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附件 2 

苏州市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汇总表 

分区 优先保护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单元 合计 

张家港市 10 42 12 64 

常熟市 18 48 15 81 

太仓市 9 26 9 44 

昆山市 20 27 9 56 

吴江区 37 41 11 89 

吴中区 47 41 13 101 

相城区 18 22 11 51 

姑苏区 4 1 0 5 

苏州工业园区 9 1 0 10 

高新区（虎丘区） 21 1 0 22 

全市合计 149* 250 78* 477* 

注：*个别管控单元跨行政区划，全市总数不重复统计。 



附件 3 

苏州市市域生态环境管控要求表

空间布

局约束 

（1）按照《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的通知》（苏政发〔2020〕1 号）、《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

督管理的通知》（苏自然函（2023）880 号）、《苏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

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保障和维护生态功能为主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空间管控制度，确保全市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切实维护生态安

全。 （2）全市太湖、阳澄湖保护区执行《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苏州市阳澄湖水源水质保护条例》等文件要求。

（3）严格执行《〈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 年版）>江苏省实施细则》（苏长江办发〔2022〕55 号）中相

关要求。

（4）禁止引进列入《苏州市产业发展导向目录》禁止类、淘汰类的产业。

污染物

排放管

控 

（1）坚持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实施污染物总量控制，以环境容量定产业、定项目、定规模，确保开发建设行

为不突破生态环境承载力。

（2）2025 年苏州市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达到省定要求。

环境风

险防控 

（1）强化饮用水水源环境风险管控。县级以上城市全部建成应急水源或双源供水。

（2）落实《苏州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完善市、县级市（区）两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体系，定期组织演练，提高

应急处置能力。

资源利

用效率

要求 

（1）2025 年苏州市用水总量不得超过 103 亿立方米。

（2）2025 年，苏州市耕地保有量完成国家下达任务。

（3）禁燃区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已建成的应逐步或依法限期改用天然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