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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总体规划中的布局问题研究 
——以北京市丰台区为例

曾逸凡，曾维华 *，石建斌 *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	 城市环境总体规划是对城市中长期环境管理的综合安排，是环境保护基础性的规划，其核心问题在于规
模、结构和布局，即从城市环境、资源与生态约束角度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
规划提出限制（环境、资源与生态红线），从环境承载力与发展生态适宜性分区角度为城市发展规划提
出发展适度规模、结构与布局。在城市“多规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城市环境总体规划，作为政府综合
决策的重要支撑之一，可以为其他的规划编制提供约束条件以及土地供给能力测算值，使得各规划间能
够相互支撑、相互融合，因此有必要先行。本文以北京市丰台区环境总体规划为例，从布局角度出发，
基于区域土地资源供给能力对丰台区进行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并得到土地生态适宜性区划图，从而提
出丰台区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的限制条件，为城市环境总体规划先行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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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Layout and Practice in Urban Environmental Planning  
—Taking Fengtai District of Beijing as an Example

ZENG Yifan, ZENG Weihua*, SHI Jian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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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environmental planning is a comprehensive arrangement of long-term urb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foundational planning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Urban environmental planning focus on scale, structure and layout and its 
core issue is to provide limited requirments (environment,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red line) for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ning, urban planning and land utilization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environment,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constraints. And another core issue is to propose urban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the appropriate scale, structure and lay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suitability zoning. As an important 
support of government comprehensive decision, urban environmental planning should be in advance in the city “Multiple 
planning integration” practice, that can provide constraints for other planning and land supply capacity value, make the plan 
to support each other and mutual integr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d environmental planning of Fengtai district from the layout 
perspective, evaluated the land ecological suitability based on supply capacity of regional land resources, and finally made the 
land ecological suitability zoning map. The restrictive conditions of the urban planning and land utilization planning in Fengtai 
district might provid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urban environmental planning.
Keywords: urban environmental planning; spatial layout; Fengtai district 

引言

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

条件。环境规划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限制城市无序蔓延的重要抓手及保障，是改善民生的迫

切需要；同时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经济活动的规划必

须依据环境的约束，从而协调人类、环境和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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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划作为调控人们各种生产、生活活动，减少污染，

防止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促进经

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所依赖的基础，应承担起从整体

上、战略上和统筹规划上解决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问

题与重大环境问题 [1]。

我国现行规划类型众多，涉及空间资源利用的规划

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

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功能区划、环境保护规

划等多项规划，由于不同规划行政主管单位的不同和信

息协调的不充分，在同一空间存在较大差异甚至相互矛

盾 [2]。2014 年 12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了 2015 年经济工作五大主要任务，优化经济发展空间

格局是其中之一，会上明确指出“要加快规划体制改革，

健全空间规划体系，积极推进市县‘多规合一’”。任务

的提出可以认为在“十三五”期间，“多规融合”和健全

空间规划体系是核心内容之一 [3]。所谓多规融合，就是

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

用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之间在规划目标、区域范围、

规划期限、基础数据和标准的相互“融合”，而如何在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

环境规划之间进行相互协调的融合，已成为 “多规融合”

实施过程中的重要研究课题。

城市环境总体规划是对城市中长期环境管理的综合

安排，是环境保护基础性的规划。其核心问题是从城市

环境、资源与生态约束条件角度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提出限制要求（环境、资

源与生态红线），从城市环境承载力与发展生态适宜性分

区角度为城市其他相关发展规划编制在适度的规模、结

构与布局上提供科学依据 [4]。环保部于 2012 年颁发了

《关于开展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编制试点工作的通知》（环

办函〔2012〕1088 号），明确提出了编制城环总规在内

容、进度等方面的要求，力求通过统筹城市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优化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空间布局，确保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并使其融入城

市发展战略规划体系。但是，无论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目

标，还是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体系，都离不开规模、结构与

布局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是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的核心。

尤其是“布局”角度。土地有着不同的格局与生态

功能，且当前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建设用地扩张不可

避免。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战略性景观结构、

一个生态基础设施以高效地保障自然和生物，同时给城

市扩展、经济发展留出足够的空间是城市规划以及土地

规划面临的巨大问题 [5]。因此，城市环境总体规划需要

先行于其他规划，在基于区域环境承载力的约束下，通

过城市发展适宜性分区，从环境、资源与生态约束条件

角度，为相关城市规划确定约束型指标限制值提供土地

资源供给能力的测算值，从而指导相关规划的编制，为

城市发展的综合决策提供先行指标参考。

1  城市环境总体规划先行浅析

1.1  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的前置作用

城市环境总体规划是环境规划从经济约束型向环境

约束型转变的产物，旨在把环境保护的目标和任务等放

在城市长期发展大背景下去考虑，力争使环境保护真正

参与到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以有必要在“多规

融合”中先行。

城市环境总体规划能够实现将环境规划的相关要求

落实到空间地域，增强了环境规划的经济导向性和空间

调控性，属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范畴。城市环

境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均是为

城市科学发展、合理利用空间资源所制定的基础性规划，

但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思想是“从需求和方便出发，重

在发展”[6]，侧重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强调“发展才

是硬道理”，在合理利用土地的基础上保证规划期内城市

发展有足够的建设用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指导思想

是“以供给制约和引导需求，重在控制”[6]，强调土地

资源的合理配置，尤其是对耕地的保护，既要考虑各类

用地的合理分配，以促进各部门的发展，实现土地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而且要保障粮食安全，维护社会的稳定。

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约束条件正是城市

环境总体规划所侧重的，即城市环境总体规划具有前置

作用。

首先，从定位与侧重点来看，城市总体规划侧重于

将城市发展落实到空间布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侧重于

控制土地利用规模和速度，城市环境总体规划则侧重于

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阈值控制从而有效地控制城市的无序

蔓延；其次，从规划期限来看，城市环境总体规划充分

考虑城市发展的战略性，规划期限为 10～20 年，与城

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长期性相一致，规划

期限不会存在冲突；最后，从规划空间体系来看，城市

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空间体

系，都采用了层级关系，上级指标控制下级指标，而城

市环境总体规划在整个环境规划的空间体系上，是上一

层级环境规划的落脚点，同时也指导其他相关环境规

划 [7-9]。将城市环境总体规划前置，不仅能够为城市规划

以及土地总体规划提供约束条件，而且能够指导其他规

划做到规划的完整性、合理性，做到“环境优先，发展

中保护，保护中发展”。

1.2  土地规划布局上需遵循生态学理论依据

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城市环境总

体规划中均涉及土地规划布局上的问题。对于土地来说，

土地是一个生态系统，任何规划中的土地规划工作都需

要考虑土地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保证生态完整性，使

系统的功能良好 [10,11]。因此，土地方面的规划应按照土

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生产潜力、生态价值等方面

合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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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土地规划前，需评价土地的质量，分析其适宜

性和限制性以及改变限制因素的措施和可能性，遵循

地域分异规律，因地制宜地建立土地生态系统的最佳结

构 [12]。在编制方案的过程中，就必须运用生态学原理，

解决一系列问题，如农林用地保证问题、土地综合利用

问题等，在环境限制条件下，建立起土地生态系统模式，

做到土地规划布局的合理性。在土地规划工作中还需要

有效地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环境条件 [12]，因此在规划设

计中需要考虑森林覆盖度、水土流失、对水域及水源地

的保护等，使土地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

环境作为限制性条件，是土地规划中需要考虑的重

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在当前环保大形势下，土地规

划布局上更需要遵循生态学理论依据，即空间布局上应

当以城市环境总体规划中的土地生态适宜性分区为依据，

再在经济、社会以及系统工程理论下完善城市土地的合

理规划。因此，在城市“多规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十

分有必要先行城市环境总体规划，为其他的规划编制提

供约束条件以及土地供给能力测算值，使得各规划间能

够相互支撑、相互融合。

2  基于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的布局优化调整

2.1  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

土地适宜性分析是以土地利用方式为中心，以土地

生态条件为基础，以土地生态适宜性和土地生态潜力为

依据，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各部门发展要求，

对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配置进行合理的安排和布局 [13]。

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则是融合生态学、经济学、地学及

其他相关学科原理和方法的一种综合研究过程，主要是

根据土地系统固有的生态条件并结合社会经济因子，评

价某类用途的土地适宜开发的程度，划分其适宜程度等

级 [14]。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属于宏观尺度的研究领域，

主要应用在城市规划、景观规划和环境影响评价，其目

的在于协调城市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15]。城市

土地的用途的从宏观尺度分为两类：城市开发用地和生

态用地，因此在城市环境总体规划中应用土地生态适宜

性评价方法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

的影响，指出在城市区域内适宜于城市开发用地的面积

和范围，以及适宜生态用地的面积和范围，并针对适宜

程度的大小进行等级的划分。这与城市生态红线的定

义——“维护生态环境安全与健康，维持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保证产业和生态环境的共同安全，而必须加以

严格管理和维护的区域”[16] 相一致，充分体现了环境保

护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

2.2  不同用地的土地生态适宜性

2.2.1  农田用地适宜性分析

选择评价因子，包括水分状况、耕层土壤质地类型、

土壤养分状况、侵蚀强度和含盐量等，进行指标分级及

权重确定，加权求和后得到结果，根据其分布特征划分

等级。

2.2.2  工业用地适宜性分析

确定环境容量和资源供给量的空间分布；在确定其

空间分布基础上，同时兼顾下垫面情况，从环境容量、

资源供给量约束角度，进行地区工业用地适宜性分析；

将研究地区划分为不同的工业类型区；在地区工业类型

分区基础上，考虑该地区的主导行业类型，划分地块；

并将每个地块虚拟成一个排污实体，以便将污染物总量

控制指标分到地块。

在进行工业用地适宜性分析的时候需要考虑区域水

质水量状况、现有设施、生态保护、地质灾害、洪水灾害

等，将环境容量空间分异指数分布图、环境容量密度分布

图，以及地基承载力、坡度、成片林地面积分级图，利用

地理信息系统的叠图分析方法进行叠加，结合自然地理条

件与现状进行调整后，确定地区工业用地适宜性分级图。

例如，在开发时优先考虑环境容量、水资源量较大的区

域，避免林地、水域、泄洪区以及地质断裂带等区域。

2.2.3  居住用地适宜性分析

优美的人居环境成为居住用地适宜性分析的首要条

件。居住用地适宜性分析的评价指标应突出大多数人的

审美倾向和对舒适感的需求，因此要重点考虑环境条件

是否有利于健康、景观能否满足审美需求和基础设施是

否足够完善这几个方面。选择评价因子，包括人口密度、

经济密度、道路缓冲区、景观优势和大气环境质量等，

进行指标分级及权重确定，加权求和后得到结果，根据

其分布特征划分等级，划分出适宜和不适宜的区域。

2.3  布局优化调整

一个区域要实现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对于区域功

能布局优化调整是一多目标决策问题。区域功能多目标

的实现通常是以区域内特定区域单元主要实现相应的特

定目标为基础，即一定尺度下的区域单元通常只能够实

现一个或众多目标中的极少部分，众多的区域单元的有

机组合使区域功能整体的多目标得以实现。因此，区域

功能布局问题实质上是各个区域单元利用方式的分配与

配置问题，各个区域单元各种利用方式的多种组合就形

成了多个区域功能布局方案。故区域功能布局优化问题

可看作区域功能布局方案优选的多目标决策问题，通过

基于 GIS 的多目标决策分析对其进行空间决策，综合用

地类型的土地适宜性分析并选取相应的评价指标对与地

理、空间位置有关的数据和信息进行显示、操作和分析。

3  案例研究——北京市丰台区城市发展布局优化

3.1  研究区概况

丰台区位于北京城西南，地处东经 116°4′～116°28′，
北纬 39°46′～39°54′ 之间，与东城、西城、海淀、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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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房山、门头沟、大兴 8 个区接壤。全区共有 5
个乡镇，14 个街道办事处，2 个地区办事处（图 1）。东

西长 34 公里，南北宽 14 公里，面积 305.8 平方公里。

全区地形以平原为主，以永定河为界分为东西两大单元，

西北部有部分浅山、丘陵、台地、河谷，从西往东形成

从山地到平原节节下降的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其

中最高山峰为马鞍山，海拔 690.33 米。东南部是平原，

最低点在南苑乡石榴庄村附近，海拔仅为 35 米。

丰台区作为北京市城市功能拓展区，承载着核心区

人口与产业转移的任务。但是，从目前丰台区的环境形

势来看，其环境承载力已超过上限，城市建设用地紧缺

与用地规划问题亟待解决。由此可见，急需根据丰台区

资源禀赋与环境条件，开展丰台区的城市环境总体规划，

进行环境承载力以及土地生态适宜性分区研究，为丰台

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提

供科学依据。丰台区土地利用类型如图 2 所示。

图1  北京丰台区行政区划图

图2  丰台区土地利用类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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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方法

丰台区实践土地资源供给能力测算定位于丰台区可

供开发建设用地的阈值。土地承载力方法也非传统的基

于人类基本农畜牧产品供给的土地人口承载力方法，而

是选择土地生态适宜性分区方法测算丰台区土地资源供

给能力。需求的资料来源于丰台区资料的收集与调查，

包括土地利用历史与现状数据、区域土地利用规划情况、

土地利用规划原则等。

（1）评价单元划分

根据所分析区域土地利用规划，区域发展方向以及

定位等特征，在 GIS 支持下，采取逐点综合评价的方法，

即将研究区域进行网格划分，每个网格作为一个基本的

评价单元，逐个网格进行综合评价。各个因子（图层）

的权重与得分的叠加运算，相对降低了人的主观性。

（2）评价模型 [17]

应用地理信息系统进行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的基本

表达式用下式表示。式中，S 是土地生态适宜性等级，xi

是评价因子值，i =1，2，3，…，n。

  （1）

针对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基本表达式（1），目前常

用模型是权重叠加模型，用下式表示。式中，S 是土地

生态适宜性等级，xi 为评价因子值，wi 为评价因子权重，

i =1，2，3，…，n。

  （2）

根据对于各个网格的适宜度分值计算结果，将特定

类型的生态适宜性分级。

（3）评价因子及因子适宜性等级和权重划分

城市建设用地进行土地生态适宜性分区评价选取的

限制因子有基本农田区、水域及周围 200 米缓冲区、自

然保护区等；选取的普通评价因子有土壤保持功能重

要性、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现有土地利用方式、坡

度等。

其中，土壤保持功能重要性评价通过土壤保持服务

能力指数评价：

  （3）

式中，Spro 为土壤保持服务能力指数；NPPmean 为评价区

域多年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平均值；K 为土壤可蚀性

因子；Fslo 为根据最大最小值法归一化到 0～1 的评价区

域坡度栅格图（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由 DEM 计算

得出）。

水源涵养功能重要性评价通过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

务能力指数评价：

  （4）

式中，WR 为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能力指数；NPPmean

和 Fslo 的含义和算法同上文；Fsic 为土壤渗流能力因子，

根据美国农业部（USDA）土壤质地分类，将 13 种土壤

质地类型分别在 0～1 均等赋值得到。例如，clay (heavy)
为 1/13，silty clay 为 2/13，……，sand 为 1；Fpre 由多年

（大于 30 年）平均年降水量数据插值并归一化到 0～1。

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重要性评价，当物种资料不明

确或不充分时，可采用下述基于生境多样性的方法，用

生物多样性保护服务能力指数评价：

  （5）

式中，Sbio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服务能力指数；NPPmean、

Fpre 参数的计算方法同上；Ftem 为气温参数，由多年

（10～30 年）平均年降水量数据插值获得，得到的结果

归一化到 0～1 间；Falt 为海拔参数，由评价区海拔进行

归一化获得。

水土流失敏感性评价通过水土流失敏感性指数评价：

 SS R K LS Ci i i i i= × × ×4  （6）

式中，SSi 为 i 空间单元水土流失敏感性指数，评价因

子包括降雨侵蚀力（Ri）、土壤可蚀性（Ki）、坡长坡度

（LSi）、地表植被覆盖（Ci）。

防风固沙功能重要性评价通过防风固沙服务能力指

数评价：

 meanws qS NPP K F D= × × ×  （7）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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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ws 为防风固沙服务能力指数；NPPmean 为研究区

多年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平均值；K 为土壤可蚀性

因子；SAN、SIL、CLA 为土壤砂粒、粉粒、粘粒含量

（%）；C 为土壤有机碳含量（%）；Fq 为多年平均气候

侵蚀力；u 为 2 米高处的月平均风速，ETPi 为月潜在蒸

发量（毫米），Pi 为月降水量（毫米）；d 为当月天数；

Ti 为月平均气温；ri 为月平均相对湿度（%）；D 为地表

粗糙度因子；θ 为坡度（弧度）。K、Fq、D 参量均标准

化到 0～1 后再代入 Sws 计算防风固沙服务能力指数。

离主要道路的距离、离水域的距离、现有土地利用

方式以及坡度根据收集到的资料进行计算和划分。基本

农田区、水域及周围 200 米缓冲区、自然保护区、水源

保护区和洪水调蓄功能区等评价限制因子被认为是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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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不适宜建设开发。其他评价因子根据相关准则，

建立分级标准，通过分级标准进行评判，同时采用专家

打分法确定评价因子权重。各评价因子的分级和权重见

表 1。

丰台区土地生态适宜性分区选取的评价因子包括基

本农田区、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水域距离、坡度、

水土流失敏感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现有土地利用方

式和洪水调蓄功能区等。根据各个网格的适宜度分值计

算得到丰台区土地生态适宜性分区，将生态适宜性分为

适宜、较适宜、较不适宜和不适宜 4 个级别，以此来评

价区域土地的生态适宜程度。

3.3  评价结果分析

丰台区基本农田范围不大，主要集中在河西区域；

表1  各评价因子的适宜性等级和权重划分

评价因子 适宜性 适宜性等级 分类条件 单因子得分 权重

土壤保持服务能力指数

适宜 很适宜

适宜

较适宜

较不适宜

很不适宜

＞0.8
0.6～0.8
0.4～0.6
0.2～0.4
＜ 0.2

9
7
5
3
1

0.1
不适宜

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

能力指数

适宜 很适宜

适宜

较适宜

较不适宜

很不适宜

＞0.8
0.6～0.8
0.4～0.6
0.2～0.4
＜ 0.2

9
7
5
3
1

0.1
不适宜

生物多样性保护服务 
能力指数

适宜 很适宜

适宜

较适宜

较不适宜

很不适宜

＞0.8
0.6～0.8
0.4～0.6
0.2～0.4
＜ 0.2

9
7
5
3
1

0.1
不适宜

水土流失敏感性指数

适宜 很适宜

适宜

较适宜

较不适宜

很不适宜

＜ 0.2
0.2～0.4
0.4～0.6
0.6～0.8
＞0.8

9
7
5
3
1

0.1
不适宜

防风固沙服务能力指数

适宜 很适宜

适宜

较适宜

较不适宜

很不适宜

＞0.8
0.6～0.8
0.4～0.6
0.2～0.4
＜ 0.2

9
7
5
3
1

0.1
不适宜

离道路距离

适宜 很适宜

适宜

较适宜

较不适宜

很不适宜

＜ 250 米

250～500 米

500～750 米

750～1000 米

＞1000 米

9
7
5
 3
1

0.1
不适宜

离水域距离

适宜 很适宜

适宜

较适宜

较不适宜

很不适宜

＞1500 米

1000～1500 米

500～1000 米

200～5000 米

＜ 200 米

9
7
5
3
1

0.1
不适宜

土地利用

适宜 很适宜

适宜

较适宜

较不适宜

很不适宜

建设用地

耕地

草地

林地

水域

9
7
5
3
1

0.2
不适宜

坡度

适宜 很适宜

适宜

不适宜

很不适宜

＜ 8
8～10
10～25
＞25

9
6
3
1

0.1
不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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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地下水水源分布分散，在进行建设用地开发时需

警惕丰台区地下水水源的污染及地下水超采造成的地面

沉降等问题；流经丰台区的主要河流为永定河，总体水

域面积较小，洪水调蓄功能区也主要分布在永定河南岸，

受北京较为干旱的气候条件影响河流整体流量较小。丰

台区土地利用类型以建设用地为主，建设用地中主要是

商业服务用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与丰台区土地利用类

型中林地占地范围较为重合，区域内地形类型以平原为

主，整体坡度不大，坡度较大区域和水土流失敏感区主

要分布在西北部。利用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方法并借助

地理信息系统叠图分析，获得丰台区土地生态适宜性分

区图（图 3）。

丰台区土地生态适宜性分区面积如表 2 所示。根据

目前丰台区土地生态适宜性分区结果可知丰台区土地中

适宜建设土地面积最大，为 16 932 公顷，对比目前丰台

区建设用地总规模 20 972.90 公顷，土地资源略有不足。

按照《丰台区 2006—2020 年土地利用规划》，到 2020 年

丰台区建设用地总规模将达到 21 525.31 公顷，比 2009
年增加 542.11 公顷，建设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上升

到 70.39%。上级下达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 22 800 公顷，

建设用地预留机动指标 1284.99 公顷，主要用于尚未确

定位置的城乡、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项目，其中城乡建

设用地预留 222.90 公顷，特殊、交通和水利设施用地预

留 1064.09 公顷。按照目前丰台区土地生态适宜性分区

评价，丰台区适宜发展的土地面积约 19 614 公顷，占区

域总面积的 64.2%，且主要集中在区域中部地区。将土

地生态适宜性评价引入丰台区环境总体规划的研究中，

可为之后的丰台区规划中对土地利用方式和空间布局的

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表2  丰台区土地生态适宜性分区面积

土地生态适宜性分区 面积 /hm2

适宜土地面积 16 932

较适宜土地面积 2 682

较不适宜土地面积 3 452

不适宜土地面积 7 484

4  结论

（1）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的布局需要基于生态学理论

与城市环境承载力，从生态适宜性分区角度来进行合理

布局与开发，为城市其他相关发展规划提出的适度发展

规模、结构与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只有将城市环境总体

规划先行，才能凸显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真正使得

环境保护工作前移。

（2）以北京市丰台区为例，基于土地生态适宜性评

价结果得到丰台区土地生态适宜性区划图，为丰台区环

境总体规划中土地利用方式和空间布局提供了科学依

据。结果表明，丰台区适宜发展的土地面积所占比例最

大，为 64.2%（19 614 公顷），且主要集中在区域中部

地区。

图3  丰台区土地生态适宜性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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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质量红线的保障措施

制定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质量红线区的保护目标与

管理要求、生态补偿办法、环境准入准则、监督考核办

法、违法处理办法以及相应的责任机构，建立红线范围内

关闭搬迁改造清单和工作计划。成立由市长负责、相关部

门为成员的生态保护红线综合联席管理机构，将生态保护

红线和环境质量红线纳入城市主要规划以及各部门的监督

管理范围之内。制定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对区县人民政府

保护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质量红线的成效开展绩效考核。

重点考核生态保护红线区和环境质量管控红线区的面积变

化、生态保护红线区内生态系统结构变化、水、大气、土

壤红线区内的环境质量变化，以及管理政策落实情况等。

4.4  环境承载调控的保障措施

建立环境承载能力的监测、评估、调度、预警等全

过程制度。开展生态环境承载力预测预警评估，以流域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及其变化、损害健康的重点污染

源和污染物排放情况为基础构建监测预警机制，对环境

容量超载区域及时“亮红灯”和“亮黄灯”，及时调整产

业准入政策和审批政策等。以环境容量及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引导城市建设和重大产业布

局向环境容量较大的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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