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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C_EF_BC_9A_E4_c61_94104.htm 广东省土地面积17.98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9194万人，设广州、深圳2个副省级

市，19个地级市、23个县级市、54个市辖区、44个县。 改革

开放以来，尤其是经过“十五”时期的发展，广东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了显著进步，经济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2005年

，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两万亿，由1978年的185.85亿元增加到

的21701亿元，占全国的11.9%，年均增长13.7%；来源于广东

的财政收入达4432亿元，对外贸易额达4280亿美元，产业结

构进一步优化升级，三次产业比例为6.3∶49.5∶44.2，工业产

业结构高级化和适度重型化趋势明显，汽车、石化、机械等

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通信、物流、会展等现

代服务业发展迅速，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实现新发展；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77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4690元。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省委、省政府以与时俱进

的创新精神，大力实施绿色广东发展战略，抓规划、控源头

、抓整治，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全面

呈现良好的势头。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加快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大

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断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着力控制能

耗，逐步限制和淘汰高能耗、重污染及严重扰民的企业，走

新型工业化道路，环境保护工作出现了新的景象。特别在制

定环保规划，引导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社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



、把握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制定环保规划，为新型工业

化道路确立新起点 党中央提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纲领，明确提出要走“科技含量高、

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

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推进节约发展、清洁发展

、安全发展和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今

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发达国家上

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水、大气、土壤等环境污染

问题，已集中在我省经济发展的二十多年中出现，在经济发

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尤为突出。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峻，

支撑广东快速发展的资源、能源等重要因素正承受着越来越

大的压力，能源、土地和水源等自然资源的供需矛盾进一步

加大。据有关资料显示，我省人均耕地降至0.032公顷，不到

全国平均水平的40%；人均常规能源储备不到全国同类的5%

，所需能源大部分依赖外地调入。目前，广东省经济增长方

式仍具有粗放型特征。更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区域间产业

转移规模正在日益扩大，污染也随着产业转移而向生态脆弱

的江河中上游和山区转移。 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广东工业化

、城市化的进程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关。珠江三角洲的工

业化始于村镇的工业化，村镇工业的开发呈现其固有的自发

性和盲目性，大量小规模的工业小区和独立厂房遍地开花，

工业布局分散、无序蔓延。“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现象

十分普遍，马路经济、马路园区、马路商业处处可见。同时

，由于城市化又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密度过大，规模过

小，区域缺乏协调，重复建设严重，资源浪费严重。资源、

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全省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已经透支的环境容量和资源已难以

支撑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继续走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

代价换得经济增长的工业化道路，我省资源难以为继、环境

难以承受。究其原因，与环保规划滞后，区域发展缺少协调

密切相关。因此，重视环境保护规划，加强统筹协调，调整

发展战略，对引导和保障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广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意义重大。 广东省委、省政府把握

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抓住机遇期，在国家环保总局、

建设部的指导和帮助下，从2003年启动，深入调查研究，反

复论证，广泛征求意见，我省相继完成了《珠江三角洲环境

保护规划（2004－2020）》、《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

规划（2004－2020）》和《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2006－2020

）》编制工作，改变原来规划滞后的状况，以规划引导建设

，为广东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确立了新的起点。 二、以环保规

划为龙头，引导和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 强化环保规划，就

是要以环保规划为龙头，将其作为从事各种开发建设活动的

重要依据，协调环境资源的制约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之间的

矛盾，几个规划都从制度和措施上引导和推进新型工业化，

为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划出空间，又为资源与环境保护划定底

线。 （一）分区保护，要把生态保护放在突出地位。三个规

划都把生态保护放在突出地位，针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不平

衡的特点，强调珠江三角洲地区要实行环境优先，山区坚持

保护与发展并重，粤东、粤西地区坚持发展中保护战略。按

照“红线调控，优化区域空间布局；绿线提升，引导经济持

续发展.蓝线建设,保障环境安全”的要求，进行生态分级控制



管理。把全省陆域和沿海海域划分为6个生态区、23个生态亚

区和51个生态功能区。在此基础上，结合生态保护、资源合

理开发利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全省陆域划分为

陆域严格控制区、有限开发区和集约利用区。规划到2010年

，50％的城市达到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要求，若干城市率先达

到生态市建设要求。到2020年，80％的城市达到国家环保模

范城市要求，50%的城市达到生态市的要求。 （二）要合理

调整区域产业布局，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随着广东工业

化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有向重化工业发展的趋势

。为此，相关规划提出，要合理调整区域产业布局，实现产

业互补。珠江三角洲地区要以电子信息业为先导，大力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继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粤东、粤西地区重

点发展临海型、资源型、特色型工业，山区要结合本地实际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电力、建材、

生态农业和旅游等特色产业。要改进生产工艺，改造提升传

统产业生产技术水平，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强以电子

信息、电器机械、石油化工、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筑材

料、森工造纸、医药、汽车等九大支柱产业为核心的产业链

构建和延伸，提高产业加工深度和产品附加值。积极发展环

境友好型工业，采取政策和经济手段，树立环保示范企业，

推进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带动企业开展清洁生产，降低资源

消耗水平和污染物排放强度。 （三）要推进工业生态化转型

，大力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纲要

（2006-2020年）》要求推进工业生态化转型，构建生态工业

体系，重点加快电力、石油化工、钢铁、非金属矿物制品、

造纸及纸制品和纺织印染等6个重污染行业的生态化转型，加



快优势产业集约发展，提高产业集中度。在产业转移和重工

化的过程中，要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努力把产业基地建设成

“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产业园区，注重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

能力。要合理控制工业园区占地规模，原则上不得占用基本

农田、少占耕地。科学编制工业园区环境保护规划，建设集

中供能设施和环境基础设施，合理制定产业准入制度、污染

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