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江苏宣传工作动态
社科基金成果专刊

第 8 期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2022 年 03 月 21 日

大力推动长江经济带（江苏段）生态环境与
自然资源协同治理

摘要：江苏省交通节能减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程东祥认为，

当前长江经济带（江苏段）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发展存在规划利

用不当、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较高、一体化智慧管理不足、生态

景观基础设施破坏频繁等问题。为打造绿色长江、智慧长江与美

丽长江，建议加强统筹协调，发挥治理合力；加大能源建设，降

低污染排放；推进智能管控，提升治理效能；深化景观保护，恢

复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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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实

施，以法律形式确立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资

源合理高效利用，保障生态安全。近年来，江苏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江苏段）的生

态环境整治工作。江苏省交通节能减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程东祥

承担的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长江经济带（江苏段）生态环

境与自然资源协同治理对策研究”，分析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与自

然资源过度消耗的现状与成因，提出长江经济带（江苏段）生态

环境与自然资源协同治理的对策建议。

一、长江经济带（江苏段）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发展现状

1.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呈现下降趋势。据《测绘通报》对

1999-2020年长江经济带（江苏段）生态环境监测评估数据，江

苏沿江区县城镇及周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等级呈现由良至优

（4～5级）向差至较差（2～3级）转变的明显下降趋势。其中，

2000-2009年，各县区人类活动区域面积快速增加，导致区域生

态环境质量明显下降；而2010-2020年，部分城镇绿化区域面积

增加，又促使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缓慢提升。

2.生态环境安全存在潜在隐患。2020年江苏危废产能为

221.6万吨/年，在长江流域6个省份中占比最高。每天约有500

艘次危险化学品运输船舶来往于长江江苏段，年货运量超2亿吨。

省内65.5%的化工园区在长江流域内先后建立，总数达38个。其

中，20个化工园地与30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交错分布。沿江危

险化学品码头及仓储企业聚集，威胁长江经济带江苏段的环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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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而化工园区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交错分布则是饮用水安

全和食品安全的潜在隐患。

3.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存在干扰。据《测绘通报》数据，

1999-2020 年，长江经济带（江苏段）城镇化进程中，人类活动

区域迅速扩张对生态环境质量胁迫干扰较强。其中，2000-2009

年间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此外，人类活动区域活动强度对

生态环境质量也有一定的负面干扰，但干扰程度相对较弱。

4.沿江自然资源利用形势严峻。2020 年长江江苏段水资源

总量为 108.8 亿吨，其中，生活与工农业生产用水量为 107.4 亿

吨，约占总量的 98.7%。高强度的开发活动导致长江流域自然资

源利用形势严峻，水资源、耕地和草地资源破坏问题严重，生态

系统修复难度较大。

二、长江经济带（江苏段）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与自然资源过

度消耗的成因

1.岸线规划利用缺乏统筹协调。由于缺乏统一管理和市场化

机制，各部门在港口规划建设、航道开发整治、水资源利用保护

等方面统筹协调不足，生态环境治理存在较大难度。如部分江段

岸线利用项目公用化程度较低，且存在多占少用和重复建设现象。

截至 2020 年 6 月，江苏沿江岸线已利用 444.2 公里，开发利用

率达 37.9%，在长江沿江省份中最高。其中被港口和工业占用的

岸线公里数占比超过 70%，生态敏感岸段中港口工业开发岸线占

比达 61.7%，自然交互岸线保有率仅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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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强度高。伴随城镇化和工业化步伐的

加快，长江经济带（江苏段）历经高强度开发与粗放式发展。沿

江建有多座重化工企业，高水耗、高能耗、高密度扩张导致污染

物排放基数大、内生与跨区排污累积。2021 年，长江经济带（江

苏段）航道 SO2，NO2，O3，PM2.5，PM10 和 CO 等 6 项污染物

走航监测平均值比周边最近的国控站点监测平均值分别高出

146%，214%，48%，33%，25%和 50%。污染物大量外排对支流的

污染导致劣Ⅴ类水质断面占长江支流 45 个控制断面的 6.7%。资

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区域生态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

3.沿江一体化智慧管理有待加强。长江大保护战略深入推进

使得长江流域水资源管理成为社会焦点，水资源动态管控平台随

之上线运营。然而，除了水资源管理，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

港口、航道污染监控等方面的智慧管理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此外，

沿江排放口管理、全流域污染溯源、非法码头拆除复绿、岸线清

退整治、长江十年禁渔等各项工作以及相应政策要求的落实也缺

乏智慧手段的运用。

4.生态景观基础设施破坏频繁。沿长江部分地区树木砍伐加

工、毁岸施工建设、矿砂开采企业非法施工现象屡见不鲜，这不

仅让国家损失了大量珍贵的水土、植物、矿产资源，影响了长江

流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还给沿岸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

峻挑战。近年来，沿江生态环境治理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防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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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污染治理设施的建设与加固却始终赶不上破坏的速度。生态景

观资源破坏的“历史欠账”问题依然存在。

三、长江经济带（江苏段）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协同治理对

策建议

1.加强统筹协调，发挥治理合力。一是成立长江（江苏段）

地方管委会，统一协调管理长江江苏段岸线资源环境，专职负责

岸线规划布局和分配，统筹生产、生活、生态岸线利用。二是严

控沿江港口岸线总规模，优先保障重点港区和公用规模化港区码

头岸线需求，集中连片开发建设。推动各市建立港口岸线利用情

况评估和信用管理制度，定期开展现场巡查检查。三是促进公用

码头建设，鼓励自用码头开展公共服务，提高深水岸线公共利用

率，严控新增使用沿江岸线，全面推进 LNG 加注站、洗舱站等港

口岸线的使用，对工矿企业自用码头和危化品码头进行控制或取

缔。

2.加大能源建设，打造绿色长江。一是强化光伏技术推广应

用力度，充分利用江苏沿江两岸工业厂区的屋顶空地，建设包括

屋顶光伏、光伏车棚、BIPV 阳光房、雨棚光伏等新能源项目。

二是提高天然气在交通运输行业中的使用比例，推进 LNG 接卸及

加注站在长江经济带江苏段的合理布局，加快船舶发动机燃料的

“油改气”进程。三是加快氢能产业布局，在江苏沿江两岸和水

上服务区建设集加油、加氢、充电、汽服、便利店等为一体的综

合能源供应站。

3.推进智能管控，打造智慧长江。一是构建沿江智慧监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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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开发“江苏沿江一张图”，扩大沿江地区智能传感器布设范

围，利用 GPS、遥感、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两岸生态环境进行

动态监测。二是构建沿江安全预警体系，借助感知监控网络，形

成“空天地一体化”生态安全预警平台，根据实时数据进行生态

感知模拟和可视化计算，实现对生态敏感区域的环境演变预警。

三是构建沿江生态智慧评价体系，充分发挥数据信息在长江经济

带（江苏段）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结合不同区域特点制定针对

性整改方案，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撑。

4.深化景观保护，打造美丽长江。一是提高沿江生态服务功

能。积极为岸线“添绿”“留白”，持续优化沿江港航产城空间

布局，着力打造绿色生态长廊、景观长廊和“会呼吸的护岸”，

建设具有江苏特色的沿江生态绿色发展一体化示范带。二是因地

制宜开展场地生态修复。严格履行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责任，对

早期建设的沿江港口航运设施积极开展修复工程，加快推进土壤

污染防控、生态修复和退港还城、还水工作。三是完善生态补偿

机制。借鉴推广以经济杠杆促进地表水断面等生态补偿模式，完

善组织、效益评价和宣传教育等配套机制，建立科学的生态价值

评估与补偿体系。

（作者程东祥，系江苏省交通节能减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

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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