污口、

取水口及饮用水水源地布局、保护和修复“四山”生态、强化污

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控。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突出秦巴

山区、三峡库区生态涵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推进水污染治理、

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加强水土流失、消落带和农业农村污

染治理，确保三峡库区水环境安全。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突出

武陵山区生物多样性维护，推进生态修复，加强石漠化治理和重

金属污染防控，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三、工作要求

（六）实施与应用。

建立三线一单数据应用平台，数据集中管理、查询、应用、

展示和交换，实行信息共享共用。市级制定总体管控要求，各区

县（自治县）和万盛经开区（以下统称区县）制定具体单元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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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相应管控要求数据应上传至数据应用平台。

区域资源开发、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城镇建设、重大项目

选址应将环境管控单元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作为重要依据，相关

政策、规划、方案需说明与三线一单的符合性，在地方立法、政

策制定、规划编制、执法监管中不得变通突破、降低标准，不符

合不衔接不适应的于 2020 年底前完成调整。

国土空间规划、相关规划应将落实到具体空间的生态、水、

大气、土壤、资源利用等红线、底线和上线要求作为编制的基础。

区域、流域等产业发展应将三线一单提出的要求作为产业准

入负面清单编制基础，具体管控单元的管控要求作为产业准入负

面清单在具体区域、园区和单元落地的支撑。

监管开发建设行为和生产活动时，应将三线一单作为重要依

据。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应作为生态环境监管重点区

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应作为生态环境监管的重点内容。

（七）更新与调整。

市生态环境部门每 5 年组织开展全市三线一单实施情况评

估，充分听取区县政府提出的更新调整意见，依据评估情况编制

三线一单更新调整方案，并按程序和要求审议发布，更新调整后

的成果报生态环境部备案并上传至生态环境部三线一单数据共

享系统。5 年内因国家与地方发展战略、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

护地和生态环境质量目标调整，三线一单确需进行更新的，由区



重庆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布

- 6 -

县政府提出申请，市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审定后进行更新。

四、保障措施

（八）组织保障。

市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全市三线一单实施、评估、更新调整和

宣传工作，市级有关部门结合本单位职责职能做好全市三线一单

实施工作，并积极参与评估、更新调整和宣传工作。区县政府做

好本辖区三线一单发布、实施、更新调整和宣传工作。

（九）资金、技术保障。

市、区县要组建长期稳定的专业技术团队，安排专项财政资

金，切实保障三线一单实施、评估、更新调整、数据应用和维护

等。

附件：1．重庆市环境管控单元分布图

2．重庆市环境管控单元统计表

重庆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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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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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庆市环境管控单元统计表

序号 区 县

优先保护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元

个数
面积占比

（%）
个数

面积占比

（%）
个数

面积占比

（%）

1 万州区 18 39.0 7 21.2 7 39.8

2 黔江区 12 53.0 2 3.6 2 43.4

3 涪陵区 17 17.5 9 30.4 7 52.1

4 渝中区 3 1.3 1 98.7 0 0.0

5 大渡口区 5 18.4 2 81.6 0 0.0

6 江北区 9 16.3 5 83.7 0 0.0

7 沙坪坝区 9 29.6 2 70.4 0 0.0

8 九龙坡区 11 19.0 5 81.0 0 0.0

9 南岸区 10 23.5 2 76.5 0 0.0

10 北碚区 10 30.0 5 43.8 3 26.2

11 渝北区 13 39.3 8 48.5 2 12.2

12 巴南区 13 20.0 6 38.2 2 41.8

13 长寿区 8 30.3 9 35.0 3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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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 县

优先保护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元

个数
面积占比

（%）
个数

面积占比

（%）
个数

面积占比

（%）

14 江津区 18 24.7 9 26.1 7 49.2

15 合川区 9 9.6 10 18.0 5 72.4

16 永川区 9 19.2 5 60.1 2 20.7

17 南川区 16 27.7 6 48.6 4 23.7

18 綦江区 11 21.1 8 25.6 5 53.3

19
大足区

（含双桥经开区）
12 21.8 4 46.1 4 32.1

20 璧山区 10 25.9 6 59.2 1 14.9

21 铜梁区 10 17.9 4 47.0 3 35.1

22 潼南区 7 12.2 7 48.8 4 39.0

23 荣昌区 6 10.5 5 38.3 6 51.2

24 开州区 16 45.9 5 14.2 3 39.9

25 梁平区 13 26.6 4 5.8 5 67.6

26 武隆区 23 40.6 4 12.7 5 46.7

27 城口县 10 63.6 4 0.5 3 35.9

28 丰都县 18 35.4 3 18.8 3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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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 县

优先保护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元

个数
面积占比

（%）
个数

面积占比

（%）
个数

面积占比

（%）

29 垫江县 13 18.7 6 17.4 1 63.9

30 忠 县 18 19.3 4 3.8 5 76.9

31 云阳县 17 46.5 5 2.5 3 51.0

32 奉节县 15 51.2 3 1.6 3 47.2

33 巫山县 19 48.9 3 1.3 1 49.8

34 巫溪县 13 58.0 3 1.7 3 40.3

35 石柱县 15 46.5 3 7.5 3 46.0

36 秀山县 11 41.8 2 2.1 1 56.1

37 酉阳县 14 51.5 5 1.1 5 47.4

38 彭水县 9 51.8 4 1.7 5 46.5

39 万盛经开区 9 29.8 3 50.9 2 19.3

全市合计 479 37.4 188 18.2 118 4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