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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评价目的

通过对规划区现状进行回顾性评价，重点排查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和尚未

落实的环保措施，提出进一步缓解及解决问题的措施方案。同时根据规划修编

情况，分析修编内容与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的协调性，论证规划修编方

案的环境合理性和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提出规划优化调整建议、环境保护对

策建议及不良环境影响减缓措施，为规划编制和环境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1.2评价原则

(1)早期介入、过程互动

评价应在规划编制的早期阶段介入，在规划前期研究和方案编制、论证、

审定等关键环节和过程中充分互动，不断优化规划方案，提高环境合理性。

(2)统筹衔接、分类指导

评价工作应突出不同类型、不同层级规划及其环境影响特点，充分衔接“三

线一单”成果，分类指导规划所包含建设项目的布局和生态环境准入。

(3)客观评价、结论科学

依据现有知识水平和技术条件对规划实施可能产生的不良环境影响的范

围和程度进行客观分析，评价方法应成熟可靠，数据资料应完整可信，结论建

议应具体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

1.3评价依据

1.4评价范围与时段

1.4.1评价范围

根据各环境要素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

纲》(HJ 130-2019)中确定评价范围的基本原则，确定本次评价各环境要素的评

价范围。

1.4.2评价时段

评价基准年：2021年（社会经济采用 2020年统计数据）。

评价水平年：规划区建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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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评价标准

1.5.1环境质量标准

1.5.2污染物排放标准

1.6评价方法

根据评价不同专题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见表 1.6-1。

表 1.6-1 本次评价采用的评价方法一览表

评价环节 方法名称

规划分析 系统分析

现状调查与评价
现状调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环境监测

现状分析与评价：专家咨询、指数法、类比分析

环境影响识别与评价指标确定 类比分析

规划实施生态环境压力分析 负荷分析、类比分析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类比分析、负荷分析、数值模拟、供需平衡分析

环境风险评价 类比分析

1.7评价工作程序

评价工作程序见图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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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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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划分析

2.1规划概要

2.1.1规划范围

西至铝城大道，东至映月湖东侧，南至水帘洞休闲生态园，北至 C 分区

北部规划边界，规划区总用地面积为 724.71hm2。

2.1.2产业定位

功能定位为商务生活配套区。

2.1.3规划规模

规划区总用地面积为 724.71hm2，其中建设用地面积为 686.28hm2。规划

人口规模 11.5万人。

2.1.5规划布局

采用点、线、面相结合的空间形式，C标准分区规划为居住用地，以商品

房开发为主，同时布置村民还建房。

2.2规划协调性分析

2.2.1法律法规、经济技术政策、资源利用和产业政策及上层位规划等符

合性分析

根据表 2.2-2，规划实施总体符合国家、重庆市、九龙坡区等相关生态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环境经济技术政策、资源利用和产业政策及上层位规划。

2.2.2与九龙坡区“三线一单”符合性分析

根据《长江经济带战略环境评价 重庆市九龙坡区“三线一单”》，西彭

工业园区均属于九龙坡区重点管控单元 4（管控单元名称为：九龙坡区重点管控

单元 4-长江丰收坝九龙坡段，管控单元编码为：ZH50010720004）。

本次评价分析了规划内容与九龙坡区“三线一单”关于规划区所在管控单元

管控要求的符合性，具体分析见表 2.2-3。



重庆市西彭工业园区 C标准分区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

重庆港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 5页

3 现状调查与评价

3.1现状调查

3.1.1自然地理状况

九龙坡区位于重庆市域西南部，与渝中区、沙坪坝区、大渡口区、璧山区、

江津区接壤，同南岸区、巴南区隔江相望。区境南北长 36.12km，东西宽约

30.4km，幅员面积 432km2，区位优势突出，位于重庆主城都市区的中心城区，

是长江和嘉陵江环抱的渝中半岛的重要组成部分。

规划区位于九龙坡区南部的西彭镇，东邻铜罐驿镇、陶家镇，南临长江，

西靠江津区圣泉街道，北接江津区双福街道。

3.1.2生态状况及生态功能

与九龙坡区生态保护红线相对照，规划范围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根据《重庆市生态功能区划(修编)》，九龙坡区位于“V1-1都市核心生态

恢复生态功能区”，主导生态功能为生态恢复，辅助功能为污染控制，特别是

水污染控制和大气污染控制，环境美化和城市生态保护。生态功能保护与建设

的主导方向突出。

3.1.3环境敏感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

根据现场调查及资料查询，规划区评价范围内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地质公园、重要湿地、天然林、野生动物重要

栖息地、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生长繁殖地、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等环境敏感区。

3.1.6规划区发展现状

规划区现状主要以居住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等为主。

从现状开发程度来看，规划区内沿铝城北路、铝城南路开发强度较高，其

余区域开发程度较低。

根据现状调查，规划区内建成区主要以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为主，水资

源消耗量约 348万 t/a，天然气消耗量约为 696万 m3。

3.2现状评价与回顾性分析

各项监测数据表明，区域环境质量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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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影响识别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4.1环境影响识别

本次评价结合西彭工业园区现状已入驻企业，给出各类产业的典型生产

工艺。

4.2环境影响控制目标

(1)规划修改方案符合国家、重庆市、九龙坡区的功能布局规划、产业政

策、产业发展规划、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

(2)规划区内采用电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规划区内单位产品能耗及污

染物排放量必须达到《重庆市工业项目环境准入规定（修订）》等相关要求；

工业废气必须达标排放，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应满足二类区要求。

(3)雨、污分流；污水处理及排放方案应可行、有效，保证达标排放；满

足长江评价段水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4)做好地下水保护工作，采取防渗措施保护地下水水质和土壤环境不受

明显影响。

(5)加强工业企业噪声、交通噪声控制，满足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6)工业固废回收利用或妥善处置；危险废物加强管理，交有危废资质的

单位处理，并严格实行联单管理；生活垃圾妥善收集和处理，不产生新的环

境问题。

4.3评价指标体系确定

在环境影响识别的基础上，结合环境法规、标准和行业规范，参考已经

完成的类似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本次评价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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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5.3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根据影响预测，采取相应的措施后，区域环境质量均满足相应质量标准，

规划实施对区域环境质量影响程度可接受。

5.4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分析

区域资源可承载规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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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碳排放评价

6.1碳排放现状调查

根据调查，规划区内现无工业企业，现状不涉及工业企业的碳排放。

6.2碳排放识别

结合规划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等情况，从能源活动排放、净调入电

力和热力排放、工业生产过程排放三个方面分析识别后续规划实施园区的

碳排放主要排放源、主要产生环节和主要类别。

6.3碳排放预测与评价

根据分析可知，采取加强企业管理并完善重点碳排放项目管理等措

施，推动规划项目加强碳排放管理，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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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规划方案综合论证和优化调整建议

7.1规划方案综合论证

区域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等均能承载规划方案的需求。

区域大气环境和地表水环境容量能够支撑本规划的发展规模。

7.2优化调整建议清单

根据对规划方案的协调性分析、规划布局、规模、发展目标分析、规划实

施的环境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分析等评价，针对规划

方案存在的不足，本次评价提出如下优化调整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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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

8.1生态环境保护方案

8.2管控要求

8.2.1资源能源可持续开发利用要求

规划实施主要利用的资源涉及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结合区域资

源赋存情况及开发资源占用情况，园区发展不会触及区域资源的“瓶颈”，

区域资源要素可以满足规划发展需要。但是以改善环境质量、保障生态安

全为目的，建议以万元工业增加值新鲜水耗、万元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等

强度指标作为资源利用上线的考核指标，指标值根据各入驻工业项目的不

同，按其同行业的清洁生产国内先进水平进行选取。

8.2.2生态环境准入要求

根据《关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加强空间管控、总量控制和环境准入的

指导意见（试行）》（环办环评[2016]14号），应根据园区域及上下游、

下风向等周边地区环境质量现状和目标，考虑气象条件、水文条件等相关

因素，按照最不利条件分析并预留一定的安全余量，提出区域污染物排放

总量控制上限的建议，作为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管控限值。

入驻项目应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重庆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工业项目环境准入规定（修订）的通知》（渝

办发[2012]142号）、《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产业投资

准入工作手册的通知》(渝发改投[2018]541号)、《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严格工业布局和准入的通知》（渝发改工

[2018]781号文及《长江经济带战略环境评价 重庆市九龙坡区“三线一单”》

相关要求。在规划区规划产业、区域生态环境特点等基础上，本次评价提

出规划区的生态环境准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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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规划所包含建设项目环评要求

入驻园区的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环保“三同时”和排污

许可制度。入园建设项目开展环评工作时，应以本规划环评为依据，重点分析

项目环评与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的符合性。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通知》（环环评

[2020]65号），产业园区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被产业园区管理机构和规划

审批机关采纳的，其入园建设项目的环评内容可以适当简化。简化内容包括：

符合产业园区规划环评结论及审查意见的入园建设项目政策规划符合性分析、

选址的环境合理性和可行性论证；符合时效性要求的区域生态环境现状调查评

价（区域环境质量呈下降趋势或项目新增特征污染物的除外）；入园建设项目

依托的集中污水处理、固体废物处理处置、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已按产业园区规

划环评要求建设并运行的相关评价内容。

根据上述内容，结合本规划及项目环评评价要求，本次评价对下一层次具

体建设项目开展项目环评，提出联动管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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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环境影响跟踪评价计划

10.1环境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是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手段，环境管理是以

各种行政的、法律法规以及各种经济等措施，对各种损害或破坏自然环境的行

为施加影响，以达到保护生态环境为目的，也是实现规划区经济的持续发展，

实现环境各项指标的基本保证。

10.2环境监测计划

环境监测是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通过监测，及时了解和掌握规划区主要

污染源及环境质量状况，掌握区域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为规划区环境管理决

策提供科学依据。评价建议应由重庆市西彭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委托有资质的

监测机构对规划区环境质量进行定期监测。

10.3跟踪评价要求

以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和保障区域生态安全为目标，结合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变化情况、国家和重庆市最新的生态环境管理要求和公众对规划实施产生的生

态环境影响的意见，对已经和正在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监测、调查和评价，分

析规划实施的实际环境影响，评估规划采取的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生态环境影响

的对策和措施的有效性，研判规划实施是否对生态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规

划已实施部分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对规划后续实施内容提出优

化调整建议或减轻不良生态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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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众参与和会商意见处理

11.3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的相关要

求，规划编制单位与环评单位签订规划环评技术服务合同工作 7日内进行

了第一次信息公示，公示截止至征求意见稿公示前日。公示信息包括了规

划概况、规划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规划环评编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

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11.4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2021 年 11 月 8 日~2021 年 11月 19 日），向

公众公示的内容主要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稿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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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综合结论

重庆市西彭工业园区 C 标准分区总体上符合国家、重庆市、九龙坡区相

关规划及政策，并与《长江经济带战略环境评价 重庆市九龙坡区“三线一单”》

等相关要求相协调。划空间布局较为合理，且区域资源环境均可承载本规划的实

施，通过严格落实本次评价提出的管控要求和各项不利环境影响减缓措施后，规

划实施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可接受。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规划方案总体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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