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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五大区域重点产业发展战略环境评价研究》在重点分析我国生态格局、区域发展战略演变、产业发
展态势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系统阐释了开展五大区域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的依据和重要性。
针对五大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目标、定位，围绕产业的规模、结构和布局三大核心问题，全面分析了
五大区域的产业功能定位、生态与环境现状及其演变趋势、重点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效率、区域资源
环境承载力基本格局与态势，提出了重点产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探讨了环境保护促进经济
又好又快发展的机制、手段和行动方向，是《五大区域重点产业发展战略环境评价报告》的重要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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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区域重点产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机制 第一节政策设计目标导向 一、促进我国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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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三、建立多部门多行业参与的区域环境综合管理委员会 四、强化环境管理法规体系建设，健全
生态补偿机制 五、以节能减排、绿色GDP完善政绩考核体系 六、制定区域性产业准入与退出政策体
系 七、探索以生态友好型替代生态破坏型的产业置换机制 第三节行动方案 一、制定“三临”化工类
产业布局的环境规制体系 二、生态经济示范工程 三、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升级的环保支撑工程 四、
热带与亚热带沿海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生态修复工程 五、黄河中上游能源化工区能源重化工基地的环境
建设工程 六、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工程体系 七、沿海岸线与近岸海域生态环境保护与控制工程 八、基
于陆海统筹的环渤海减排与综合治理行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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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天津滨海新区。
 位于天津东部沿海，紧紧依托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拥有我国最大的人工港、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
和最完善的城市配套设施。
滨海新区规划面积2270 km2，海岸线153 km，截至2008年年底，滨海新区常住人口达到202.88万人。
2009年11月9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天津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撤销天津市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设
立天津市滨海新区，以原三个区的行政区域为滨海新区的行政区域。
 2006年5月国务院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探索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其目的是
在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推动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作为中心环节，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提高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
 （3）重庆两江新区。
 包含重庆市渝北区、江北区、北部新区、北碚区（含蔡家组团）的部分区域，可开发面积约为650
km2。
2010年5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两江新区。
2010年6月18日，两江新区正式挂牌成立。
 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先行区，两江新区将着眼于建设内陆开放经济和现代产业体系，建
设成为内陆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建设成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建设
成为内陆开放的重要门户、科学发展的示范窗口。
其将享受国家给予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的政策，包括对土地、金融、财税、投资等领域赋予
先行先试权。
允许和支持试验一些重大的、更具突破性的改革措施。
 两江新区将是政策最优的新区，其政策不仅是西部大开发政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政策、国务院3
号文件政策的叠加，同时国务院明确指出：重庆两江新区政策将比照浦东新区、滨海新区。
 2.经济特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深圳特区位于我国南方珠江三角洲东岸，是我国第一个经济特
区，经国务院批准于1980年8月26日正式设立。
全市土地总面积为1953 km2。
2010年5月31日，国务院批准了深圳扩大特区版图的申请。
深圳特区范围延伸至全市。
 2009年5月初《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通过。
这个方案提出了深圳“争当科学发展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自主创新领先区、现代产业集聚区、
粤港澳合作先导区、法制建设模范区，强化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地位、加快建设国际
化城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目标定位，在中国做具有特色的“新特区”。
深圳经济特区扩容后，为深圳发展和港深合作开辟了广阔前景。
也为5年后深圳特区经济赶超新加坡和成为国际大都市、区域金融和经济中心打下坚实的基础。
 3.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7年6月7日，国家发改委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重庆
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
探索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希望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最终使农村居民、迸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在各个方面，享有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的权利、均等化的公
共服务和同质化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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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五大区域重点产业发展战略环境评价研究》是“五大区域重点产业发展战略评价”项目的研究成果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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