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威海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方案的通知

各区市人民政府，国家级开发区管委，综保区管委，南海新区管

委，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现将《威海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威海市人民政府

2021年 6月 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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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

为全面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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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加快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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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

方案。

一、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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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威海时的重要指示要

求，立足“精致城市·幸福威海”建设战略定位，按照“守底线、

优格局、提质量、保安全”原则，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

建立以“三线一单”为核心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优化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严控能源资源利用

总量和强度，大幅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着力提升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能力，加快推进环境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

威海、美丽威海、幸福威海”。

二、生态保护红线及一般生态空间分区管控

威海市生态空间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和一般生态空间。其中，

陆域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为 710.82 平方公里（陆域和海洋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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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红线数据为优化调整过程数据，后续与正式发布的生态保护

红线进行衔接），包含生态功能极重要、生态环境极敏感区域，

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国家一级公益林、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

护区以及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海洋生态保护红线总面积为

451.73平方公里，包括重要滩涂及浅海水域、特别保护海岛、珍

稀濒危物种分布区、重要渔业资源产卵场、海岸防护物理防护极

重要区、海岸侵蚀极脆弱区等 7 类。一般生态空间面积 919.26

平方公里，包含未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功能重要、生态环境

敏感区域。

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

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任意改变用途。生态

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其他

区域严格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

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

有限人为活动。一般生态空间原则上按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

管理，根据一般生态空间的主导生态功能进行分类管控，以保护

为主，严格限制区域开发强度。

三、环境质量底线及分区管控

（一）水环境质量底线及分区管控。

水环境质量底线目标。到 2025年，重点河流水质达到或优

于Ⅲ类断面比例达到 70%，城市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水体和劣 V

类水体，县级及以上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全部达到Ⅲ类，全市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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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质量稳中趋好。到 2035年，重点河流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断

面比例达到 75%，城市建成区全面消除黑臭水体和劣 V类水体，

县级及以上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稳定达到或优于Ⅲ类，全市水环境

质量总体改善，水环境生态系统基本恢复。

水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全市共划分 129个水环境管控分区，

实施分类管控。一是水环境优先保护区（31个），包含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区、湿地保护区、重要水产种质资源区等区域，按照国

家、省、市相关管理规定执行，严格加强管控。二是水环境重点

管控区（28个），包含水环境工业污染、城镇生活污染和农业污

染重点管控区。其中，水环境工业污染重点管控区内禁止新建不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型造纸、制革、印染、染料、炼焦、炼硫、

炼砷、炼汞、炼油、电镀、农药、石棉、水泥、玻璃、淀粉、鱼

粉、石材加工、钢铁、火电和其他严重污染水环境的生产项目。

工业园区应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对废水分类收集、分质处理、

应收尽收、达标排放。对直排环境的企业外排水，严格执行《流

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第 5部分：半岛流域》排放标准。水环

境城镇生活污染重点管控区内应合理规划布局生产与生活活动，

加强城镇污水收集和处理基础设施建设及升级改造，着力提高脱

氮除磷能力，确保城镇生产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收集和处理；推进

城中村、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污水收集处理和雨污管网分流改

造，科学实施沿河沿湖截污管道建设。水环境农业污染重点管控

区应优化农业结构和布局，禁止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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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在水库、重点塘坝设置人工投饵网箱或围网养殖，实行重点

湖泊湖区功能区划制度和养殖总量控制制度；加强农村生活污水

分类治理，确保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稳定运行和达标排放；加强

规模以上畜禽养殖场（小区）环境监管，对设有排污口的畜禽规

模养殖场（小区）实施排污许可制。三是水环境一般管控区（70

个），为上述之外的其他区域，应落实水环境保护的普适性要求，

推进城乡生活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加强污染物排放管控和

环境风险防控，推动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二）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底线及分区管控。

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底线目标。到 2025年，近岸海域水质不

断改善，水质优良面积比例达到 99%以上；到 2035年，近岸海

域水质明显改善，水质优良面积比例达到 99.7%左右。

近岸海域环境管控分区及管控要求。全市共划分 150个近岸

海域环境管控分区，实施分类管控。一是近岸海域优先保护区（56

个），包含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中第一类

环境功能区（海上自然保护区和珍稀濒危海洋生物保护区）、国

土空间规划（含海洋主体功能区划和海洋功能区划）中海洋保护

区（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特别保护区）与禁止开发区等需要严

格保护的海域，按照国家、省、市相关管理规定执行，实施严格

的生态环境管控，维护生态系统健康与生物多样性。二是近岸海

域重点管控区（49个），包括现有和规划的工业或城镇建设用

海区、港口区、排污混合区、围填海区等开发利用强度较高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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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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依法淘汰沿海地区污染物排放不达标或超过总量控

制要求的产能；在超过水质目标要求、封闭性较强的海域，实行

新（改、扩）建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量置换；严格执行国

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强化工业企业总氮和总磷等污染物负

荷削减；严格控制含有机物和营养物质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向

海湾、半封闭海及其他自净能力较差的海域排放；在生态敏感脆

弱区、赤潮灾害高发区、严重污染区等海域，依法禁止投饵式海

水养殖。三是近岸海域一般管控区（45 个），为上述之外的其

他区域，应落实海洋环境保护的普适性要求，坚持陆海统筹、系

统治理，加强污染物排放管控和环境风险防控，推动海洋生态环

境质量巩固改善。

（三）大气环境质量底线及分区管控。

大气环境质量底线目标。到 2025年、2035年，空气质量持

续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并保持全省领先。

大气环境管控分区及管控要求。全市共划分 109个大气环境

管控分区，实施分类管控。一是大气环境优先保护区（19个），

包含市域范围内的法定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各级森林公园等环

境空气一类功能区，禁止新建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项目，加强对

移动源和餐饮等第三产业活动污染排放控制，推广使用新能源运

输车辆和清洁的生活能源。二是大气环境重点管控区（31个），

包括人群密集的受体敏感区域、大气污染物的高排放区域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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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风向及其他影响空气质量的布局敏感区域，应严禁新增钢铁、

焦化、电解铝、铸造、水泥和平板玻璃等产能，严格执行钢铁、

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加强移动源污染防治，

全面实施国六排放标准，逐步淘汰高排放的老旧机动车和非道路

移动机械，推广使用清洁能源的车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推动船

舶污染治理，推进港口岸电使用；严格落实城市扬尘污染防治各

项措施；推进各类园区循环化改造、规范发展和提质增效，加强

工业企业 VOCs 污染管控，推动城市建成区重污染企业搬迁退

出；加强对化工、医疗垃圾和危险废物焚烧等有毒有害气体排放

企业的风险防控。三是大气环境一般管控区（61个），为上述之

外的其他区域，应严格落实国家和省确定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

落实大气环境保护的普适性要求，加强污染物排放管控和环境风

险防控，推动大气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因地制宜推进冬季清洁取

暖，实现清洁能源逐步替代散煤。

（四）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底线及分区管控。

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底线目标。到 2025年，土壤环境质量总

体保持稳定，受污染耕地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得到进一步巩固提

升，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2%左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

达到 92%以上。到 2035年，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用地和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

控，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5%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

达到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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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分区及管控要求。全市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分区包括农用地优先保护区、土壤环境重点管控区（包括农用地

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建设用地污染风险重点管控区）和一般管

控区三类区域，实施分类管控。一是农用地优先保护区，包括优

先保护类农用地集中区域，应从严管控非农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坚决防止永久基本农田“非农化”。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

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已经建成的，应当

限期关闭拆除。二是土壤环境重点管控区，包括严格管控类农用

地、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和省级及以上重金属污染防控重点区域、

疑似污染地块、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高关注度地块等区域。

其中，严格管控类农用地，应划定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制

定种植结构调整或者按照国家计划经批准后进行退耕还林还草

等风险管控措施；安全利用类农用地，应当优先采取农艺调控、

替代种植、轮作、间作等措施，阻断或者减少污染物和其他有毒

有害物质进入农作物可食部分，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疑似污染

地块应严格污染地块开发利用和流转审批；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

位和高关注度地块新（改、扩）建项目用地，应当符合国家及山

东省有关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要求；新（改、扩）建涉重

金属重点行业建设项目，实施重金属排放量“等量置换”或“减量

置换”。三是土壤环境一般管控区，为上述之外的其他区域，应

完善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严格执行行业企业布局选址要求。

四、资源利用上线及分区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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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源利用上线及分区管控。

能源利用上线目标。“十四五”期间，不断优化调整能源结

构，持续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逐步

降低煤炭消费比重。鼓励利用可再生能源、天然气、电力等优质

能源替代燃煤使用。安全发展核电，协调推进风电开发，推动太

阳能集热系统规模发展和多元化利用，增加清洁低碳电力供应。

到 2025、2035年，能源、煤炭消费总量完成国家、省下达目标

任务，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持续下降，天然气、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比重不断提高，油品消费保持稳定。

能源重点管控区及分区管控。能源重点管控区为全市的高污

染燃料禁燃区，应禁止销售、燃用、新建、扩建非清洁燃料的设

施和项目。

（二）水资源利用上线。

到 2025年，威海市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

加值用水量达到省定标准，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701以上。到 2035年，全市用水总量控制在 8亿立方米以内，

水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形成水资源利用与发

展规模、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等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三）土地资源利用上线及分区管控。

土地资源利用上线目标。到 2025年，全市农用地面积保持

稳定，建设用地得到有效控制，未利用地得到合理开发；城乡用

地结构不断优化；全市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在 2020年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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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耕地保有量不低于 188903.11公顷，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低于 162526.67公顷。具体考核指标以上级

部门下达目标任务为准。

土地资源重点管控区及分区管控。土地资源重点管控区包括

生态保护红线区域、重度污染农用地集中区域。其中，生态保护

红线区域严格落实红线保护要求，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性质不

改变；重度污染农用地区域，加强耕地用途管控，开展受污染耕

地安全利用及治理修复，达不到国家有关标准的，禁止种植食用

农产品。

五、环境管控单元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一）环境管控单元。

全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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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陆域环境管控单元。

优先保护单元。共 30 个，主要涵盖生态保护红线、一般生

态空间等生态功能重要区、生态环境敏感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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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

一般生态空间等管控区域的优先保护单元，根据国家和省最新批

复动态调整。

重点管控单元。共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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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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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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城镇开发边界、产业园区的重点管控单元，根据国土空

间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及规划环评等动态调整。

一般管控单元。共 36个，主要涵盖陆域优先保护单元、重

点管控单元以外的其他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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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海域环境管控单元。

优先保护单元。共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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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管控单元。共 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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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管控单元。共 45个，主要涵盖海域优先保护单元、重

点管控单元以外的其他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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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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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以及国家、省和重点区域环境

治理、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管理规划等政策，准确把握威海市发

展战略和生态功能定位，以环境管控单元为基础，结合“三线”

划定情况，从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和

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明确准入要求，全市建立“1+91”两级生态

环境准入清单管控体系。其中，“1”为市级清单，体现全市的基

础性、普适性要求；“91”为环境管控单元清单，体现管控单元

的差异性、落地性要求。市级清单和环境管控单元清单，由市生

态环境部门另行印发。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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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各级要以“三线一单”确

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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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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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部门要强化“三线一单”在生态、水、大气、土壤和近岸海

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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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威海市“三线一单”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纳入省级“三线一单”数据应用平台，推动“三

线一单”成果与环境质量、排污许可、监测执法等生态环境数据系

统及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等其他部门业务平台的互联互通，将“三

线一单”应用到规划环评审查、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排污许可证

发放、执法监督过程中，做好协调联动，助力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

（四）实行定期调整和动态更新。原则上每 5年组织开展“三

线一单”成果调整工作。因法律法规、规划、计划、政策文件等

上位要求，致使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土地利用、行政区

划等空间数据，产业准入负面清单、重点行业管控要求、产业园

区规划及规划环评审查意见等发生变化导致需要更新的，适时进

行动态更新。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实施。各区市、开发区和各部门要充分认识

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不断完善“三线一单”编制实施工作机制。市生态环

境部门要充分发挥“三线一单”编制领导小组作用，统筹做好全

市“三线一单”的组织协调、实施应用、评估调整等工作。市政

府有关部门要积极参与，按照职责做好成果应用，并及时反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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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更新数据信息。各区市政府、开发区管委要切实落实“三线一

单”实施的主体责任，做好本区域“三线一单”的实施和应用工

作。

（二）建立长效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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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调整、动态更新、跟踪评

估等工作顺利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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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市、开发区和各有关部门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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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威海市环境管控单元分类图

2.威海市陆域环境管控单元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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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威海市环境管控单元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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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威海市陆域环境管控单元汇总表

区 市
优先保护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元

数量（个） 面积占比 数量（个） 面积占比 数量（个） 面积占比

环翠区 8 91.34% 4 8.66% 0 0.00%

高 区 0 0.00% 3 100.00% 0 0.00%

经 区 1 55.96% 3 22.18% 1 21.86%

临港区 2 65.04% 0 0.00% 1 34.96%

荣成市 10 23.22% 6 25.36% 11 51.42%

乳山市 3 13.82% 4 13.78% 11 72.40%

文登区 5 26.31% 4 4.49% 10 69.20%

南海新区 1 15.24% 1 3.92% 2 80.84%

总计 30 28.08% 25 15.29% 36 56.63%




	一、总体要求
	二、生态保护红线及一般生态空间分区管控
	三、环境质量底线及分区管控
	（一）水环境质量底线及分区管控。
	（二）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底线及分区管控。
	（三）大气环境质量底线及分区管控。
	（四）土壤环境风险管控底线及分区管控。

	四、资源利用上线及分区管控
	（一）能源利用上线及分区管控。
	（二）水资源利用上线。
	（三）土地资源利用上线及分区管控。

	五、环境管控单元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一）环境管控单元。
	（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六、加强“三线一单”实施应用
	七、保障措施
	威海市环境管控单元分类图
	威海市陆域环境管控单元汇总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