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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三线一单”减污降碳协同管控试点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

关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领域协同推进碳减

排工作方案》，充分发挥“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促进减污

降碳协同管控作用，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工作目标 

通过试点，探索“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促进减污降碳

协同管控的技术路径、管理模式，为全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体系主动适应“双碳”战略目标，加快推动减污降碳协同管

控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二）工作原则 

协同管控。立足减污降碳协同，在“三线”目标落地及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完善等环节，逐步建立与“双碳”目标相适应的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体系。 

统筹推进。采取“边试点、边交流、边完善”的工作方式，综

合考虑宏观管理和市县微观管控的要求，强化部门协作和上下联动。 

因地制宜。鼓励试点城市结合自身自然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特

征、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特点，探索各具特色的减污降碳协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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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推广。深入剖析典型案例，以好用管用为导向，尽快形成

可操作、能推广的工作方式和管理路径。 

（三）试点城市选择 

拟在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南、广东、重庆、四川、陕

西等地，选择“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建立较为完善的

城市开展试点工作。鼓励其他有条件的省（区、市）根据实际需求，

向生态环境部提交试点申请和试点方案。 

二、主要任务 

（一）基础评价 

衔接试点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碳达峰碳中和等工作基础，科学

分析试点地区污染物与碳排放现状特征、中长期趋势、面临的主要

问题和压力，聚焦高耗能、高排放等行业，明确试点地区协同推动

减污降碳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试点地区可结合区域

特征进一步开展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协同管控、生态保护协同提升

碳汇功能等方面的探索。评价基准年为 2020 年，不具备 2020 年数据

的，可以采用最新年份的相关数据；近期评价年为 2025 年，远期展

望至 2035 年。 

（二）“三线”减污降碳协同性分析 

根据基础评价成果，以大气环境质量底线和能源利用上线为重

点，结合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要求、污染物和碳排放空间特征，

识别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协同效应较为显著的要素管控分区，通过开

展生态环境管控要求与降碳管理要求的协调性分析，提出促进重点

行业和重点领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措施，优化分区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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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减污降碳协同性分析时，试点地区可根据区域特点增加

有代表性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可进一步分析水环境质量底线及

水环境管控分区协同减污降碳的作用，优化分区管控要求；分析生

态空间、近岸海域等管控分区协同巩固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的作用，

研究提出负碳、减碳项目生态环境准入要求。 

（三）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优化分析 

基于环境管控单元与要素管控分区的对应关系，从空间布局约

束、污染物和碳排放控制、环境风险防控、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

针对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深化总体和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四）提炼技术路径和管理建议 

提炼“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促进减污降碳协同管控

的技术路径，形成规范的技术流程、成果表达；完善“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研究提出相应的工作机制和管理要求建

议。 

（五）总结提炼试点成果 

总结试点工作成果、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建议等，形成试

点总结报告。生态环境部适时组织开展试点成果交流，推广典型案

例和成功经验。 

三、主要成果要求 

各试点城市的成果产出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案例文本、

研究报告、图集、成果数据等。研究报告参考目录见附件，有条件

的试点城市，可在参考目录基础上，根据地方实际工作，突出自身

特色，合理扩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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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度安排 

（一）编制试点工作方案（2021 年 10 月） 

组织开展专题研讨等，确定试点工作任务、组织方式，研究制

定《“三线一单”减污降碳协同管控试点工作方案》。 

（二）召开试点工作启动会（2021 年 11 月） 

各地根据工作基础和实际需要，向生态环境部申请试点，并附

试点方案，生态环境部择优选择第一批试点城市，并组织召开试点

工作启动会。 

（三）编制完成试点案例报告和工作建议（2021 年 12 月-2022

年 8 月） 

全面开展试点城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促进减污降

碳协同管控技术方法的实践探索工作，逐步探索、检验、完善技术

路径与管理应用模式。 

2021年 12月-2022年 2月，试点城市组织技术单位全面推进“三

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促进减污降碳协同管控研究，完成基础

资料收集和现状评估，开展技术过程研究。 

2022年 6月底前，试点城市组织技术单位加快研究编制形成“三

线一单”减污降碳协同管控试点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 

2022年 8月底前，试点城市组织技术单位开展试点成果的意见征

求与协调、论证、审核等工作，根据各方面反馈意见，加快修改完善

形成试点研究报告、技术路径和管理应用建议，并报送生态环境部。 

（四）召开试点成果交流研讨会（2022 年 9-10 月） 

生态环境部组织召开试点成果交流会，针对试点成果、技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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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和管理应用建议进行交流研讨。 

（五）试点经验总结（2022 年 11-12 月） 

各试点城市对“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促进减污降碳协

同管控工作的方式方法、主要成果、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技术路径

和管理应用建议等进行系统梳理，形成试点总结报告，报送生态环

境部。 

五、组织保障 

（一）组织协调 

试点工作由生态环境部环评司牵头，会同相关省级生态环境部

门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各试点城市生态环境部门结合本地区“三

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应对气候变化等有关工作基础，发挥

各自领域的优势，加强组织领导，细化落实试点方案，扎实推动各

项工作，确保试点成果可应用、可推广。 

（二）技术支撑 

生态环境部负责“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相关技术规范

的制修订工作，组建由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牵头，生态环境部环

境工程评估中心、清华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参与的技

术团队，对地方试点工作中的重点问题和关键环节进行技术指导，

适时组织开展阶段性成果技术交流和研讨，总结提炼相关技术要点

等。各试点城市根据本地区情况择优确定技术支撑单位。 

（三）经费保障 

生态环境部技术支撑经费在部预算资金内安排。试点城市工作

经费由地方统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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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三线一单”减污降碳协同管控试点研究报告 

参  考  目  录 
 

1. 总则 

1.1 定位与目的 

1.2 范围与时限 

1.3 主要依据 

1.4 解释与调整说明 

1.5 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1.6 技术路线 

2. 基础分析 

2.1 总体特征分析 

2.2 未来形势研判 

2.3 重点行业、领域和区域识别 

3.“三线”减污降碳协同性分析 

3.1 大气环境管控分区和管控要求协同分析 

3.2 水环境管控分区和管控要求协同分析（可选） 

3.3 能源利用上线管控要求协同分析 

3.4 生态空间管控分区和管控要求协同分析（可选） 

3.5 近岸海域管控分区和管控要求协同分析（可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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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优化分析 

4.1 总体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优化 

4.2 单元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优化 

5. 技术管理建议 

5.1 协同技术路径建议 

5.2 协同管理模式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