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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划定生态空间并实施有效的空间管控，是落实“三线一单”环境管理机制过程中，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内容。结

合城市规划制定在纲要形成、规划研究、规划编制、规划报批 4 个主要阶段，构建包括空间要素解析与基础方案形成、生态环境

现状分析与空间协调性分析、规划实施对空间利用影响评价、空间优化调整建议及管控对策提出等主要任务在内的规划环评生

态空间优化与管控主要技术流程，并应用于“上海市宝山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生态空间优化结果表明，通过纳入生态保

护红线区和河道水网、新增生态节点和廊道等方式，宝山区优化调整后的生态空间总面积从 65.74 km2 增至 121.84 km2，占区域

陆域面积的 40.4%，达到《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 年）》中“2040 年宝山区生态用地占陆域面积 40%”的要求。城市规

划环评能够在城市规划生态空间的基础上，从生态环境重大问题、区域环境需求等方面进一步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提出具有针

对性的管控措施，为我国新型城镇化推进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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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 Lines One Permi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mechanism process,
scientific  delineation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ecological  space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plann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PEIA).  Based  on  the  four  main  stages  of  urban  planning  (i.e.  outline  formation,  planning
research,  planning drafting,  and planning approval),  the main technical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space optimization
and management for PEIA were constructed, including the main tasks of spatial element analysis and basic scheme
formation, analysis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patial coordination,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planning on
spatial  utiliz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spatial  optimization  and  management.  The  technical  processes  were
also  applied  to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Shanghai  Baoshan  District  Master  Pla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y  incorporat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s  and river  networks  as  well  as  adding new ecological
nodes and corridors,  the total  optimized ecological  space in  Baoshan District  increased from 65.74 km2 to  12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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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2,  accounting  for  40.4%  of  the  regional  land  area,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Shanghai  Urban  Master  Plan
(2016-2040),  which proposed that  by 2040,  Baoshan District's  ecological  land would account for  40% of the land
area.  In  conclusion,  urban PEIA could further  optimize the ecological  spatial  pattern in  terms of  maj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al  demands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space  of  urban  planning,  and
provide effective means to promote new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Key words　plann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highly  urbanized  areas; ecological  space; spatial
optimization; spatial management
 

通常认为城市生态空间是被城市地表人工、半

自然或自然的植被及水体等生态单元所占据的，为

城市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1-2]。该类空间是维护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障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提升

居民生活品质的重要空间组成[3-5]。生态空间管控是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6-7]。党的十八大报告

提出“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

空间山清水秀”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党的十九大报

告进一步要求将国土空间用途管控和生态保护修复

相统一。《“十三五”环境影响评价改革实施方案》

中明确以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

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三线一单”）为手段，强

化空间、总量、准入环境管理，并以空间管控为切入

点落实“三线一单”中生态保护红线的相关要求；

《“十四五”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工作实施方

案》提出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和一般生态空间管控要

求，强化长期性、累积性、整体性评价，提出有针对

性的规划优化调整建议。

城市空间以往不合理的规划与开发利用具体表

现为功能分区失误、组团布局失调、开发强度失控

和利用方式失当 4 个方面[8-10]。由此进一步导致的

环境质量下降[11]、生态功能退化[12-13] 及人居安全隐

患[14]，正逐渐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显著因素。因此，

城市空间规划对于优化城市空间格局、保障生态安

全等方面的作用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学者们在规

划过程中主要运用景观空间结构与安全格局，生态

系统服务与功能，生态网络，生态重要性、敏感性、

脆弱性评价等理论与方法，在 GIS、RS 技术支持下

诊断城市生态空间现状布局，并提出优化方案[15-20]。

然而，探索城市规划环评中生态空间划定、优化与管

控的相关研究尚未引起足够关注。针对生态空间相

关内容薄弱的城市规划，已有规划环评研究主要依

据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21-22]，在生态保

护红线的基础上，运用景观镶嵌技术、生境质量及其

退化程度、土地适宜性评价等技术方法，综合评价研

究区生态系统状况，从而划定或进一步优化城市规

划中的生态空间[23-25]。然而，已有方法虽能为划定或

优化城市规划中生态空间提供定量分析方法，但主

要集中在规划编制阶段，未参与城市规划制定的全

过程，相应的技术体系尚未形成。

高度城市化地区以建设用地为主导用地类型，

生态用地占比较小，更容易因过度开发造成生态风

险加剧、产业-人居矛盾突出等问题[26-29]。因此，城市

规划环评中须将空间管控作为重点内容，但我国当

前规划环评鲜见就生态空间管控问题开展针对性探

讨。事实上，开展高度城市化地区规划环评中的生

态空间管控研究，既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必然需求，

也有助于环评改革的稳步推进和环评成果的有效应

用。笔者以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空间划定与管控为研

究对象，在已有城市规划环评中生态空间相关研究

基础上，探讨将城市规划环评中生态空间优化与管

控纳入规划制定全过程的主要技术流程，以期为我

国城市规划环评中生态空间优化与管控提供定性定

量相结合的工作思路。

 1　规划环评中生态空间优化与管控主要技
术流程

结合规划制定形成的 4 个阶段，规划环评中生

态空间优化与空间管控技术流程如图 1 所示。其

中，关键技术环节涉及如下 4 个方面。

 1.1　空间要素解析与基础方案形成

在规划纲要编制阶段，通过绘制土地利用现状

图，解析空间要素，分析用地类型及其空间分布、占

比等信息。重点关注林地、草地、农地、水面、湿地

等生态用地的分布、占比及主要生态系统服务。通

过生态环境敏感性解析识别环境敏感区；通过生态

脆弱性分析，识别出脆弱生态单元及其空间分布；开

展生态功能重要性评价，明确需要重点保护的生态

功能单元。参考《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初

步划定需重点关注的生态空间。

 1.2　生态环境现状分析与空间协调性分析

在完成空间要素解析，识别环境敏感区之后，结

合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环境调查与分析工作成果，

全面分析区域主要现状生态环境问题及发展制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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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并筛选能够通过布局生态空间缓解或解决的部

分。根据生态空间利用现状，分析各类空间之间的

现状及潜在冲突，重点分析其他类型空间对生态空

间的胁迫。

 1.3　规划实施对空间利用影响评价

在规划研究阶段，基于功能、布局、规模等因

素，从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等方面，预

测和分析城镇空间对生态空间带来的环境影响，研

判规划的生态需求，并将其需求划分为宏观和中观

2 个层面。宏观层面分析规划目标实现的生态需求；

中观层面则根据各功能单元的规划发展定位，从匹

配区域发展的角度分析区域发展规划对生态服务功

能的提升和改善需求。

 1.4　空间优化调整建议与管控对策

在规划研究及编制阶段，重点从以下 5 个方面

提出空间优化调整建议与空间利用管控对策：1）基
于生态安全保障的建议。生态安全保障是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载体和基础，从加强对现有重要生态功能

区、生态敏感区、脆弱区和需要特殊保护区域的保

护角度，提出优化建议。2）基于人居安全防护的建

议。针对存在空间利用冲突和安全隐患的区域及环

境影响较大的生产区域周边，通过划定防护隔离带，

增加局地的防护功能，减轻污染区域对居住生活集

中区的环境影响。3）基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建

议。为减轻规划实施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压力，改善

环境质量状况，从发挥生态空间的净化、过滤等功能

方面，提出优化与开发调整的建议。4）基于生态服

务功能提升的建议。依据区域生态功能定位，针对

性提升区域生态服务功能。从加强水源涵养、土壤

保持、气候调节、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护、提升

宜居水平等功能方面，提出优化与开发调整的建

议。5）基于生态系统完整性提高的建议。从优化生

态空间组成，完善生态结构，降低生态斑块破碎度，

提升景观连通性，强化重要生境保护，促进区域生物

多样性的提高等方面，提出优化和开发调整的建议。

 2　上海宝山区规划环评案例应用研究

 2.1　研究区概况

宝山区位于上海市北部，人口约 109.5 万人，面

积约为 365.3 km2，东北临长江，东濒黄浦江，被誉为

上海市的“水路门户”。宝山区属冲积平原，境内地

势平坦；处东南沿海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均降水

量为 1 056.77 mm；受东南季风影响明显，全年风向

以东南风为主。区内河道密布，共有干河 30 条，支

河 877 条，但河道空间分布不均，表现为北密南疏、

东少西多（图 2）。全区多年平均年地表径流量为

1.37 亿 m3，中水年引潮量为 37.35 亿 m3，水资源总

量为 38.59 亿 m3，属于水资源较充沛地区。

作为上海市远郊区建设与发展的探路者，宝山

区是上海市最早被确定的外围工业区之一，也是全

国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之一。2000—2010 年，宝山

区各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呈爆发式增长，相

较于全市平均水平均处于高位，对于全市经济的贡

献值在各郊区中位列前茅。目前，宝山区已进入发

展方式深度转型期、产业升级融合创新期、城市空

间更新机遇期及城市治理调整优化期。依据社

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宝山区现状空

间布局问题总体属于农业、工（商）业、居民生活三者

间的协调性欠佳，主要体现在以下 2 个方面。

（1）空间利用失序，存在局部冲突。宝山区发展

呈现“厂区”“城区”“郊区”三区割裂并存的空间格

局特征。区内已存在众多企业用地，不利于空间规

 

图 1    规划环评中生态空间优化与管控技术流程

Fig.1    Technical flow of ecological space optimization and governance in planning 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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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管理；外环线和绕城高速公路作为三区的分界线

将宝山区划分成带状空间；轨道交通、铁路、水系及

架空输电线路等不易渠化的线性工程，进一步切割

区域空间，造成全区土地利用结构散乱，对空间整体

优化形成较大的制约[30-31]。同时，全区生产、生活空

间之间缺少充分的生态空间作为缓冲，企业排放的

废气及产生的噪声对临近居住区居民生活影响

显著。

（2）岸线资源集约度较低，生活和生态岸线不

足。宝山区内全部为河口或内河岸线，总长度约为

27.8 km，约占上海市总岸线长度的 4.66%，岸线利用

率达 100%。其中，生产型岸线占 68.7%，生活生态

型岸线占 31.3%，但一些不合理的开发建设活动导致

岸线资源集约利用水平较低，并造成一定程度的岸

线生态破坏和植被退化问题[32]。在全市有大陆岸线

资源的 5 个市辖区中，宝山区生产型岸线占比最高，

但生活生态岸线的占比最低，仅为浦东新区的 50%，

崇明区、奉贤区的 37.5%[33]。

 2.2　生态空间优化与管控技术流程

 2.2.1　生态空间要素解析与空间管控基础方案形成

 2.2.1.1　生态主要空间要素解析

宝山区生态空间涉及要素包括植被、耕地、湿

地与岸线及重要生态保护单位：1）区域内主要分布

人工植被。现有林地的景观和功能相对单一，多样

化程度不高。2）宝山区规划全区耕地保有量为 3
933.4  hm2，其中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不少于 1  800
hm2。由于土地资源的制约，区内农业用地分布零

散，缺少较大面积的整合用地，农业用地生态功能不

能得到有效发挥。3）区内主要包括河流湿地和湖库

湿地等。其中，河流湿地面积约为 2 862 hm2，约占上

海市湿地总面积的 0.70%。随着人为因素对湿地生

境影响增加，区域湿地功能持续降低。由于宝钢基

地码头建设和陈行水库堤坝修建，宝山区大部分岸

线在 2000 年前即已硬化。4）重要生态保护单位包

括陈行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和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

园。其中，陈行水库是上海市主要取水口之一，位于

宝山区罗泾镇东部长江江堤外侧，东临新川沙河口，

西临宝山湖（宝钢水库）；沿江岸线长达 1 974.13 m，

总面积约 106.6 hm2，湿地面积达 60% 以上。

 2.2.1.2　生态空间管控基础方案形成

依据规划空间定位划分的各功能单元（图 3），分
析宝山区现存主要的环境问题和空间利用的冲突

（表 1），进而提出各功能单元发展定位的生态需求

（表 2）。综合分析认为，宝山区生态空间布局现状特

征主要包括：宝山区属于高度城市化地区，建设用地

面积占宝山区土地总面积的 80.5%，生产空间和生活

空间占据主导地位，生态空间占比小[34]；生态空间分

布零散，具有一定规模的生态节点较少，且彼此之间

连通性较差；在生物多样性维护方面，虽占据地利优

势，但因过度开发，导致生境破坏，生物多样性较

低[35]；局部工业园区与居住区用地矛盾问题突出[36]。
 

图 3    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空间功能单元分区示意

Fig.3    Ecological spatial function unit zoning in Baoshan
District, Shanghai

 

运用 RS、GIS 技术绘制宝山区土地利用现状

图，并分析区内主要生态空间要素特征（表 3）。结合

生态红线划定成果、各规划功能区主要生态环境问

题和空间利用冲突识别结果，形成宝山区生态空间

管控基础方案（图 4）。
基础方案中生态空间总面积为 65.74 km2。由于

陈行水库是上海市主要取水口之一，其敏感性、脆弱

性及重要性等级均较高。故将其堤坝外侧沿线 1 km

 

图 2    上海市宝山区 2015 年土地利用类型

Fig.2    Land use types in Baoshan District, Shanghai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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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江水域及沿线 50 m 陆域作为一级生态空间管

控区域。

 2.2.2　环境现状分析与空间协调性分析

 2.2.2.1　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宝山区环境污染问题集中体现在产业结构和能

源消费结构方面。因历史原因宝山区形成了“结构

单一、一钢独大、一业独大”的产业结构特征。黑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值长期占据全区工业总产

值的 60% 左右。受产业结构影响，煤炭约占宝山区

现状工业能源消费总量的 80%，区内煤烟型污染特

征突出，NOx、PM10 及 PM2.5 年均值长期处于超标状

态。宝山区大部分工业废水排放去向为长江口，对

内河水质影响较小。据宝山区 2014 年环境统计数

据显示，影响内河水质的主要因素为面源污染，如城

镇地表径流、生活污水直排、畜禽养殖、种植及水产

养殖等。宝山区现状工业用地存量多，场地内存在

土壤污染，治理成本较高，二次开发难度大。多数存

量工业用地均涉及钢铁、化工等重化工业，存在一定

程度的污染累积问题。

 2.2.2.2　空间协调性分析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 年）》中宝山

区空间布局总体呈现“三横三纵”的形态。其中，

“三横”从南到北依次为：1）蕴藻浜沿岸和外环两侧

分布的生态廊道，联通顾村公园、嘉宝间隔带、宝山

城市工业园区防护带等节点共同组成；2）沿绕城高

速分布的绿色廊道，以及联通杨行生态间隔带和嘉

宝生态间隔带；3）宝山工业区南侧，沿罗北路分布的

200～350 m 宽的生态廊道。“三纵”从东到西依次

为：沿宝钢基地西侧厂界规划的宽度为 100～300 m

 

表 1    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空间功能单元生态环境问题与主要空间利用冲突

Table 1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spatial utilization conflicts in the ecological space functional units of Baoshan
District, Shanghai

功能单元 现状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现状主要空间利用冲突

南部中心城发展区 部分河流两岸陆域功能布局混乱，粉尘、噪声污染严重；主
要河道水环境污染较严重；飞机起降噪声影响明显

工业园区与居住区混杂，主要河道两岸陆域功能布局混乱，
与规划功能定位不符，主要河道岸线均已硬化，自然岸线消失

中东部滨江发展区 现状工业园区是区域主要大气污染源分布区，周边主干道扬
尘和交通噪声污染严重；主要河道水环境污染严重

工业园区与居住区混杂，集装箱主要装卸区、集装箱货场
造成的运输车辆扬尘和交通噪声污染严重，主要河道两岸
陆域功能布局混乱，与规划功能定位不符

中部新城重点保护区 河流水环境污染严重 工业园区与农村居民点混杂，大型居住区与工业园区临近，
易受其污染影响

东北部优化发展区 大型居住区，受工业园区大气污染影响，主要河道水环境污
染严重

工业园区与居住区混杂，大型居住区临近工业园区，部分工
业园区与居住区边界模糊，存在混杂趋势

北部生态保育区 大型居住区，受工业园区大气污染影响，河流水环境污染
严重 工业园区与居住区混杂，陈行水库距离港区较近

 

表 2    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空间功能单元发展定位的生态需求

Table 2    Ecological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spatial functional units in Baoshan District, Shanghai

功能单元 发展定位的生态需求

南部中心城发展区 加强河道综合整治，选择有条件的河道实施生态修复，推进外环绿带、南大地区生态绿地、楔形绿地、道路绿
化等建设，大幅度提高绿地比例；以南部地区转型发展为突破，实现“绿色化”生活、生产和城市建设方式

中东部滨江发展区 加快推进外环绿带建设，打通外环生态走廊，继续推进滨江景观带建设，形成开放连续、舒适宜人的特色景观
空间；加快推进工业绿化隔离带建设，加快绿色港口建设，加快宜居社区发展，建设低碳环境和精品社区

中部新城重点保护区

结合地块开发，坚决取缔、淘汰居住用地相邻且存在潜在“厂群矛盾”（工业园区与居住区矛盾）的工业企业；
加快区域生态用地的保护和各类型绿地、公园建设，以绿道、绿廊等形式覆盖、贯穿本区域，营造生态宜居的
人居环境；加快该区域的生态化建设和推进老镇区整治，全面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配合旧城改造和新地块开发，
遵循绿色、节能原则，开展低影响开发、立体绿化等环境友好试点项目建设及推广

东北部优化发展区 开展工业隔离防护林建设，缓解“厂群矛盾”（工业园区与居住区矛盾），提高对工业企业的监管力度，尽可能
将工业企业对周边乃至宝山区整体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小化

北部生态保育区

强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加强水源保护区隔离设施的长效管理，开展水源保护区生态修复
工作；全面落实生态补偿制度；遵循应保尽保原则，提升该区域生态功能；加强对基本农田、水源保护区的保
护，结合生态红线划分，推进土地性质不合理的地块转型为生态保护用地；有序推进生态农业发展，基本形成
城乡一体化和谐发展新格局；规划启动罗泾镇郊野单元建设，加大重点区域复垦工作力度，开展生态建设

 

表 3    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空间要素主要特征

Table 3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elements within the ecological
space of Baoshan District, Shanghai

空间要素 主要特征

植被

以人工植被为主，现有林地的景观和功能相对单一，质
量和生态服务功能相对较低；宝山区绿化500 m服务半
径内的盲点未完全消除，居住区密集区域缺少一定规模
的公园绿地

耕地
区域内农业用地分布较为零散，缺少较大面积的整合用
地，无法进行大规模现代农业生产，未能有效发挥农业
用地的生态功能

湿地

河流湿地面积约为2 862.76 hm2（约占上海市湿地总面
积的0.70%），但存在河网末端村镇级河道被填埋、非主
干道河道较少、河网结构趋于简单等问题，河道连通性
较差

岸线 岸线开发强度高，工业岸线比例大，区内有长江岸线29
km，黄浦江岸线7 km，大部分属于已硬化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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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护隔离带；沿潘泾两岸分布的宽度为 300～
900 m 的防护隔离带；沿沪太公路西侧分布的嘉宝生

态隔离带。

宝山区“三横三纵”空间格局总体协调，其优势

在于：提升了蕴藻浜、潘泾等主要河道水体的生态功

能；加强了沈巷等大型集中居住区与宝钢基地之间、

罗店集中居住区与宝山工业园区之间、顾村等大型

居住区与嘉定区界内工业园区之间、杨行等集中居

住区与宝钢基地之间、大场集中居住区与宝山城市

工业园区之间的空间防护隔离；阻断了宝山工业园

区、宝钢基地、罗店工业区对月浦镇基本农田地块

的污染风险；改善了大场机场对东侧庙行组团的声

环境质量。同时，“三横三纵”空间格局仍存在进一

步优化的可能，具体表现在：1）宝山区生活和生态岸

线比例较低，规划在主要沿河区域规划了大量的生

态绿地，但未明确岸线性质；2）吴淞工业转型区及其

周边的淞宝地区、杨行地区等区块生态空间规划空

白，不能满足吴淞城市中心定位；3）滨江副中心地区

生态空间规划薄弱，不能满足滨江新城区及滨江副

中心城区的定位，需要提升生态空间占比；4）南大、

张庙、高境、淞南等主城区生态用地占比较低，有必

要进一步提升人居生态服务功能。

 2.2.3　生态空间优化方案

由于宝山区现状景观斑块破碎化严重，现有生

态斑块数量较少，具有一定规模的斑块极少，不能满

足生物多样性维护的需求[37]。因此，需规划新的生

态斑块作为生态节点。本研究在《上海市城市总体

规划（2016—2040 年）》生态绿地用地布局的基础上

进一步分析比选，确定在生态多样性维护上具有重

要意义的空间位置，筛选（新增）6 处生态节点，包括

蕴藻浜以南黄浦江岸线生态节点、宝钢基地滨江绿

化带、美兰湖公园、美兰湖高尔夫球场东侧绿化带、

大场镇北侧、淞宝地区滨江生态节点（生态走廊）。

宝山区为高度城市化地区，本次生态廊道的构

建主要是在已建成区域开辟新的生态空间作为生态

廊道。为此，在充分考虑各项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

的基础上，比选论证生态廊道构建方案的可行性，确

定 6 处生态廊道，包括北泗塘两岸生态廊道、蕴藻

浜-西泗塘线交汇处绿化带、南泗塘吴淞工业区段河

道生态廊道、蕴藻浜-北泗塘交汇处生态廊道、走马

塘南大河段生态廊道、蕴藻浜西段绿化带。

生态空间协调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主要方式

是通过生态空间的布局隔离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

从而起到人居安全防护的作用，其具体表现形式以

生态廊道为主[1]。本研究划定 8 处人居安全防护空

间：新川沙河两岸生态廊道、月浦西侧防护隔离带、

月浦北侧防护隔离带、江杨南路沿线生态廊道、宝

山工业园区内住宅防护隔离带、地铁罗南新村站附

近沿线绿化带、泰和污水处理厂地面空间、顾村工

业园区防护隔离带。通过优化、新增城市生态节

点、生态廊道、人居安全防护空间，宝山区生态空间

优化方案如图 5 所示。

 2.2.4　生态空间管控建议

 2.2.4.1　严格依法保护

严格执行国家及上海市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

律、法规及政策。对于生态红线内的陈行水源一级

保护区及水源二级保护区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及《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

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永久基本农田应严格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基本农田保

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257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

策；吴淞炮台湾国家湿地公园等重要湿地区域应严

格执行《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林湿发

〔2010〕1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其他类别生

态空间区域也应严格执行相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

律、法规及政策。

建立和完善与生态红线保护相关的法规、政

策。生态红线内的建设项目应作为环境影响重大项

目管理，依法开展可行性研究、环境影响评价及规划

选址论证。依法建立生态红线补偿制度，将生态红

线补偿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制定配套的补偿办法，确

保生态红线补偿资金用于受补偿地区的生态建设与

保护工作。

 2.2.4.2　强化环境准入管理

建立和完善环境准入要求，规范各类经济和社

会活动，防止造成新的人为生态破坏。一级生态空

 

图 4    上海市宝山区生态空间管控基础方案示意

Fig.4    Basic plan of ecological space control in Baoshan
District,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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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管控区原则上禁止任何建设活动；二级生态空间

管控区作为限制建设区，在严格限制新增建设用地

前提下，在机动额度范围内可按管控要求开展建设

活动。但应加强限制建设区的环境准入要求。同

时，应加强治理与保护、建设与管理并重，使各项生

态环境保护措施与建设工程能够长期发挥作用，促

进生态红线区域内的生态恢复。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宝山区优化调整后的生态空间总面积为

121.84 km2，占宝山区陆域面积的 40.4%。

（2）经过优化，宝山区可实现《上海市城市总体

规划（2016—2040 年）》要求 2040 年该区生态用地占

陆域面积比例达到 40% 的目标。

（3）城市规划环评能够在城市规划生态空间的

基础上，从生态环境重大问题、区域环境需求等方面

进一步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管控

措施，为我国新型城镇化推进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了有效手段。

 3.2　建议

（1）城市规划环评中生态空间的优化重点在于

局地空间重构。高度城市化地区生态空间主要特征

表现为空间占比小且分布零散、缺乏形成规模的生

态节点且连通性较差、生境质量受到人为因素威胁

且生物多样性较低。因此，城市规划环评中生态空

间的优化和管控重点，应在保护现有重要生态功能

区、生态敏感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的基础

上，进行最大程度的空间重构。然而，由于社会—经

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特殊性，实现城市空间重

构的难度巨大，因而在明确城市生态需求的基础上

开展有针对性的局地空间重构更加适宜。

（2）在分析城市生态需求过程中，建议从宏观和

中观双重尺度开展分析。其中，宏观尺度重点关注

城市环境质量达标需求；中观尺度关注城市在环境

质量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和功能提升、生态安全保

障及人居安全防护等方面的需求。需要注意的是，

城市规划环评中生态空间优化和管控能够有效解决

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观尺度生态需求，并且生态

系统服务和功能提升需求及人居安全防护需求是高

度城市化地区生态需求的重点内容，而实现宏观层

面的环境质量达标需求并不能通过空间管控得以有

效解决，生态空间优化和管控仅能起到一定的改善

作用。

（3）城市生态空间管控应以生态红线为基准，并

将其作为生态空间布局优化的底线和基础。其中，

生态红线一级保护区是生态空间的核心区域，建议

将其划定为禁止建设区，原则上禁止任何建设活动；

生态红线二级保护区是生态空间保护的重要区域，

建议将其划为限制建设区，在严格限制新增建设用

地前提下，在适当范围内按照管制要求有序开展建

设活动。并以维护生态状况为重点，禁止建设可能

导致区域重要生态功能下降的开发活动，控制线性

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和独立型特殊建设项目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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