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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设雄安新区是国家重大战略 [1]，雄安新区特殊

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决定了新区城市空间演变的独

特性，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雄安新区生态安全问题

不容忽视。城市生态安全研究正在从偏重自然生态系统

向与社会经济耦合方向发展，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

对环境造成的压力，会对城市生态安全造成威胁 [2-4]。 
如何保障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生态系统稳定健康，

能够为人类持续不断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这是需要重

点关注的科学问题之一 [5-7]。

目前，国际上对生态安全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自然

生态安全，包括保护地体系的建立、生物多样性保

护，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管理和政策研究等 [8-11]。国内

对城市生态安全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城市生态安全状态

评价、生态系统服务与生态安全的关系等 [12-15]，尚未

将城市生态安全与人类社会福祉、区域可持续发展相

互关联。在生态安全保障的探索研究过程中，不同学

者对生态安全保障技术方法有所侧重，大致可以分为

三类，第一类是基于景观格局与过程的相互作用，通

过研究生态系统中重要生态部分及其空间分布，构建

生态安全格局 [16-18]，通过调整和优化空间中生态要素

的合理分配，实现改善生态系统的目标；第二类是通

过构建面向区域自然社会经济协调 [19,20] 与生态系统服

务供需平衡 [21] 的国土空间管控与生态安全监测、预

警及管理机制来管控城市生态、生产、生活三生空间

及环境要素 [22,23]；第三类是通过政策性手段，构建多

尺度、多层级、跨区域的生态安全保障机制，进行保

障城市的生态安全 [24-26]。

以雄安新区生态安全保障为目标，本文明确新区

生态安全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人居环境福祉的关系，

综合考虑新区规划和发展阶段，基于多情景分析构建

新区生态安全国土空间管控制度设计方案；依据新区

生态安全所依赖的多尺度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建立新

区生态安全监测评估的指标体系和方法，构建新区生

态安全监测管理框架，并提出多尺度生态安全保障政

策建议。

1  雄安新区生态安全保障的内涵、目标与问题

1.1  生态安全保障内涵

针对城市生态安全的定义，广义的城市生态安全

是指城市在生产、生活和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

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 [27]。狭义的城市生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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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包含维护生态系统自身结构和功能协调稳定，同时

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并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提供良好的支撑 [28,29]。从雄安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

实需求与生态系统保护维持的目标出发，新区生态安

全与区域居民福祉息息相关，在新区快速城市化过程

中，既要实现广义上雄安新区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稳

定，同时从狭义上约束人类活动，实现自然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

1.2  生态安全保障目标

《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 年）》要

求，到 2035 年新区将基本建成绿色低碳和宜居宜业，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 [1]。联合国《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指出，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具体包括

保护、养护、恢复和促进城市和人类居住区内的生

态系统、水、自然生境和生物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减

少它们对环境的影响，并转向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

式 [30]。新区是我国重要的人居环境保障区，新区生态

环境需要满足人居环境日益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

其内部白洋淀作为大清河水系重要的水量调控枢纽，

能够有效地为新区提供洪水调蓄服务；且其独特的湿

地与水域为丹顶鹤、白鹤等珍稀鸟类以及刺猬、草兔

等野生动物提供适宜的生境，是候鸟迁徙内陆通道中

的重要食物与能量补给栖息地。总体而言，新区生态

安全保障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新区内及周边生态系统服

务提升。

雄安新区的发展与京津冀紧密相关 [31,32]，新区生

态安全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其生态

安全强调生态系统的基础支撑作用，并实现社会经济

发展与环境的协同关系。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协同发

展，维护新区生态安全需要不同层次的生态系统服务

来支撑，一是城市生存所依赖的基础资源与基本环境

维持相关的服务，如水资源供给、食物生产、水质净

化等；二是生态系统稳定和可持续性维持相关的生态

系统稳定和调节类服务，如土壤保持、水源涵养、防

风固沙、固碳释氧、生物多样性等；三是人居环境与

文化类服务，如生态休闲、微气候调节、降尘减噪、

文化审美等。

1.3  生态安全保障问题

雄安新区生态安全与新区内部自然生态系统健康

与平衡息息相关。新区内部林地生态系统面积比例较

低，森林资源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白洋淀周边及

东北部雄县境内，以道路林、农田防护林为主，平

原区缺少成片的天然林，林地与白洋淀湿地之间缺少

生态廊道连接。白洋淀湿地面积不断缩减，且长期依

靠外部调水补给，由于上游水库蓄水以及径流减少的

原因，大部分入淀河流均处于长期断流状态，因而白

洋淀持续处于低水位，缺乏可靠水源保障。水资源不

足和受人类大规模经济活动的影响，造成白洋淀淀区

水质恶化 [33]、淤积严重、自净能力明显减弱，生态

系统平衡遭到极大破坏，已远远超出白洋淀区域环境

的承载能力，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白洋淀生态功能的 
发挥。

近几年雄安新区不断实行植被、湿地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白洋淀上游府河、唐河、孝义河、潴龙河、

萍河、瀑河、漕河白沟引河等 8 条入淀河流水质水量

有所改善，但部分河流仍然水质难以达标，水资源需

求难以满足 [34]。目前新区正在建设千年秀林工程，新

区森林覆盖度与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大大提升 [1]。总体

来看，新区城区生态安全格局逐步完善，但随着城镇

化的快速发展，新区仍存在着景观破碎化严重、白洋

淀湿地退化、水质变差、城市内涝、生态系统服务退

化等一系列的生态风险问题，需要从区域—流域—城

市多尺度进行系统治理修复 [35]，同时对于雄安新区生

态修复治理思路目前尚未形成一套科学的国土空间管

控手段，新区生态安全的监测与跨尺度协同保障体系

不够成熟。

2  新区国土空间生态安全管控手段

雄安新区新型城市开发建设国土管控是对国土空

间各类开发保护活动的科学谋划与管理安排，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对国土空间实施合理有效的管

控，是从生态安全角度分析研究新区发展的稳定性的

有效手段。借鉴国内外典型新城国土空间规划及管控

的先进经验 [36-41]，结合雄安新区实际情况，在雄安新

区未来城市化进程中，合理规划多尺度“源—汇”生

态安全格局保障，实行生态保护红线、白洋淀国家公

园、新区与周边生态保护联动机制等国土管控制度。

2.1  生态红线与生态空间管控

考虑新区生态建设分布推进，以白洋淀生态核心

区为基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内严格禁

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

前提下，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

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如白洋淀内零星的原住

民在不扩大现有建设用地和耕地规模的前提下，修缮

生产生活设施，保留生活必需的少量种植、放牧、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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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养殖等，从而保障白洋淀主导的生物多样性维护

与水源涵养功能。生态保护红线以外的，对于生态空

间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态廊道、关键节点等空间按

照限制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遵循生态优先、严

格管控、奖惩并重的原则，根据主导生态功能定位，

实施差别化管理。如生态空间严格禁止新建、扩建、

改建除三产融合以外的工业项目，在符合准入条件的

前提下，控制各类建设项目的规模和利用强度；对原

有村庄、城镇用地，允许在生态功能不降低的条件

下，对村镇用地进行布局优化、盘活利用；原有农业

生产活动，允许进行农业复合利用，控制农业建设强

度，减少农药、化肥投入，实行轮作休耕和种植结构

调整，发展生态、绿色农业。

2.2  建设白洋淀国家公园

白洋淀素有“华北明珠”之称，亦有“北国江

南、北地西湖”之誉，又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湿地，对

调节华北地区的气候起着重要的作用，被称为“华

北之肾”[42]。依据白洋淀的重要生态功能，在抵御洪

水、调节气候﹑控制污染﹑保护物种多样性和维持生

态平衡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是生态安全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建立白洋淀国家公园，对京津冀地区生

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新区建设也主要是依托

白洋淀湿地的优良生态环境，建设白洋淀国家公园，

倒逼新区现有产业升级转型，有利于新区加快实现绿

色产业发展之路。

2.3  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基于我国目前区域、流域等建立生态保护补偿体

系 [43,44]，雄安新区基于白洋淀淀区生态补水的流域长

效机制，加大对淀区及周边区域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健全白洋淀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市场付费体系，并推

进生态移民补偿以及构建新区与周边的生态保护区域

联动机制，从政策机制层面保障新区生态安全。具体

而言，雄安新区与北京市积极开展生态环境改善和流

域整体治理，合力构建区域生态网络，强化保定市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引水渠沿线的生态防护和用水管理，

调整沿线产业结构，防止随意引水以及污染水源。与

天津市在流域保护上加强上游地区污染治理和产业结

构调整，尽量减少或避免对下游天津地区的污染。与

山西省积极加强太行山山脉生态屏障建设以及汇入王

快水库和西大洋水库的唐河、沙河的治理，协调好河

道沿线管理和产业发展等，避免上游对雄安新区当地

水源造成污染。

3  新区生态安全监测预警和管理技术

基于雄安新区多尺度重点生态支撑区建立长期定

位生态监测站，全国构建生态脆弱区生态安全预警网

络体系。研究制定适宜面向雄安新区生态安全的关键

区域生态安全评估体系，科学监测和合理评估脆弱生

态系统结构、功能和生态过程动态演变过程，实现区

域与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网络诊断与安全预警服务，能

够为雄安新区生态安全监测管理提供有效技术支撑。

3.1  生态安全监测评估

基于新区生态系统实地调查、统计和监测数据，

从影响新区生态安全的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等多

个方面，选取包括城镇驱动力指标、城镇压力指标、

资源和环境状态指标、人类响应指标和生态影响指

标，通过生态服务的供需平衡作为桥梁，采用 DPSIR
框架 [24] 建立新区及区域尺度的生态安全评价与监测

指标体系。其中，“压力”表示人类活动给生态安全

带来的负荷，包含人口承载、人口增长、城镇扩张、

经济结构、社会发展、水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护、

经济强度、能源消费等生态安全压力；“状态”表示

研究区域狭义的生态安全状态，包含能源消费、水资

源、碳排放、生态破坏、城镇绿化、湿地水域、工

业环境、大气环境等生态安全状态；“响应”表示人

类面临生态安全问题时所采取的对策，包含产业、经

济、生活、工业、社会、水资源、科技等生态安全

响应。

3.2  生态安全预警技术

生态安全评价模型和安全阈值的确定是保障新区

生态安全的技术支撑。从国内外研究进展来看，生态

安全预警通常采用阈值法 [22-24]，即预警的指标、要

素或系统与安全阈值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通过一定

的数学模型确定生态安全的警情。雄安新区依据生态

安全评价确定的生态安全状态等级确定临界值，对雄

安新区生态安全等级趋势与生态安全综合状况进行监

测；同时通过一定时期（或时段）内或者突发生态安

全状态出现的恶化情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预警要素

进行监测。 

3.3  生态安全管理框架

在面向雄安新区自然社会经济系统协调的生态安

全管理目标下，依据雄安新区生态安全监测指标与评

估体系，提出雄安新区生态安全管理框架：①识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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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新区社会经济管理目标、压力和驱动力；②识别雄

安新区关键生态结构—质量—过程—功能；③确定需

要监测的生态过程并制定初始监测指标清单；④选取

生态安全评价模型，进行生态安全评价；⑤基于生态

安全评价结果确定分级区间和阈值，进行预警；⑥对

预警结果进行指标回溯分析，相应的指标可从多个空

间尺度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

人类活动来进行合理管控。

4  新区生态安全多尺度保障对策

维持城市所处的生态系统格局与过程，使得城市

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实现供需平衡

是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根本要求和基本前提。城市生

态安全不仅是城市本身的问题，还涉及城市所处的流

域、区域、国家等多个不同的空间尺度，由支撑城市

及其发展的关键生态系统服务所涉及的生态过程所决

定。新区生态安全保障所依赖的各种生态过程和生态

系统服务具有不同的尺度特征，不同的特征尺度具有

不同的关键生态过程与生态系统服务。依据雄安新区

城市生态安全的关键生态系统服务需求与尺度特征，

结合其自然地理特征和新区建设的社会经济发展情

景，从京津冀区域、大清河流域、新区城市三个尺度

提出新区多尺度生态安全保障体系的相关建议。

4.1  京津冀区域尺度

京津冀尺度上通过防护林工程极大减少雄安新区

沙尘侵扰，通过调整区域能源和产业结构、统一严格

排放标准，建立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体系，有效提

升雄安新区的空气质量。具体保障对策包括如下两个

方面。

4.1.1 调整产业结构，联防联控提升气候调节能力

京津冀境内太行山东麓与燕山南坡的夏季风迎风

坡上，降水量充沛，植被生长茂密，自然生态环境良

好，是净化空气和固碳释氧等服务的供应地；太行山

区西北坡和燕山山区北坡是冬季风迎风坡，与冬季西

北风或北风风向垂直，能够阻挡北来的寒潮，降低南

下的冷空气或大风风速，起到重要的调节气候的作

用。雄安新区需通过调整京津冀地区的能源和产业结

构、统一严格排放标准，建立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体系以及建立完善碳交易、排污权交易和生态补偿制

度等来改善大气环境与提升气候调节能力。

4.1.2 加强自然山体林草保护，提高抵御风沙风险能力

太行山与燕山自然山体林草自然保护与修复，是

提升防风固沙服务的重要途径。京津冀地区应完善生

态红线划定和自然保护地体系，保护自然生态系统

和区域生物多样性；强化燕山—太行山生态安全屏

障、京津保湿地生态过渡带建设，构建衔接太行山—

渤海湾的生态廊道以及区域河流、林地生态廊道，改

善生态斑块之间的联系，减弱区域内城市基础设施的

生态屏障效应。同时在山地地区禁止毁林开垦和毁林

采石、采砂、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禁止不遵守有

关林业法规、经营方案和技术规程规定采伐林木；禁

止未列入省级地质灾害治理或生态修复计划的废弃矿

山、采石宕口等治理或修复工程项目实施。

4.2  大清河流域尺度

大清河流域尺度通过流域境内水资源配置、水系

联通以及点面源污染防治，提升新区白洋淀水生态、

水资源、水环境，具体保障对策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4.2.1 加强上游植被保护与恢复，提升保水保土功能

雄安新区及白洋淀水质和水量与大清河流域中上

游息息相关。在流域尺度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中，应

加强大清河流域上游植被保护与恢复，防止水土流

失，提升水源涵养与土壤保持功能。流域内禁止在

25°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禁止在崩塌、滑坡

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从事取土、挖砂、采石等可能

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在侵蚀沟的边坡和沟岸、河流

的两岸以及湖泊和水库周边，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

人或者有关管理单位应当营造植物保护带，禁止开

垦、开发植物保护带；禁止在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

重点治理区铲草皮、挖树蔸等。

4.2.2 统筹上下游水资源配置，保障入淀河流水系安全

为提升白洋淀上游防洪与水环境安全，合理规划

流域上下游水资源调配和跨流域调水、补水工程，统

筹流域管理，大力推广滴灌、雨水回收等节水措施，

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新区、外流域以及污水资

源利用最大化。逐步构建以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和调水

为主，以白洋淀上游水库补水为辅的流域生态补水体

系，不断优化空间补水路径，实现流域水资源合理分

配。禁止对白洋淀入淀河流明河改暗渠，填湖造地；

禁止在湖泊河道内围堤筑坝；禁止开（围）垦、填埋

或者排干湿地、湖泊、洼地，禁止截断湿地、湖泊、

洼地水源，禁止用湖造地；禁止在行洪排涝输水河道

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或者高秆作物；禁止违反城市

蓝线保护和控制要求的建设活动；禁止擅自填埋、占

用城市蓝线内水域；禁止进行影响水系安全的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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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石、取土活动；除因消能防冲需要建设相应的河床

硬化护底外，不得对河底进行硬化护砌；不得任意改

变河道岸线，严格控制缩窄、填埋、改道、裁弯取直

等对天然河势改变较大的工程措施，对于未定规划堤

线的河道，宜维持河道原有的自然岸线；除防洪排涝

需要和通航要求的河段外，应优先选用生态自然的堤

岸型式；避免建设硬质化堤岸护坡；河道建设尽可能

采用河道原有的天然断面，避免河道断面的规则化和

型式的均一化；严格限制对自然河岸等林带进行过度

人工化改造。

4.2.3 监测监管点源、面源污染，实现水系生态修复

严格监测监督管理流域工业废水排放，加强入淀

河流的水污染治理；控制流域农药和化肥使用量，削

减流域和淀区农业面源和生活源污染等。在横向上，

构建河流缓冲带及岸坡修复，在河流两岸各设置一定

宽度缓冲带，对流域河流进行分级保护；在纵向上，

通过挖掘、垫高或置石、浮石带等方式形成浅滩和深

沟，实现对河道流速控制的同时，提升河道景观水

平；在垂向上，构建具有透水性的河流底部，有利于

河流生态功能的恢复，在不影响排涝流量的情况下，

实现挺水植物、浮水植物和沉叶植物相结合。

4.3  雄安新区尺度

雄安新区尺度通过开拓公共绿地空间，优化城市

布局，加强城市通风廊道，提升城市防洪减灾、生态

休闲等需求，同时构建白洋淀水陆共生的复合生境，

营造生物栖息地，加强白洋淀水体自净能力和生物多

样性功能。具体保障对策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4.3.1 加强淀区生物多样性，严控白洋淀水域面积

设计水—岸—陆梯级河流、湖泊湿地，构建水陆

共生的复合生境，营造生物栖息地，加强白洋淀生物

多样性与生态服务价值。在白洋淀湿地范围禁止开

（围）垦、填埋或者排干湿地；禁止截断湿地水源；

禁止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和迁徙通道、鱼类洄游通

道，滥采滥捕野生动植物；禁止引入外来物种或者放

生动物；禁止擅自捕捞、取土、取水、排污、放生；

禁止取用或者截断湿地水源。同时严格控制白洋淀水

域面积的大小，严禁通过各种形式侵占水域面积。禁

止在白洋淀蓝线范围内圈圩或者围湖造地，已经建成

的圈圩不得加高、加宽圩堤，已经围湖所造的土地不

得垫高土地地面。

4.3.2 优化城市绿地设施，提升防洪防涝能力

为优化新区城市绿地设施，构建海绵城市，注重

城市生态基础设施，通过流量控制、洼地调蓄、滞

留、过滤和渗透等过程，处理水污染及减少地表径流

量，减少不透水地表面积，铺设生态透水砖和设计下

沉式雨水花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限制大量调用客土

改变原有地形地貌，严格保护和利用场地原有自然植

被、树木。限制绿地中大面积硬质铺装、大型假山、

喷泉水景等人工设施建设。限制广场建设中过分使用

硬质铺装，限制人造坡地堆土、垫高土地，种植人工

草坪等。

4.3.3 优化林地植物配置，降低城市热岛效应

综合考虑城市绿地系统在缓解热岛效应、改善城

市局部小气候、调节城市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生态功

能，城市绿化优化植物群落配置，植物类型选择应以

乔木林、乔灌林为主，同时优先选用本地和适应性较

强的物种，降低植物死亡风险和管理维护成本。禁止

采用违法采挖的天然大树和古树用于城乡造林绿化；

禁止引进风险评估等级为特别危险的境外林草种子、

苗木；绿化造林不得采用杀头苗，禁止使用劣质苗；

禁止苗圃式高密度种植；城市绿地建设提倡混交林设

计，禁止大面积纯林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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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Path of “Three Lines and One List” in 
Industrial Park Planning EIA

LIU Lei1, LI Jiwen1, CAI Zhaoliang2, DU Xinyang1, ZHANG Min3*

(1. Appraisal Center for Environment & Engineering,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100012, China;  
2. Fujia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Fuzhou 350012, China; 3. Foreig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Center,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100035, China)

Abstract: The positioning of “Three Lines and One List” and EIA of industrial park planning in the source prevention system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we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as well as their spatial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An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ree Lines and One List” and EIA of industrial park planning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technical methods, 
evaluation ideas, evaluation scales, evaluation priorities and output results. The application path of “Three Lines and One List” in the 
planning EIA of industrial park was analyzed from five links of 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simplification, refinement (perfection) and 
feedback, and taking a high-tech zone as an example to comb and analyze the way to connect and implement the results of “Three Lines 
and One List” in the planning EIA of industrial park. Finally,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Three Lines 
and One List” in the park planning EIA from three aspects, clarifying the positioning and spatial topological relationship of “three lines 
and one list” and planning EIA at the park level, perfecting the technical method of their conne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nd perfecting 
the applica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their conne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Three lines and one list; industrial park; planning EIA; application path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Framework and Control Countermeasures of 
Xiong’an New Area

RONG Yuejing 1,2, YAN Yan 1,2,3*, SHANG Xu 1,2 , WANG Jingjing 4 , WANG Chenxing 1, ZHAO Chunli 1, ZHENG Lifu 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logy,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5,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Xiong’an Innov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Xiong’an 071700, China; 4. Chinese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Beijing 100012, China)

Abstract: One of the main objectives of the Xiong’an New Area is to build a green, eco-friendly city, and the enhancement of urban 
ecosystem services, ecological safety and security, as well as the spatial control of the national territory are important foundations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objectiv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onnotation and requirements of ecological security in the Xiong’an 
New Area. Considering the structural integrity of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and the intrinsic needs of ecosystem services, we 
defines the characteristic spatial scales on which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of the Xiong’an New Area depends. Based on the multi-scale 
ecological security requirements of the Xiong’an New Area, a territorial control strategy for ecological security is proposed, including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 ecological security control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Baiyangdian National Park 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inally, the proposed measures for ecological security are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key ecosystem services at different scal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city in the Xiong’an New 
Area.
Key words: ecological security; ecosystem services; multi-scale; territorial spatial control; Xiong’an new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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