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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

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

底线和生命线。

定义

生态保护红线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性举措，是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生态空间管制的重点。通过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能够明确各类重要生态空间的保护目标、责任和措

施，有效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人民健康。

意义

定义与意义



目的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目的是明确各类重要生态空间的

保护目标、责任和措施，建立严格的生态空间管制制

度，防止各种开发建设活动对重要生态空间的破坏，

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原则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应遵循科学性、整体性、协调性和动

态性原则。科学性是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要基于科学研

究和数据，确保划定的范围和标准符合自然规律和生态

学原理。整体性是指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全面评估其生态功能和价值。协调性是指生态保护红线

的划定要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协调，合理安排各类空

间布局。动态性则是指生态保护红线的范围和标准应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以适应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

的变化。

划定目的与原则



国内外现状与发展趋势

• 国内现状：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划定了国家级和地方级生
态保护红线。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由国家相关部门组织划定和管理，地方级生
态保护红线由地方各级政府组织划定和管理。目前，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已经覆
盖了全国主要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起到了重要作用。

• 国外现状：一些发达国家在生态保护方面起步较早，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例如，美国在国家层面划
定了重要的自然区域和物种栖息地，实施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欧洲则通过自然保护区网络建设等方式，加强对重要生态
空间的保护。国外经验可以为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完善提供借鉴。

• 发展趋势：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各国对于生态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未来，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将不断完善
和发展，覆盖范围将更加广泛，管制措施将更加严格。同时，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和管理将
更加科学、精准和高效。此外，国际合作也将成为生态保护红线发展的重要趋势，各国将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
环境挑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进程。



划定技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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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相

关数据，包括地理信息、生态系

统类型、生态功能、环境质量等。

数据来源

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清洗、整理、

分析和转换，确保数据准确性和

完整性，为后续评估提供基础。

数据处理

数据收集与处理



根据划定目标，确定评估生态重要性

的相关指标，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生物多样性、环境质量等。

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不

同生态系统进行重要性评估，确定其

生态保护等级和优先级。

生态重要性评估

评估方法

评估指标



划定原则
遵循生态保护优先、保障生态安全、突出重点等原则，进行红线划定。

划定步骤
根据生态重要性评估结果，结合区域发展需求和空间布局，制定红线划定的初

步方案；通过多轮调整和优化，最终确定生态保护红线边界。

红线划定技术流程



动态调整
根据生态保护需求和区域发展变化，对生态保护红线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其科学

性和有效性。

监管措施

建立完善的监管机制，通过卫星遥感、GIS等技术手段，对生态保护红线进行实

时监测和评估，确保红线内的生态保护措施得到有效执行。

优化调整与监管



案例分析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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