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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环境功能区划研究

编制和实施环境功能区划，建立以环境功能区划为基础的 “分区管

理、分类保护”环境管理体系，是实现环境科学管理的重要依据和环境保

护参与宏观决策的重要手段，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源头解决生态

环境问题，构建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的重要举措，对于贯彻

落实广西确定的 “十二五”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目标以及编制 “十三五”

规划，进一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我国地域辽阔，资源环境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空间差异较大，决

定了我国环境管理必须依据区域环境功能实行分区管理、分类指导。从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国家组织各省区市陆续编制实施了水环境功能区划、

大气环境功能区划、声环境功能区划、生态功能区划等环境要素区划，为

各地加强环境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２０１０年，国务院批准实施 《全国主

体功能区规划》，要求环保部门组织编制和实施与之相适应的环境功能区

划。２０１１年出台的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家环

境保护 “十二五”规划》都对编制和实施环境功能区划提出了明确要求。

环境保护部于２００９年启动了 “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与试点研究”

项目，２０１０年在 《青藏高原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３０

年）》（国发 〔２０１０〕１０号）中应用了区划研究成果，２０１２年下半年发布

了 《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纲要》和 《环境功能区划编制技术指南 （试行）》，

并确定新疆、浙江、吉林三省区为试点，率先开展省级环境功能区划编制

工作。２０１３年４月，环境保护部又确定了广西、河北、黑龙江、河南、

湖北、湖南、四川、青海、宁夏和新疆建设兵团作为第二批试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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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和环境保护部的领导下，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组织有

关单位，依据环境保护部印发的 《环境功能区划编制技术指南 （试行）》，

充分衔接 《广西壮族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功能

区划》和自治区各部门区划、规划，编制完成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功

能区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功能区划》从环境保护与管理的角度出发，依

据不同地区环境结构、状态和使用功能上的差异，同时考虑经济社会对环

境的影响，以保障自然生态安全、维护人居环境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为根本目的，将广西划分为自然生态保留区、生态功能保育区、食

物环境安全保障区、聚居环境维护区和资源开发环境引导区５类环境功能

区，再根据环境功能体现形式和环境管理要求的差异，进一步划分１３个

环境功能区亚类，明确了每类区域功能定位和环境管理目标，提出环境管

理措施和区域发展引导要求。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功能区划》是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落实国家和自

治区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具体实践，是自治区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资源

开发利用规划、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等相关规划的基础，是各地优化国民

经济发展格局、实施环境科学管理的依据，也是进一步编制和实施市县级

环境功能区划的蓝本和基础。

３０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环 ｜ 境 ｜ 科 ｜ 学 ｜ 研 ｜ 究 ｜ 书 ｜ 系

广西环境功能

　区划研究
　１

广西概况





广西环境功能区划研究

　　１．１　自然环境概况

（１）地理位置

广西壮族自治区简称桂，位于我国西南沿海，在东经１０４°２８′～１１２°

０４′和北纬２０°５４′～２６°２４′之间，北回归线横贯全区中部。广西与云南、贵

州、湖南、广东诸省以及越南交界，大陆海岸线长约１５９５公里。

广西壮族自治区具有较为优越的区位优势，地处祖国南疆，南临北部

湾，西南与越南为邻，东面与粤、港、澳连接；面朝东南亚，背靠大西

南，成为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也是东盟与中国大陆经济交往的重

要桥梁。

（２）地形地貌

广西地处云贵高原东南边缘，地势大体是西北高，东南低，属山地丘

陵性盆地地貌。盆地大小相杂，西、北部为云贵高原边缘，东北为南岭山

地，东南及南部是云开大山、六万大山、十万大山。盆地中部被广西弧形

山脉分割，形成以柳州为中心的桂中盆地，沿广西弧形山脉前凹陷为右

江、武鸣、南宁、玉林、荔浦等众多中小盆地，形成大小盆地相杂的地貌

结构。广西山脉众多，山系主要分盆地边缘山脉和盆地内部山脉两类。山

系多呈弧形，层层相套。自北向南大致可分为４列，山系走向明显呈现东

部受太平洋板块挤压、西部受印度洋板块挤压迹象。广西丘陵错综，占广

西总面积的１０．３％，在桂东南、桂南及桂西南连片集中。平地 （包括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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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河谷平原、山前平原、三角洲及低平台山）占广西总面积的２６．９％，

广西平原主要有河流冲积平原和溶蚀平原二类。广西喀斯特地貌广布，占

总面积的３７．８％，集中连片分布于桂西南、桂西北、桂中、桂东北。广

西河流众多，总长约３．４万公里，分属珠江、长江、红河、滨海四大流域

的五大水系，其中属珠江流域的西江水系，流域面积占全自治区陆地面积

的８５．２％。广西海岸线长约１５９５公里，沿海岛屿６９７个，涠洲岛是广西

沿海最大的岛屿，面积约２４．７平方公里。

（３）气候条件

广西地处低纬度地区，北回归线横贯中部，全年受海洋暖湿气流和北

方干冷气团的交替影响，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光

照充足。年平均气温１６．５～２３．１°Ｃ，年降水量１０８６～２７５５毫米，年日照

时数１１６９～２２１９小时。

（４）资源状况

广西矿产资源种类多、分布广。锰、锑等矿产资源储量丰富，是我国

十大有色金属产区之一。广西河流众多，水能资源蕴藏量大，理论蕴藏量

２１３３万千瓦，可开发装机容量１７５１万千瓦。其中红水河被誉为中国水电

的 “富矿”“能源的宝库”。广西野生动植物物种及珍稀种类众多。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植物６３种 （类），其中银杉、擎天树、膝柄木为国家Ⅰ级保护

植物；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有１４９种，其中白头叶猴被公认为世界上

最稀有的猴类之一，勺嘴鹬、白肩雕、黑脸琵鹭等为全球性的濒危鸟类。

广西天然港湾众多，海洋资源丰富，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热带渔场之一，浅

海面积６０００多平方公里。沿海滩涂 （潮间带）面积１００５平方公里，沿海

红树林面积８３．７５平方公里。广西旅游资源得天独厚，精品旅游景区众

多，其中桂林漓江、桂西西山、宁明花山被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是我

国热门旅游目的地。

（５）自然灾害

广西自然灾害种类较多，发生频率较高，灾害共生性、伴生性较强，

区域性、季节性特征明显。主要自然灾害有洪涝、干旱、台风、寒冻害等

气象灾害，山体滑坡、泥石流、地震等地质灾害，风暴潮等海洋灾害。特

别是旱涝灾害比较频繁，沿海地区受台风影响较大。

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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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经济社会概况

广西聚居着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

佬等民族。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止到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日，全

自治区常住人口４６０２．６６万人，与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

４４８９．３７万人相比，１０年共增加１１３．２９万人，增长２．５２％，年平均增长

为０．２５％。全自治区总人口为５１５９．４６万人，与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

普查时的４７４４．２０万人相比，１０年间共增加４１５．２６万人，增长８．７５％，

年平均增长为０．８８％。汉族人口为２８９１．６１万人，占全自治区总人口的

６２．８２％；壮族人口为１４４４．８５万人，占３１．３９％；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为

２６６．２万人，占５．７８％。全自治区普查登记的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

２３９２．６２万人，占５１．９８％；女性人口为２２１０．０４万人，占４８．０２％。人口

性别比 （以女性为１００，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

普查时的１１２．６８下降为１０８．２６。

广西地区生产总值从２００５年３９８４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４年１５６７２．９７亿

元，翻１．９８番，人均生产总值由８５９０元 （２００５年）增加到３３２１２．４８元

（２０１４年），翻１．９５番。第二产业增加值由１２６５亿元 （２００５年）增加到

７３３５．６０亿元 （２０１４年），翻２．５４番；第三产业增加值由１５６１亿元

（２００５年）增加到５９２５．１６亿元 （２０１４年），翻１．９２番。

近年来，广西产业结构调整也取得重大进展，第一、二、三产业增加

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由２００５年的２２．２∶３７．０∶４０．８调整为２０１４年１５．４

∶４６．８∶３７．８，２０１４年第一、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６．４％、６０．２％和３３．４％。２０１４年工业增加值６０６５．３亿元，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１０．７％，工业生产运行和市场销售增势平稳，高技术行业

比重提高，高耗能行业比重下降，外贸进出口突破４００亿美元，增长较

快，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广西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２０１５年广西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为４７．１％，城镇户籍人口１６７７．９１万人，占户籍人口比重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３０．４％。２０１５年全区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１．６

万公顷，其中，工矿仓储用地０．３万公顷，住宅用地０．２万公顷，基础设

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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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等其他用地１．１万公顷。

２０１４年，“珠江—西江经济带规划”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从此，坐

拥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两大国家战略，广西迈

入了江海联动发展的 “双核驱动”时代。２０１４年，北部湾经济区生产总

值５４４８．２１亿元，占广西生产总值的３４．８％。同时，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

建设步伐加快，西江黄金水道基本建成，按照规划，到２０２０年，广西将

建成１６００公里千吨级及以上的内河航道、３个吞吐能力１０００万吨及以上

的内河港口、２８００公里的高速公路和３２５０公里的铁路，西江黄金水道对

广西经济的贡献将达到９０００亿元以上。产业集聚显效应凸显，中国电子、

冠捷科技、台湾光宝、三诺电子、香港德昌机电等一批全球知名电子企业

相继扎根北海，形成了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的良好发展态势。粤桂合作迎来

新篇章，我国目前唯一横跨东西部的省际合作特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

区发展迅速。广西与东盟经贸合作更加频繁，互联互通越来越紧密。２０１４

年广西对东盟出口１０４９亿元，增长３４．４％，占同期广西出口总值

的７０．２％。

　　１．３　环境质量状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质量状况总体较好。２０１４年广西１４个设区市环

境空气质量均达到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　３０９５—１９９６）二级标准，环

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９５．６％，空气质量总体略有改善。２０１４年，

广西境内的３９条主要河流的水质达标率为９３．１％，河流水质总体良好，

大部分河流满足水环境功能区目标要求。下雷河 （属珠江水系）、九洲江

（属独流入海水系）和南流江 （属独流入海水系）３条河流的年均水质未

达到Ⅲ类标准，其中下雷河和九洲江为中度污染，南流江为轻度污染。

２０１４年广西近岸海域海水质量总体良好。各监测站点中达到 《海水

水质标准》（ＧＢ　３０９７—１９９７）第一、二类水质的比例为８１．９％，环境功

能区达标率为８４．１％。

２０１４年，广西城市区域声环境、道路交通声环境、功能区声环境良

好。广西城市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为 “较好”的城市占５７．１％，“一般”

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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