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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审议通过 “长三角环境保护规划”和“京津冀

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方案 

2005 年 7 月 13 日，王玉庆副局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审议长江

三角洲区域环境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方案和京津冀都市圈生态环境建

设与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方案。规划司、法规司、科技司、污控司、生

态司、环监局、环规院负责人及有关同志参加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两

个区域规划的工作方案。 

环规院首先汇报了长三角和京津冀区域环境保护规划的工作方

案。方案中初步明确了“环境优先、率先改善”的指导思想，认为，

在长三角和京津冀区域，环境已经成为新的稀缺资源，是发展的主要

制约因素，社会经济布局和发展首先要考虑环境的要求，应将环境保

护、生态建设和社会发展都视做现阶段“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要

促进有序发展、协调发展，而不是制约发展。同时认为，在全区域普

遍率先改善存在一定的难度，提出按照区域环境要素的重点进行分

区，在分区的基础上展开规划。与会同志分别对方案发表了意见。 

会议认为，国家“十一五”规划一个大的思路变化是由经济的布

局平衡往区域布局方向发展，因此，要抓住这次机会，把区域环境保

护规划深入地开展下去。对规划的编制方面，与会代表提出了一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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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1）大区域的发展要从环境保护的角度体现出来，“不能就环保

提环保”，一些新的环境要素（包括新型产业的导入、新城区的开发、

集约型资源的供求分析、环境制约因素的疏导、城市群和城市带区域

协调等）要在规划中体现出来；(2) 在空间、时间、政治、重点上要

有所把握，加强与综合规划、能力规划、专项规划和各省规划的区别

和协调，协调各规划和各个方面的指标体系的衔接关系；（3）建立跨

界污染的协调机制十分关键。功能区划是基础，但目前由于功能区的

划分不很明确，给环保执法工作造成很多困难;（4）功能分区很重要，

但需强调污染物排放情况，结合总量来推动结构优化升级；（5） 应

积极应用已有的技术成果，在规划中现有成果的支持要有所体现。 

会上，王玉庆副局长做了总结发言，在总体上肯定了两个规划的

初步工作方案，要求在会后修改并尽快印发实施。并强调了以下几点：

（1）大气方面，除SO2以外，潜在的问题要重视，并用环境总量来控

制、推动产业升级；（2）省界污染纠纷在规划中重点考虑，建立跨界

污染的解决的机制，促进地方标准的出台；（3）规划的目标和指标要

尽快拿出，与各司协调，既要征求有关省市环保部门意见，又要充分

考虑国家的总体部署；（4）两个区域规划目标、措施要与已经开展的

工作相衔接，如与海河流域、淮河流域、南水北调等区域流域海域污

染防治的目标和措施的衔接，与总局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生态市、环

境优美乡镇等创建工作的衔接；（5）农村面源是重点、难点，但城市

污水处理仍要高度重视; (6) 可以考虑在这两个区域提出控制发展

火电、鼓励发展核电的意见;（7）从区域角度看，环境是个系统，是

联系在一起的，解决环境问题也必须综合考虑，加强区域统筹; (8) 

应深入研究中国的环境保护和GDP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索经济发展的

水平、模式与环境保护的水平、环境质量的改善之间的必然联系。 

王玉庆副局长对两个规划的工作方面也提出了要求：（1）要充分

考虑协调的难度。在规划落地时，将面临功能区划分、总量分配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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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到地方切身利益的状况，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2）坚持规划的科

学性。在科学的基础上，区域规划要有新意，结论要有依据；（3）各

业务司要给予充分的支持。各司确定专人负责规划的协调，提供相应

的资料、技术，并帮助审查、把关；（4）尽快征求有关省、市环保部

门意见后明确组织形式，确定后正式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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