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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国家级新区空间开发管控研究

高　 爽１，董雅文２，张　 磊１，∗，蒋晓威１，叶懿安１，陈佳佳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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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由于不合理的空间开发导致生态空间被挤占、城市资源环境超载现象日益突

出。 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的空间开发管控制度是体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从源头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协调

发展的重要路径。 选取国家级新区江北新区为案例地区，通过构建涵盖生态保护重要性、土地承载力、环境容量、环境压力 ４ 个

要素层、１０ 项具体指标的评价体系，基于 ＧＩＳ 空间分析工具评估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 研究表明江北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呈

现由沿江向内陆、平原地区向丘陵地区逐级递减趋势，根据要素层在空间分布差异性，将区域分为资源环境承载力饱和区域、资
源承载力尚好但环境压力较大区域、资源承载力较好且环境压力较小区域、生态环境安全保障区域四个类型，并制定差异化的

空间准入和管控措施。 研究不仅为资源环境要素全面融入国家新一轮空间规划体系制定和实施全过程提供技术支撑，也可为

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发达地区探索可持续发展空间开发路径提供案例借鉴。
关键词：资源环境承载力； 空间开发管控； 国家级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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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呈现快速扩张趋势，不仅蚕食和破坏了大量

的生态空间和优质农业空间，同时导致区域污染物排放超出环境承载力，环境风险加剧，人类发展的协调性和

可持续性受到严重威胁［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标志着环境保护正迈向

与经济协调发展、倒逼绿色发展的新时期［２］。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

出要“把握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平衡点推动发展，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增长速度不能超出当地水土资源承

载能力和环境容量，并明确提出要构建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用途管制为主要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

度”的空间规划与管控要求。 国家新一轮空间规划旨在通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约束，解决因无序、过度、分散

开发导致的生态空间占用过多、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实现国土空间高效、可持续开发，由此可见资源环

境保护相关要素在我国空间规划中的基础地位正逐步建立。
国外关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较早，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Ｄ·梅多斯等学者最早提出了经济“零增长”发展

模式，英国学者 Ｓｌｅｓｓｅｒ·Ｍ 首次将自己设计的提高承载能力的备选方案模型 ＥＣＣ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ｐｔｉｏｎｓ）运用到了对肯尼亚等国家的土地承载力研究中，并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认可，资源环境

承载力在全球范围内受到重视［３⁃７］。 我国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的空间规划体系研究刚刚起步，部分学者

逐步尝试探索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抓手合理引导区域人口规模与产业布局［８⁃１２］。 但是，目前研究一是多以大

气、水质、生态、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单因子来代表资源环境承载力，未能充分考虑区域资源环境禀赋、环境容

量、环境压力等综合影响作用；二是相关研究成果与城市总体规划等衔接不够，对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结果的

应用和空间如何落地研究不足，导致难以对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产业布局等社会发展主要问题形成刚性约

束［１３⁃１４］。 本研究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理念为支撑，围绕区域资源环境禀赋、环境容量、环境压力

等对国土空间发展的综合影响作用，形成具有区域性与综合性特点的国土空间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指标体系

和技术方法，并依据承载力区域空间异质性，提出空间管控与准入措施，为资源环境要素全面融入国家新一轮

空间规划体系制定和实施全过程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国家级新区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新时期更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路径和推动空间规划改革的先行示范区。 以南京江北新区为典型的沿江制造业发达新区，其整

体开发格局与生态环境关系比较密切，无视生态限制、导致环境风险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因此，本研究拟选择

工业基础较为发达、环境形势较为严峻的江北新区作为案例地区，构建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城市空间规划

与管控体系，不仅对江北新区高质量开发建设有指导价值，也可对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发达的同类地区实现转

型发展、探索可持续的空间开发路径提供案例借鉴。

１　 研究区域

南京江北新区是中国第 １３ 个、江苏省首个国家级新区，总面积 ２４５１ｋｍ２，是长江经济带与东部沿海经济

带重要交汇节点，是江苏省“承东接西、联南接北”的重要枢纽。 江北新区拥有 ９４ｋｍ 的长江岸线，森林资源、
湖泊湿地资源丰富，林木覆盖率达到 ２４．６２％。 一方面，由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产业布局不合理，导致湖

泊水库、森林等重要生态功能区遭受挤占，另一方面众多化工企业沿长江布置，与饮用水源地、生态公益林、重
要湿地保护区等重要生态敏感区交错布局，成为影响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的潜在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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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必要建立科学评价体系综合分析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为江北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２．１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江北新区所辖乡镇街道为评价单元，通过构建表征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合

ＧＩＳ 工具，在对单项指标进行空间分区的基础上，通过空间叠加分析将研究区域分为资源环境承载力饱和区

域、资源承载力尚好但环境压力较大区域、资源承载力较好且环境压力较小区域、生态环境安全保障区域等四

个类型区域，并提出差异化空间管制要求。
２．２　 评价指标体系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指在自然生态环境不受危害并维系良好生态系统前提下，一定地域空间可以承载的最

大资源开发强度与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以及可以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１５］，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的基础是

资源最大可开发阈值、自然环境的环境容量、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量以及区域现有环境压力的确定。 根

据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内涵，本研究评价指标体系分为生态保护重要性、土地承载力、环境容量、环境压力 ４ 个

要素层和 １０ 个具体指标，并通过专家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每项指标的权重，利用 ＧＩＳ 软件空间聚类分析

工具将各要素进行空间叠加，并分为高、较高、低三个等级。 根据相似性、相关性和区域共扼性原理，形成基于

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分区方案。 具体见表 １。

表 １　 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要素层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指标
Ｉｎｄｅｘ ｌｅｖｅｌ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

因子赋值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生态保护重要性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 ０．５ 根据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程度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低 ５ 个

等级，分别赋值 ５、４、３、２、１ 分

水土保持功能重要性 ０．３ 根据水土保持功能重要性程度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低 ５ 个
等级，分别赋值 ５、４、３、２、１ 分

生物多样性功能重要性 ０．２ 根据生物多样性维护重要性程度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低 ５
个等级，分别赋值 ５、４、３、２、１ 分

土地综合承载力
Ｌ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土地承载力 ０．７ 根据建设用地占评价单元面积比例分为高、中等、低三级，分别

赋值 ５、３、１ 分

生态承载力 ０．３ 根据林地、草地、水域及湿地等生态用地占评价单元面积比例
分为高、中等、低三级，分别赋值 ５、３、１ 分

环境容量 水环境容量 ０．７ 根据各功能区环境纳污能力高、中等、低分别赋值 ５、３、１ 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大气环境容量 ０．３ 根据大气环境容量高、中等、低分别赋值为 ５、３、１ 分

环境压力 人口密度 ０．４ 按照人口密度高、中等、低分别赋值为 ５、３、１ 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工业污染源排放强度 ０．４ 按照工业点源污染分布密度高、中等、低分别赋值为 ５、３、１ 分

风险源影响 ０．２ 根据环境风险源分布密度高、中等、低分别赋值为 ５、３、１ 分

２．２．１　 生态保护重要性

主要用于反映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重要程度，体现生态服务功能的强弱，生态服务功能越强地区，
生态系统保护的价值和要求就越高，生态重要性程度也越高。 根据刘会军等人研究［１６］，结合江北新区水源涵

养区域、重要山体资源较多的特点，生态保护重要性指标由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水土保持功能重要性、生物

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性 ３ 项指标构成，权重分别为 ０．５、０．３、０．２。 将各因子数据统一成 １０ｍ 分辨率的栅格数

据，在 ＡｒｃＧＩＳ 栅格计算器（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ｔ—Ｒａｓｔｅ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中，采用最大最小值法将数据归一化到 ０—１ 之

间，并利用 ＧＩＳ 软件中空间聚类分析工具按其对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性程度分为低、较低、中等、较高、高 ５ 个

等级，分别赋值 １、２、３、４、５ 分。 生态保护重要性表征指标测算方法具体如下：
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 水源涵养是生态系统通过其特有的结构与水相互作用，对降水进行截留、渗透、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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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并通过蒸发实现对水流、水循环的调控［１７］。 采用水量平衡方程来计算水源涵养量，计算公式为： ＴＱ ＝

∑ ｊ

ｉ ＝ １
Ｐ ｉ － Ｒ ｉ － ＥＴｉ( ) × Ａｉ × １０３。 式中：ＴＱ 为总水源涵养量（ｍ３），Ｐ ｉ 为降雨量（ｍｍ），Ｒ ｉ 为地表径流量

（ｍｍ），ＥＴｉ为蒸散发（ｍｍ），Ａｉ为 ｉ 类生态系统面积（ｋｍ２），ｉ 为研究区第 ｉ 类生态系统类型，ｊ 为生态系统类

型数。
水土保持功能重要性。 水土保持是生态系统（如森林、草地等）通过其结构与过程减少由于水蚀所导致

的土壤侵蚀的作用，是生态系统提供的重要调节服务之一。 水土保持功能主要与气候、土壤、地形和植被有

关［１８］。 以土壤保持量，即潜在土壤侵蚀量与实际土壤侵蚀量的差值，作为生态系统水土保持功能的评价指

标。 采用修正通用水土流失方程的水土保持服务模型开展评价。 计算公式为： Ａｃ ＝ Ａｐ － Ａｒ ＝ Ｒ × Ｋ × Ｌ × Ｓ ×

１ － Ｃ( ) 。 式中，Ａｃ 为水土保持量（ｔｔ ｈｍ－２ ａ－１）；Ａｐ 为潜在土壤侵蚀量；Ａｒ 为实际土壤侵蚀量；Ｒ 为降雨侵蚀

力因子（ＭＪ ｍｍ ／ ｈｍ－２ ｈ－１ ａ－１）；Ｋ 为土壤可蚀性因子（ｔ ｈｍ２ ｈ ／ ｈｍ－２ ＭＪ－１ ｍｍ－１）；Ｌ、Ｓ 为地形因子，Ｌ 表示坡长因

子，Ｓ 表示坡度因子；Ｃ 为植被覆盖因子。
生物多样性功能重要性。 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是生态系统在维持基因、物种、生态系统多样性中发挥的

作用，是生态系统提供的最主要功能之一［１９］。 以生物多样性维护服务能力指数作为评估指标。 计算公式为：
Ｓｂｉｏ ＝ ＮＰＰｍｅａｎ × Ｆｐｒｅ × Ｆ ｔｅｍ × １ － Ｆａｌｔ( ) 。 式中：Ｓｂｉｏ为生物多样性维护服务能力指数，ＮＰＰｍｅａｎ为多年植被净初

级生产力平均值，Ｆｐｒｅ为多年平均降水量，Ｆ ｔｅｍ为多年平均气温，Ｆａｌｔ为海拔因子。
２．２．２　 土地承载力评估

主要用于反映一定空间区域和环境条件下，建设用地、生态用地等各类土地资源所能承载的人类各种活

动的规模和强度的限度［２０］，主要包括土地承载力和生态承载力，分别赋予权重 ０．７、０．３。 土地承载力是指在

一定时期、一定空间区域土地资源所能承载的人类各种活动的规模和强度的限度，用建设用地占比来表征；生
态承载力是指在一定的区域环境条件下，保持生态性能稳定和趋于良好所需的生态用地限度，根据林地、草
地、水域及湿地等生态用地占国土面积比例来表征。 江北新区是国家级新区，承担着区域经济增长极和集聚

城镇化人口的作用，重在保护中发展，城市建设用地占比情况能够反映城市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水平，并且其

承载潜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人口承载数量，因此赋予土地承载力较高的权重；生态用地不仅可为城市

生产生活环境提供足够开敞空间，同时也可消解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污染物，与土地承载力相比，
起到间接作用，赋予相对低的权重。
２．２．３　 环境容量评估

主要从环境保护角度反映区域对人类活动和产业发展的承载潜力［２１］。 环境容量主要包括大气环境容量

和水环境容量，权重分别为 ０．３、０．７。 水环境容量根据江苏省颁布的《省水利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关于水功能

区纳污能力和限制排污总量的意见》（苏水资［２０１４］２６ 号文），将各水功能区 ＣＯＤ、ＮＨ３⁃Ｎ 纳污能力按照河道

所处区域分解至评价单元内测算。 大气环境容量通过 ＷＲＦ—ＣＭＡＱ 大气容量测算模型，以区域大气环境质

量达到二级标准为约束因子，以大气污染物排放源清单为基础数据，测算 ＳＯ２、ＮＯ２ 排放总量限值。 由于江北

新区大气环境质量较好，但水环境质量较差，区域多个断面不能达到国家考核标准，因此赋予水环境容量较高

权重。
２．２．４　 环境压力评估

主要反映人类活动、产业发展现状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和胁迫作用，环境压力越高，潜在的环境风

险越大，承载水平越小［２２］。 江北新区传统重化工业发达，且属于城市开发新区，因此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污

染排放都对环境造成较大压力，沿江化工园区和企业较为富集，与沿江居民区交错布局，产生较大环境风险，
因此以人口密度、工业污染点源分布密度、环境风险源分布密度来表征环境压力，分别赋予权重 ０．４、０．４、０．２。
人口密度、工业污染源排放是污染主要贡献源，且对生态环境影响相当，赋予相同权重；环境风险源对环境影

响具有时间不确定性，且通过环境应急管理可降低风险发生几率，赋予较低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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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数据来源

评价单元行政边界数据根据江北新区行政区划图进行矢量化配准，生态系统重要性评估数据来源于江北

新区 ＴＭ 遥感数据、数字高程 ＤＥＭ 数据、气象相关数据，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江北新区 ２０１６ 年土地利用数

据，人口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６ 年江北新区所辖范围的六合区、浦口区两市统计年鉴，工业污染源和风险源评价数

据来源于 ２０１６ 年江苏省环境统计数据。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估

生态保护重要性各指标评价结果及分区见图 １—图 ４。 评估结果表明，江北新区分属长江流域、滁河流域

图 １　 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

Ｆｉｇ．１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图 ２　 水土保持功能重要性

Ｆｉｇ．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图 ３　 生物多样性功能重要性

Ｆｉｇ．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和淮河流域三大流域，其基本的大江河、低山丘陵地貌

特征赋予了区域较高的生态功能重要性，区域水源涵养

功能、水土保持功能、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具有较高空

间一致性，重要性较高区域均主要分布在低山丘陵地

区，即北部六合的止马岭、大泉湖、金牛湖、滁河湿地、峨
眉山、平山等区域和西南部浦口老山、北亭子山等区域。
根据空间叠加分析，江北新区生态系统高重要性地区主

要分布在竹镇镇、马鞍、冶山、金牛湖、八卦洲、汤泉、星
甸、江浦街道。
３．２　 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估

土地综合承载力各指标评价结果及分区图见图

５—图 ７。 评估结果表明，江北新区建设用地呈现从沿

江向内陆开发强度逐渐递减的趋势，这与江北新区沿江

发展的战略布局直接相关；生态用地主要分布在滨江岸

线地区、六合北部地区和浦口西南部地区，主要与大江、

低山、浅丘、平原、水网等多种地貌类型叠加相关。 根据空间叠加分析，江北新区土地综合承载力高重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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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在长芦、大厂、葛塘、盘城、雄州、泰山、顶山、江浦街道。 近年来，由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导致

湖泊水库及长江岸线等生态空间遭受挤占，成为影响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的潜在不利因素。

图 ４　 生态保护重要性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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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建设用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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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生态用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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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土地综合承载力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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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环境容量评估

环境容量各指标评价结果及分区图见图 ８—图 １０。 评估结果表明，江北新区属于长江流域和滁河流域交

界地区，水环境容量呈现由沿江向内陆降低趋势，沿江各街道的环境容量较大，但受长江大保护制约较大，随
着沿江水质管控要求增加其可承载的水污染排放量持续减少；其次为浦口西南部的滁河流域沿线街道；再次

为北部丘陵地区，由于受到丘陵地貌影响和饮用水源地约束，水环境敏感性强，水环境容量较小。 江北新区常

年主导风向为偏东风，风从陆域吹向沿江地区时，污染物容易聚集，不易于扩散稀释，因此大气环境容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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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围新市镇向沿江地区逐步降低的趋势。 根据叠加分析，江北新区环境容量高的的区域为泰山、沿江、大
厂、盘城、长芦街道，较高的为葛塘、顶山、龙池、雄州、龙袍街道等，其余地区环境容量较低。

图 ８　 水环境容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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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大气环境容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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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环境容量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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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环境压力评估

环境压力各指标评价结果及分区图见图 １１—图

１４。 从人口分布来看，新区人口最为密集区域主要为浦

口区的泰山街道、沿江街道以及六合区的大厂街道，较
为密集区域主要为盘城、顶山、江浦、葛塘、长芦街道，以
上街道为江北新区规划的先行开发区，也是城镇化集聚

地区，其他地区人口密度相对来说较低。 从工业点源分

布来看，工业点源呈现沿江分布特征，主要分布在长芦、
雄州、大厂、沿江街道，重点污染企业主要以化工、钢铁、
医药制造等行业为主，污染排放量占全区排放总量的

８０％以上。 环境风险危险性最高的街道（镇）是长芦街

道和大厂街道，该地区主要是有南京化工园区、扬子石

化、南京钢铁等重化工企业集聚地，危险性高、危险废物

贮存量大且环境风险企业集聚。 根据叠加分析，环境压

力最高地区主要分布在南化和高新区范围，包括大厂、
长芦、沿江、泰山街道；环境压力较高区域分布在葛塘、
盘城、龙池、雄州、横梁、龙袍、盘城、顶山、江浦、桥林街

道，其余地区环境压力较小。
３．５　 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分区结果

根据以上各评价指标叠加分析，得到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分区结果，见图 １５。 整体来看，江北新区资源

环境承载力呈现由沿江向内陆、平原地区向北部丘陵地区逐级递减趋势。 资源承载力饱和区域，主要为大厂

街道、长芦街道。 该类区域污染物排放强度高，南化、南钢等局部地区大气和水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环境风险

源影响较大，资源环境约束凸显。 资源承载力尚好但环境压力较大区域，主要为葛塘街道、盘城街道、沿江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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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泰山街道、顶山街道、江浦街道。 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较高，未来也是新区重要的人口和产业集聚区，但该

类区域开发强度较大，水环境质量不容乐观，环境压力整体较大。 资源承载力较好且环境压力较小区域，主要

为龙池街道、雄州街道、龙袍街道、桥林街道。 该类区域环境质量较好，且目前开发强度较为适中，是促进城市

均衡发展的关键区域。 生态环境安全保障区域，主要为竹镇、金牛湖、马鞍、横梁、星甸、汤泉、永宁、八卦洲等

新市镇区域。 区域总体生态环境较好，是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水源涵养地。

图 １１　 人口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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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工业企业污染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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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风险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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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环境压力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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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分区域差别化空间管控措施

资源承载力饱和区域：要通过提高环保准入门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改善环境质量，逐步实现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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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　 资源环境承载力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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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净。 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标准要求，加快现有工

业企业的污染治理，适时搬迁重工业企业。 加大对“三
高两低”和“两高一资”企业整治力度，关停并转污染

大、能耗高、效益差的工业企业，鼓励工业企业主动和提

前淘汰相对落后产能和低端产品制造能力。 以化工企

业为重点管控行业，以排放重金属、危险废物、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和生产使用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的污染

源为重点，强化环境风险防控。
资源承载力尚好但环境压力较大区域：要坚持“在

发展中保护”，科学利用环境容量，提高资源能源利用

效率，维持环境质量总体稳定，留住碧水蓝天。 制订并

实施严于国家和江苏省的产业环境准入政策，对新

（改、扩）建项目，从投资规模效益、装备技术水平、资源

利用强度、清洁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项目先进

性评估。 新建项目必须达到国内清洁生产领先水平，引
进国外工艺设备的，必须达到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建立健全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的审批联动机制，开展重

点产业园区规划环评“负面清单管理试点”，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和满足区域总量控制要求作为

新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前置条件。 重点发展商务商贸、科教研发、健康服务、旅游休闲等高端服

务业。
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好且环境压力较小区域：要禁止严重污染型行业准入，合理控制人口和产业发展规模，

提前规划环境保护基础设施。 新建产业园区要参照生态工业园区标准建设和管理。 严禁引入污染严重、污染

排放量大的项目。 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标准，切实落实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严格按照产业园区发展规

划，落实项目准入和开发强度要求，积极促进产业向园区集中，新建工业项目原则上应进入园区，加强污染集

中控制，实现产业集聚发展、土地节约集约开发。 未按环评要求完成污水处理厂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污染物

超标排放或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不落实的园区，实行项目限批，现有园区不得扩大开发规模。 新建项目废水产

生量等指标要达到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新建项目其他指标和改、扩建项目要达到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依托区位条件、资源特点和产业基础，重点发展以高附加值、低污染为主导的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
生态环境敏感区域：要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实行从严从紧的环保准入，重点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和

文化产业等，确保生态环境安全。 生态发展区原则上不再新建各类开发区。 鼓励通过整治现有污染，减少区

域、流域、行业污染排放总量，设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园区，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从严控制涉重金属

和高污染高能耗项目建设。 严格禁止钢铁、化工、制浆造纸、印染、鞣革、发酵酿造、电镀（含配套电镀）及生态

发展区内的矿山开采、有色金属冶炼等排放重金属及高污染高能耗项目。 禁止新建向河流排放含汞、砷、镉、
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物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项目。

４　 结论和讨论

江北新区分属长江流域、滁河流域和淮河流域三大流域，其基本的大江河、低山丘陵地貌特征赋予了区域

较高的生态功能重要性，需要作为保护地进行强制保护的生态空间比重较大；土地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呈

现由沿江向内陆地区递减趋势，但随着国家级新区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沿江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开发强度

大，湖泊水库及长江岸线等生态空间面临被挤占风险，同时沿江等滨水区域的人口压力、工业污染排放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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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压力也较为显著，对城市环境质量造成较大影响，由此可见新区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的矛盾较为突出。
江北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应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划建设理念，强化规划资源环境和生态保护底线

思维，形成空间刚性管控机制，坚守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让城市融入大自然，并优化资源、环境容量等资源配

置，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本研究通过构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 ＧＩＳ 空间分析工具对空间进行分区，明确了生态空

间保护范围，着力解决因无序开发、过度开发、分散开发导致的生态空间占用过多、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

题，同时又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确定了差异化的空间管制要求，是将开发与保护融为一体，从源头实现城市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本研究不仅为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发达的同类地区实现转型发展、探索可持续发展空

间开发路径提供案例借鉴，更为资源环境要素全面融入国家新一轮空间规划体系制定和实施全过程提供理论

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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