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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 

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调整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调整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

同意，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1月6日 

（此件公开发布）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苏政办发〔202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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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调整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最严格的生态环

境保护制度，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推进美丽

江苏建设，依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

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实施意见》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生态空间管控区域，是指《江苏省生态

空间管控区域规划》批准的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名录、范围，与生

态保护红线不交叉不重叠。生态保护红线部分按国家和省相关规

定管理，生态空间管控区域按本办法管理。 

第三条  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布局、动态优化、分类管理的

原则，按照生态空间“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

的总体要求，确保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区域、重要生态系统以及

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对划定并严守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工作

负总责；设区市人民政府是严守本辖区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的责任

主体；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的落

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牵头负责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的划定、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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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等工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牵头负责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监督

管理和执法工作；发展改革、财政、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

水利、农业农村、林业、海事等主管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加

强对其主管职责范围内的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的日常管控，做好指

导和管理，共同严守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第二章  优化调整 

 

第五条  生态空间管控区域优化调整，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会同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林

业、海事等主管部门开展，按照第七条规定程序报省人民政府批

准。 

第六条  符合下列情形的，允许调整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一）国家或者省级重大战略实施、重大政策调整、经济社

会发展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 

（二）因区域自然或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生态空间管控

区域保护对象灭失或转移，或区域生态功能发生重大变化的； 

（三）因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公益林、重

要湿地等依法依规设立的各类保护区域按规定程序调整，需要同

步调整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的； 

（四）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重大产业项目建设，确实无

法避让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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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因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确需调整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的。 

第七条  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确需调整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编制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调整方案，并经设区市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会同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类型相关主管部门论证通过后，由设区

市人民政府向省人民政府报送申请调整的请示，报审材料同时抄

送省自然资源厅。由省自然资源厅牵头会同省有关部门审查提出

审核意见报省人民政府，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由省自然资源厅函

复相关设区市人民政府，并抄送省有关主管部门。调整方案经批

准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及时更新生态空间管控区域数据库，

并按规定实现数据共享。 

第八条  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因调整需要补划的，应遵循集中

连片、功能相似的原则，按照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划定要求，在县

级行政区域内补划，补划面积应不少于被占用面积。确实无法补

划的在市级行政区域内统筹补划。 

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因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导致总面积减少的，

不需补划。 

第九条  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应从具有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

样性维护、水土保持、海岸防护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以

及生态敏感脆弱的水土流失、海岸侵蚀等区域中补划。主要包括： 

（一）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二）洪水调蓄区； 

（三）水源涵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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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水通道维护区； 

（五）重要湿地； 

（六）生态公益林； 

（七）作物、畜禽种质资源库（场、区、圃）、重要渔业水

域； 

（八）农业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点）； 

（九）海洋特别保护区（陆地部分）； 

（十）生态环境受损区域经鉴定评估已按照修复方案完成修

复目标的。 

其他具有一定生态功能的连片的人工商品林、永久基本农

田、一般耕地、园地、草地、坑塘水面、河流水面、湖泊水面、

水库水面、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城镇开发边界内经评估确有必

要的特别用途区等也可划入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第十条  下列情形原则上不得补划入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一）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 

（二）人为活动强度较大、不符合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管控要

求的现状商业服务业用地、工矿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公用设施用地、水域等； 

（三）已发现生态环境损害或已启动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相

关的损害调查、鉴定评估、赔偿磋商、司法确认、公益诉讼等程

序，以及生态环境损害后未完成修复或修复效果未达到修复方案

确定目标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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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应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接，执

行相应空间管制区管控规则。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国土空间

规划调整，涉及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调整的，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相

应调整。 

第十二条  同一县级行政区域内，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调整原

则上每年不超过1次。 

 

第三章  管控要求 

 

第十三条  生态空间管控区域一经划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擅自占用。除生态保护红线允许开展的人为活动外，在符合现

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还允许开展以下对生态

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一）种植、放牧、捕捞、养殖等农业活动； 

（二）保留在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内且无法搬迁退出的居民点

建设以及非居民单位生产生活设施的运行和维护； 

（三）现有且合法的农业、交通运输、水利、旅游、安全防

护、生产生活等各类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的运行和维护； 

（四）必要且无法避让的殡葬、宗教设施建设、运行和维护； 

（五）经依法批准的国土空间综合整治、生态修复等； 

（六）经依法批准的各类矿产资源勘查活动和矿产资源开采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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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适度的船舶航行、车辆通行、祭祀、经批准的规划观

光旅游活动等； 

（八）法律法规规定允许的其他人为活动。 

属于上述规定中（二）（三）（四）（六）（七）情形的项

目建设，应由设区市人民政府按规定组织论证，出具论证意见。

其中，为维持防洪、除涝、灌溉、供水等公益性功能而定期实施

的河道疏浚、堤防加固、病险水工建筑物除险加固等工程，可不

再办理相关论证手续。 

第十四条  单个用地面积不超过100平方米的输变电工程塔

基、风力发电设施、通信基站、安全环保应急设施、水闸泵站、

导航站（台）、输油（气、水）管道及其阀室、增压（检查）站、

耕地质量监测站点、环境监测站点、水文施测站点、测量标志、

农村公厕等基础设施项目，涉及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的，经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评估对生态环境不造成明显影响的，视为符合生态空

间管控要求。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政府办公厅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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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委，

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军区。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1月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