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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rifying the type division and control path of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d line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coordinat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This paper also focuses on the red lin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from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type division 
and control requirements, hope that through the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this paper, people can better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d line, and to provide mor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better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 lay a good foundation and guarante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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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态保护红线的类型划分与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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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红线的类型划分与管控路径是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重要基础，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前提。论文把目光集中于生态环境保护红线，根据《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从生态保护红线类型划分和管控要求两
个角度展开论述，希望论文的探讨和分析可以让人们更好地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红线的重要性，并为相关部门提供更多的
参考与借鉴，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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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以及人们素质的不断提升，让现

阶段人们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给予的关注和重视变得越来越

高。人们不仅强调满足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需求，更加关注未

来子孙后代的发展需要倡导践行可持续发展原则，秉承既要

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为此中国也开展了一系

列的生态环境保护活动以更好地协调经济与生态两者之间

的矛盾，而生态保护红线理念的提出为环境保护问题的治理

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2 生态保护红线的概念定义

红线这一词最早应用于建筑部门，随后红线这一词汇

逐渐应用于国土、水利、林业、海洋等相关领域，在生态环

境保护领域红线可以理解为不可逾越的界限，不可突破的底

线。生态保护红线区是指某些地区其生态系统相对而言较为

脆弱，如果不做好保护就很容易会造成各类生态问题，影响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环保部相关技术文件的调查和

分析得出生态保护红线的定义是依法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

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的严格管控边界，是国家

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这在《环境保护法》中也有所体现，

遵循生态保护红线理念可以更好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需

要引起关注和重视。自 2012 年中国就展开了全国生态红线

的总体部署工作，先后在内蒙古、江西等地区进行试点，在

2018 年安徽发布的《安徽生态保护红线》中也从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优

先区三个角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如图 1 所示。



114

生态与环境科学·第 05卷·第 03 期·2024 年 03 月

3 生态保护红线的类型划分

生态保护红线可以为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提供更多助

力，生态保护红线不仅仅是一种生态保护的理念和规划同时

也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在 201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就已经明确了生态环境保护

红线的划定范围，可以将生态保护红线划分为三个类型，分

别为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红线生态、敏感区脆弱区保护红线

和禁止开发区保护红线，各省也根据相关政策文件和地方实

际情况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如图 2 所示为安徽省生态保护红

线划分情况。

图 2 安徽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情况

3.1 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红线
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红线可以分为陆地和海洋两大

类别。

第一，从陆地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角度来分析，陆地重

点生态功能区属于限制开发区，如果不加强对陆地重点生态

功能区的保护则很容易会威胁区域生态安全，甚至会威胁全

国生态安全，且陆地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系统已经开始退

化，需要大力保护，并且加强对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限制

与管理，以更好地恢复其生态功能。能陆地重点生态功能区

可以划分为4个子类别，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有所体现，

分别为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 [1]。

第二，从海洋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角度来分析，海洋重

点生态功能区是指对于保障海洋生物多样性和保护海洋生

态资源起到至关重要影响的区域，具体包含重要渔业水域、

海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滨海湿地、珍稀濒危物种集

中分布区、特殊保护海岛、海洋特别保护区等相应区域。

3.2 生态敏感区脆弱区保护红线
生态敏感区脆弱区，顾名思义很容易会受到外界的影

响和干扰且其自身存在着一定的自然灾害隐患，如果不加强

对外界的规范和约束，限制开发活动，则很容易会带来负面

影响，威胁生态平衡。在《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分》中，对生

态敏感区进行了细化分解，将其划分为土地沙化、水土流失、

石漠化、盐渍化敏感区 4 大类别。而生态脆弱区是指该地区

的生态系统稳定性相对较差，其不仅很容易会受到外界的干

扰和影响，甚至在保障自身稳定性都是较为困难的，很容易

会出现退化等各类问题且难以实现自我修复。在《全国生态

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中，列举 8 个生态脆弱区 [2]。

以上都是陆地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而海洋生态敏感区

和脆弱区主要包含红树林、珊瑚礁及海草床、海岸带自然岸

线、重要砂质岸线和沙源保护海域等等。生态敏感区和生态

脆弱区之所以归为一类，不仅是因为两者在空间上重叠度相

对较大，同时两者面对的生态问题基本也趋近于一致，土地

沙化、水土流失、石漠化为主要问题，可以通过生态敏感性

来分析和划定生态敏感区保护红线和生态脆弱区保护红线。

3.3 禁止开发区保护红线
禁止开发区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保护自

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目的设定的保护区域，在禁止开发区域

内工业化建设、城镇化建设都需要被禁止，同时需要通过加

强特殊保护的方式来更好地发挥其特殊的功能。禁止开发区

的类型是相对较多的，且从不同层级来看禁止开发区还会有

一定差异。从国家层面来看禁止开发区主要包含世界文化自

然遗产、国家地质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

图 1 安徽省生态保护红线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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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而从省级的角度来看，则是在以上

几种类别的基础之上添加湿地公园和饮用水水源等相应的 

类型 [3]。

4 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

4.1 明确管控要求
想要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首要基础则是明确基本

管控要求，进而保障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的科学性、有效性和

针对性。一般情况下，在基本管控要求分析的过程中可以紧

抓以下几个原则：

首先，性质不转换，即在生态保护红线和保护区域管

控工作落实的过程中需要以自然生态用地为主，在确保生态

平衡、生态稳定的基础之上可以适当地存在少量的村庄、道

路等相应的人工痕迹和建设用地，但是其他生态用地不可以

转变为建设用地或农用地，确保区域内保护的主体对象始终

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状态。

其次，需要保证功能不降低，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的主

要目的是更好地应对水土流失等各类问题，通过封禁等多种

方法来更好地保障生态保护区域的生态系统稳定，确保其功

能不会受到影响。在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管控的过程中需要

结合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的特点，通过适当落实生态修复的

方式来更好地恢复其生态功能。

再次，需要秉承面积不减少的原则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管控工作，即在管控工作开展的过程中生态保护区的边界不

会出现较大的增幅变动，也不能随意地做出更改，其目的是

避免以各种理由落实开发建设活动进而破坏保护区的生态

系统稳定，为生态功能恢复提供必要保障 [4]。

最后，需要秉承责任不改变的原则。就现阶段来看，

中国在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的过程中采用要素管理的管理模

式，即国土部门、水利部门、海洋部门、农业部门和林业部

门都需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内容、工作职责落实要素管理，其

他部门在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如果需要落实资源开发城镇建

设也需要关注是否会破坏生态环境保护区，通过各部门协调

配合的方式提高管控效果，提升管控质量。

4.2 分级落实管控
落实分级管控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展开分析。一方面在

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的过程中应当从国家和地方两个角度来

展开论述和分析。从国家层面需要立足整体和全局，明确对

国家生态安全影响相对较大的区域，提高管控力度，明确管

控措施。而从地方的角度来分析，则需要结合地方的实际特

点明确对于地方生态环境影响相对较大的区域，例如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生态公益林等等，地方级生态保护红线是国家

级生态保护红线的完善和补充，这可以更好地保障生态保护

红线管控的差异性和全面性 [5]。

另外一方面需要对生态红线区进行管理分析，结合生

态红线区的实际情况分析管控原则，例如可以将生态保护红

线区划分为一级管控区和二级管控区，一级管控区的生态系

统极不稳定，需要加强保护，严禁一切开发建设活动。而二

级保护区则可以在不影响生态系统平衡的基础之上适度地

开发生态资源，进而更好地协调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

矛盾。

4.3 分类落实管控
分类管控的目的是更好地整合资源，进而提高生态保

护红线的管控效果，在分类管控的过程中需要抓住以下几个

要点：

一方面，无论是哪一种类别，在生态红线保护管控的

过程中都需要以保障该地区生态功能为基本原则和核心原

则，以确保生态安全、恢复生态系统为主要目标，在此基础

之上对管控策略、方向、重点、计划作出适当调整，结合不

同类别生态保护区的特点、特性、保护需求确定管控规划 [6]。

另一方面，在分类管控的过程中必须结合现有的管理

体制和已经出台的法律法规、管理办法来明确管理要点和管

理准则，保障管理工作落实的合理合法和合规性，在此基础

之上对不同社会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工作内容进行分析，

划分责任，实施分类管理，进而更好地整合协调管理资源，

达到更好地管理效果。配合生态保护红线考核与责任追究机

制，保障各部门工作能够顺利推进有序开展，且保证各项工

作的工作效果。在此基础之上还需要通过宣传工作的有效落

实，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提高生态保

护红线的管控能力和管控质量。

5 结语

就现阶段来看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俨然已经成为社会关

注的焦点问题，中国也陆续出台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国务院关于加强

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等相应的法律条例和管理政策，

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则可以更好地协调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应当从明确基本要求、分级分类管理等

多个角度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对管控措施作出有效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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