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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锦涛总书记2OO3年4月考察广东省工作时，对广东省提出了“率先发展、加快发展、协调发展
”的要求。
广东省第九次党代会和省委九届二次全会确定了未来的奋斗目标：用5年时间把珠江三角洲建成可持
续发展的示范区，到2O1O年珠江三角洲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三大”发展要求和广东省确定的奋斗目标对广东省的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2003年3月3 O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解振华同志来粤调研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张德江同志提出国家环保总局与广东省合作开展珠江三角洲、广东省以及粤港澳地区的环境保护规划
工作，广东省要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争创环境新优势。
　　　　为此，2OO3年5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成立了以张德江书记为总顾问和一
批院士以及资深专家组成的专家顾问组，以解振华局长和黄华华省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以及由中国
环境规划院等9家科研单位参加的规划编制技术组。
在领导小组和顾问组的指导下，编制技术组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调查和研究，于2OO3年12月基本完成了
《珠江三角洲现代化建设环境情景预测及其对策》《珠江三角洲生态保护与生态产业建设规划》《珠
江三角洲水污染防治规划》《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防治规划》《珠江三角洲环境管理创新与能力建设
》5个专题研究报告以及《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研究总报告》。
　　　　本研究报告是上述5个专题报告的系统集成，包括背景、总体框架、优化区域空间形态、引
导经济持续发展、强化环境安全调控和机制政策6篇共15章。
有关具体内容可以参阅相关专题研究报告。
关于近岸海域环境保护、辐射环境保护、粤港澳大珠三角、泛三角等有关内容将在后续的广东省、粤
港澳等环境保护规划中作重点阐述。
　　尽管广东省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不容忽
视的严重问题。
20多年来珠江三角洲经济快速发展，外来人口大量聚集，土地管理失控，城镇布局分散，工业混乱无
序，经济发展方式粗放，规划、环保、建设之间的逻辑关系倒置，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脱节，城市化
滞后于工业化，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明显不足，环境监管模式和能力不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复合型
、压缩型、累积型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环境容量资源透支，珠江三角洲尚未实现环境小康而经济已经
基本达到第一次现代化的要求，珠江三角洲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中资源环境已经成为短板，总体上呈
现现代性危机下的亚发展状态，并制约了未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总体竞争力的提升和区域的可持续发
展。
　　　　根据经济发展情景预测，未来珠江三角洲污染物产生量将比现状有大幅度提高，环境保护压
力巨大、任务艰巨，环境安全形势严峻，需要在补欠账、实现全面环境小康要求的同时，预防未来经
济发展产生新的环境问题，并进一步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环境目标要求。
因此，到2O20年，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必须实施“11315”工程，即贯彻1项指导思想、实现1个总目标
、推进3线战略、实施1套系统集成政策、完成5大重点工程，概括为“有序、持续、安全、创新”八字
方针。
　　　　1项指导思想：以人为本，环境优先。
珠江三角洲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日益凸显，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新的发展观和政绩观，
坚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将环境质量作为区域内各项工作的基本衡量标准，以提高人民群
众生活质量和改善环境质量为宗旨，较大幅度地提高珠江三角洲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和要求，改变单纯
以GDP增长代替发展的考核机制。
统筹协调，主动保护，引导发展，不再采取过去那种突破环境“红线”、热衷短期经济效益的发展方
式，以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来支撑、规范、引导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加大环保投资力度，强化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宏观调控作用，对环境管理体系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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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要从“小政府、大社会”的局面逐步向“强政府、大社会”的局面过渡，弥补市场失灵，争
创环境新优势。
　　　　1个总目标：努力实现环境可持续的现代化，将珠江三角洲建成全面、协调的国家可持续发
展示范区。
其中，到2O1O年为重点攻坚阶段，投资4400亿元（占GDP的3.5%），基本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把珠江
三角洲初步建成以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群为标志的国家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到2O2O年为巩固完善阶段
，投资100O0亿元（占GDP的3%），区域生态环境安全格局基本形成，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水平，
循环经济逐步完善，所有城市建成国家生态市，将珠江三角洲建设成为格局良好且有序保护的世界级
大都市连绵带、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绿色制造业基地、支撑能力优化持续的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系统。
　　　　3线战略：环境保护要完成优化区域空间形态、发展循环经济和防治环境污染3个方面的战略
任务：（1）实施红线调控战略，优化空间形态：对珠江三角洲12.13%的土地实施严格保护、禁止开发
，对25.89%的土地实行控制性保护利用，抚育、恢复和保护重要敏感生态功能区，建立“六区六核十
六通道十八节点”的区域生态结构，保护水、气敏感区域，限制环境容量透支区域的社会经济活动规
模，改变目前珠江三角洲整体密集开发的局面，构筑与生态环境要求基本一致的大都市连绵带空间格
局形态。
　　　　（2）实施绿线提升战略，发展循环经济：以产业的生态转型作为社会经济文明转型的核心
，调整并优化结构，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使未来20年间技术的生态效率提
高4倍以上。
到2O1O年和2020年将单位GDP物耗能耗分别降低到现状的1/2和1/4，将单位GDP污染物排放指标分别
降低到现状的1/3和1/6，引导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消费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将环境从经济
发展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绿色制造业基地。
　　　　（3）实施蓝线建设战略，保障环境安全：以消灭水黑臭、恢复水生态为重点，治东岸、防
西岸、抓南部、保北部，把河网区的污染防治作为重中之重。
按照城乡一体化原则，调整取排水格局，综合防治水污染；落实各项脱硫规划和要求，使酸雨频率降
低2O个百分点，降低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积极防治氮氧化物污染和二次污染。
在补环保欠账的同时预防新的环境问题，彻底改变区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局面，重现碧水、蓝
天和净土的良好环境，建成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群和生态城市群，增加发展后劲。
　　　　1套系统集成政策：重点解决综合决策、区域协调、管理体制、经济手段、公众参与、能力
建设问题。
以环境保护立法为基础，对环境管理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和优化，建立珠江三角洲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小组），实行综合决策和区域协调，提升环保部门的地位和管理能力，直管环境监察部门，逐步实
现市、县、区环保部门的垂直管理，建立政府主导、市场推进、公众参与的环境管理体系。
　　　　5大重点工程：投资1226亿元，建设城乡一体的污水处理工程、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工程、电厂
脱硫工程、固体废物处置利用工程、环境监管监测预警应急工程，夯实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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