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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新材料产业园总体规划（2022-2035 年） 

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1 规划概述 

1.1 规划范围及期限 

规划范围：东至渤海十六北路，西至渤海十路，南至长江道，北至辽河道，

园区总面积约 6.29km2。 

规划时限：本规划期限为 2022-2035 年，其中，近期 2022-2025 年；远期 2026-

2035 年。 

1.2 规划发展定位及目标 

总体定位：持续深化京津冀三地联动发展，努力构建天津市“两带集聚”的市

域产业空间结构，按照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功能定位，结合天津港保税区绿

色化工基础产业的发展目标，临港新材料产业园的总体发展定位是：以煤化工、

盐化工、石油化工产业为主导，以化工新材料产业为重点，以现代港口为支撑，

最终将临港新材料产业园打造成为全国高效、绿色、循环、低碳协调发展的工业

示范区、北方化工新材料产业高地、环渤海大湾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规划发展目标：至 2025 年，园区重点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将实现新增装置

产能 180 万吨/年，新增总投资规模 70 亿元。从 2025 年投产至 2035 年，实现每

年新增产值 170 亿元，每年新增税收 5.5 亿元。 

1.3 规划用地布局 

天津港保税区临港经济区域规划范围内共 6.29km2，其中：三类工业用地(M3)

主要是盐化工、煤化工、石油化工等产业用地，占地约 452.37hm2；公用设施用

地包括供水用地、供电用地、供燃气用地、污水厂用地等，占地面积约 30.19hm2；

物流仓储用地集中布置在园区边缘，位于黄河道渤海十路交口，占地面积约

31.34hm2。 

1.4 产业发展规划 

倾力打造全国领先的现代煤化工与石油化工、盐化工融合发展的“三化合一”

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打造我国北方以乙烯、丙烯、苯乙烯为龙头的高端化工新

材料产业基地。打造全国绿氢耦合石油化工示范基地，有力推动绿氢产业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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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副产氢回收利用率达到 95%。 

抓住天津市深入实施制造业立市战略和加快实现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功

能定位的历史机遇，借助天津市石化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战略部署，临港新材

料产业园依托原渤海化工园发展优势与产业基础，围绕“碳一化工+化工新材料

+氢能制取”三产业布局模式，实现优化存量、串联补链强链和氢能产业协同发

展。 

重塑碳一化工，向节能化环保化转型升级。依托煤资源、中沙石化输送的乙

烯、PDH 装置提供的丙烯资源，依靠技术创新成果，推动现代煤化工与石油化

工、盐化工融合发展，加强以合成气为龙头的碳一化工向节能化环保化转型升级。 

进一步串链补链强链，打造临港化工新材料产业基地。挖掘盐化工、煤化工、

石油化工与化工新材料等关联产业的契合点，进一步串链补链强链，发展聚苯乙

烯、ABS、PVC、ASA 及高吸水性树脂等产品，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打造临

港化工新材料产业基地。 

夯实氢能供给，助力临港氢能产业发展。工业副产氢回收利用率达到 95%。

依托新氢能源、液化空气加氢母站项目建设，工业副产氢提纯等关键技术研发，

支持实现控碳目标，最终打造临港片区氢能制取产业集群发展。 

1.5 规划协调性综合分析 

本规划提出的发展思路、目标和产业发展方向，总体上符合国家、天津市及

滨海新区的区域国民经济规划、石化产业规划布局及未来石化化工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以及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划要求。建议规划与上位国土空间规划充

分衔接，将规划内容纳入到天津市、滨海新区以及保税区国土空间规划中，在后

续规划实施及重点项目建设落地过程中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碳达峰、污染防

治攻坚战行动、“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生态保护红线及永久性保护生态

区域等的管理要求。 

2 现状质量现状 

2.1 环境空气 

滨海新区近 5 年大气环境质量逐年改善，PM10、SO2、NO2 年均浓度近年来

可稳定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限值，PM2.5 年均浓度均未达标，O3

第 90 百分位数 8h 平均浓度仅 2021 年达标。2022 年滨海新区除 PM10、SO2、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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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之外，PM2.5 年均值超标 2.9%，O3 第 90 百分位数 8h 平均浓度超标 5.6%。

选取规划区域西北及东南两个监测点位，对规划区域的特征因子进行补充监测，

监测结果表明规划区域特征污染物均可以达到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 

2.2 地表水环境 

区内景观水系水质水质整体仍处于劣Ⅴ类水平，主要污染物为氨氮、化学需

氧量。根据补充监测结果，规划区景观水系特征污染物各监测点位均能达到《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底泥主要污染物均可以满足《土

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二类

用地筛选值。 

近岸海域水质环境调查结果表明，2020 年 5 月春季，在执行二类水质标准

的 5 个站位中，3 个站位的无机氮超出和 1 个站位的活性磷酸盐，超过二类水质

标准限值要求，超标率为 80%，最大超标倍数分别为 0.610、0.067。在执行三类

水质标准的 15 个站位中，3 个站位的石油类、1 个站位的锌、6 个站位的无机氮、

1 个站位的活性磷酸盐超过三类水质标准限值要求，超标率 62.5%，最大超标倍

数分别为 0.463、0.040、0.362、0.367。2022 年 9 月秋季，调查海域海水 pH、溶

解氧、化学需氧量、无机氮（硝酸盐、亚硝酸盐、铵盐）、活性磷酸盐、石油类、

汞、砷、铜、锌、铅、镉及总铬均符合相应海水水质标准要求，无超标现象。 

2.3 地下水和土壤 

园区属于海积低平原地貌形态类型，地表以粘性土为主，土壤盐渍化严重，

区域地下水化学类型为 Cl-Na 型，地下水质量综合评价结果为Ⅴ类，Ⅴ类指标为

总硬度(以 CaCO3 计)、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锰、氨氮、钠、碘化物，

水质较差；本次检测结果Ⅴ类指标基本为原生环境或者海侵造成的，其形成除与

含水层中母岩有关外，还与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有关，地下水在该地区

径流缓慢，地下水埋藏较浅，地下水动态类型为入渗—蒸发型，蒸发在带走水分

的同时，促使盐分不断累积，也会造成部分组分富集。 

本次评价调查收集了区内 11 处土壤监测点，除 1 处布设 4 层柱状样外，其

余 10 处每处监测点位均为 3 层柱状样，共计 34 件土壤样品，参与检测的指标重

金属和无机物 7 项，挥发性有机物 27 项，半挥发性有机物 11 项，以及 pH 值、

氟化物、氰化物、硫化物、铬、钴、锌、钼、石油烃(C10-C40)、丙烯腈，共计 55

项，除 pH、氟化物、硫化物、铬、锌、钼、丙烯腈无评价指标外，其余参与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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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项检测结果均小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2.4 声环境 

本次评价调查收集了临港区域对园区边界的噪声监测数据，监测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8-19 日。监测结果表明，临港区域昼夜间噪声可达到《声环境质量

标准》（GB3096-2008）3 类标准要求，规划区域声环境质量状况良好。 

3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3.1 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园区排水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水排放依托临港区域现有雨排系统，污

水污水处理达标后一部分作为再生水回用，一部分依托临港总排口，最终排海。 

规划实施后新增排水不会对园区集中污水处理厂处理工艺造成冲击，园区集

中污水处理厂扩建后，可为规划实施提供保障。园区现状再生水资源充足，建议

提高园区再生水回用率，达到先进化工园区水平。建议园区构建景观水系循环体

系，建立湿地与景观水系的水利联系。利用湿地深度净化作用，将园区污水处理

厂出水经人工湿地深度净化后作为园区景观河道生态补水，通过构建水系循环，

既有助于改善区域水环境，又有助于完善区域生态链和生态网络，提升生态系统

完整性和服务功能，降低入海排污量。 

3.2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本次评价以选择 2021 年为大气评价基准年，选用 CALPUFF 模式系统对项

目排放的大气污染物的环境影响进行预测。评价设置 2 种情景，一是规划重点项

目实施后，排放大气污染物对规划所在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二是规划区域

为不达标区，在实施减排工程的情景下，重点项目实施排放大气污染物对规划所

在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和改善程度。根据预测结果，规划实施后，对于现状

达标基本污染物 SO2，主要污染物的保证率日平均质量浓度和年平均质量浓度均

符合环境质量标准；对于现状超标基本污染物 PM10、PM2.5 及 NO2，在落实区域

削减源的前提下，才能保证本规划实施后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对于仅有

短期浓度限值的特征污染物，叠加后的短期浓度符合环境质量标准。 

建议规划进一步落实区域削减源，以满足规划实施和落地。具体新建项目要

严格落实主要污染物总量倍量替代要求，新增污染物排放同时实现总量削减。同



临港新材料产业园总体规划（2022-2035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5 
 

时，规划区应按照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等政策要求，重点聚焦 PM2.5 和臭氧污染

协同控制，加快补齐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氮氧化物（NOX）减排短板；强

化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突出精准、科学、依法治污，

完善大气环境管理制度，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大气污染防治与

温室气体减排，扎实推进产业、能源、交通绿色转型，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效

益多赢，以实现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并支撑规划新材料产业园的大项目落地

和进一步绿色高质量发展。 

3.3 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根据规划区域内的企业类型特征以及所涉及的污染物情况，将预测工作从污

染源角度分为三类：有机物（苯代表的苯系物）、石油类、氨氮等，并分别进行

非正常状况及风险事故状况预测。结果显示，污染物泄漏进入地下水后，由于潜

水的水动力条件较弱，开始是向四周扩散，一段时间后污染物逐渐向区域地下水

流场方向扩散，其他方向扩散减弱。最终得出在非正常状况下，苯、苯乙烯、丙

烯腈、丁二烯、VCM（氯乙烯）、石油类、COD、氨氮 5 年时间最远污染距离最

大不超过 65m；30 年时间最远污染距离最大不超过 130m；风险事故状况下苯、

石油类、氨氮 5 年时间最远污染距离最大不超过 80m。 

建议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中“11.2 建设项目污染防控

对策”要求，将园区范围内设置为重点管控区进行管理。 

3.4 土壤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规划实施对土壤环境影响主要出现在生产运营期，大气沉降影响和非正常

状况下垂直入渗途径影响。根据预测结果，污染物进入土壤总量预测值整体较小。

在非正常情况下，苯、石油烃污染物持续渗入土壤并逐渐向下迁移，浓度值同样

也是先增后减的趋势轨迹变化，随着污染物指标在土壤中的迁移，苯、石油烃均

小于二类用地筛选值。 

建议园区持续开展园区水文地质条件、地下水污染源分布及地下水环境质

量现状跟踪监测，结合区域整体发展布局和规划，识别地下水环境风险管控重点，

逐步形成园区地下水及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完善园区跟踪监测计划，充分利用重

点企业自行监测和隐患排查成果，建立土壤污染防控网格体系，对跟踪监测数据

进行动态的分析评价，对于异常数据进行补充调查，以尽早发现土壤污染隐患，

并及时采取有效和针对措施减低土壤污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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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声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根据《天津市〈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域划分》（津环气候〔2022〕93 号），

园区按照三类声环境功能区管理，规划实施后，噪声源仍为工业噪声和道路交通

噪声，园区通过合理控制交通噪声，区内各单位在确保厂界达标的前提下，不会

对周边声环境造成显著影响。 

3.6 固废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规划区产生生活垃圾经环卫部门收集后运至大港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理，一般

工业固废经物资部门回收后综合利用或无害化处理，危险废物均交由具有危险废

物处理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处理处置途径可行，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显著

影响。 

建议各入区工业企业根据相关管理规定严格落实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

废物的暂存设施及暂存要求，开展园区企业无废工厂创建活动，推动危险废物减

量化、资源化，加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合规管理，提高综合利用率。建议园区按

照循环经济发展思路，推动“碳一化工+化工新材料+氢能制取”产业延伸，加强产

业链构建和补链招商，以工业“三废”综合利用为重点方向，引导和鼓励区内企业

促进固体废物内部循环和产业园区内部的资源化利用。 

3.7 生态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规划区现状为工业建成区，现有植被多为人工绿化植被，规划区已经由自然

生态系统转变为工业生态系统，植物种类均为常见物种，未发现受保护的珍稀植

物。规划实施后，在开发建设期间，由于植被破坏、地表剥离，在雨季将造成一

定程度的水土流失。开发建设完成后，随着区内项目建设、公共设施完善，裸露

地面将基本不存在，水土流失程度将低于规划实施前。 

本规划区涉及交通干线防护林带，建议规划严格保护永久性生态保护区，交

通干线防护林带范围内的规划用地类型均应为防护绿地。在区域开发建设过程中，

要严格落实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管控要求，确保该区域功能不降低、性质不改变、

环境不破坏、面积不减少。 

规划实施对海洋渔业资源的损害影响主要为废水扩散损害，营运期排海废水

直接造成邻近海域海洋渔业资源的损失。临港总排口位于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渤海湾保护区核心区内，临港新材料产业园属于天津

港保税区围填海项目的一部分，天津港保税区围填海建设对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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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主要影响为生物资源损害，由于围填海面积与保护

区面积之比较小，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受影响范围较

小，临港总排口达标尾水排放的特征污染物对主要经济鱼类“三场一通道”的影响

很小。 

3.8 环境风险评价 

规划实施后不增加化工园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氢气除外）产品产量且

不增加危险化学品（氢气除外）外输总量，园区环境风险源仍为主要化工企业生

产过程中大气环境风险物质泄露、水环境风险物质泄露以及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可能对大气、土壤、水环境造成污染。园区应严格执行企业准入制度、建立园区

的风险管理机构、制定应急预案，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为最大限度降低

危险物质运输对居民区、办公区等敏感点的影响，建议园区合理规划危险物质运

输路线。建议园区加强雨水排口管控，完善区域事故废水三级防控体系，提升区

域环境应急能力。 

3.9 碳排放评价 

《天津港保税区碳达峰行动方案（代拟稿）》提出，到 2025 年，单位地区生

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确保完成上级下达指标，绿色低碳能源利用比例

显著提高，为实现碳达峰奠定坚实基础；到 2030 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

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持续下降，绿色低碳能源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如期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目标。 

园区现状企业尚未完全达产，碳排放量尚未达到峰值。规划近期重点项目将

于 2025 年建成投产，这些项目的实施将促使能源消耗产生小幅增加；规划远期

项目的能源需求增幅较小，因此，园区碳排放总量于 2030 年前达峰基本可行。

资源承载力评估 

规划实施后，园区可利用水资源包括常规及非常规水资源，非常规水资源包

括再生水和海水淡化水，水资源充足。 

临港新材料产业园总面积约 6.29km2，剩余可利用土地面积和企业内尚余建

设用地闲置待开发，建设用地存量充足。 

园区热源为天津渤化永利热电有限公司，蒸汽供应能力充足，电力来源均引

自临港区域的主变电站，燃气全面接驳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气源，天然气供

应来源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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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方案综合论证和优化调整建议 

4.1 规划综合论证 

规划的实施充分利用园区突出的产业基础优势和区位优势，整合优化产业链，

将临港新材料产业园打造成为全国高效、绿色、循环、低碳协调发展的工业示范

区、北方化工新材料产业高地、环渤海大湾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从此角度看，

规划定位是合理的。 

规划的实施优化存量、延伸产业链、绿色低碳发展，有利于形成产业集群、

循环经济，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条，构建资源科学配置、产业耦合和产品互补

的协同发展格局。规划远期完成渤化永利将完成“煤改燃”锅炉改造、煤气化装置

撬装改造，可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有利于园区绿色低碳发展。 

临港新材料产业园内目前剩余未使用土地占企业已批用地的 20%。这些闲

置用地具备购地、用地手续，具有优化提升的空间和产业基础，企业可以充分利

用内部剩余用地，规划用地布局合理。 

4.2 规划优化调整建议 

近年来，区域城市空气质量得到持续改善，但污染尚未得到根本性控制，规

划是以化工产业为主，园区应进一步明确区域减排工程，以确保规划实施后区域

大气环境质量得到改善。 

规划实施后污水产生量增加，规划提出扩建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以满足污水

处理需求。建议园区结合规划重点项目实施进度，尽快落实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为园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保障。 

园区再生水资源充足，建议园区优化水资源利用，区内企业应优先利用再生

水资源和海水资源。针对不同用水水质需求，实行分质利用、分级管理、节约使

用，合理设置再生水分级利用方案，提升园区再生水回用率。 

建议根据临港湿地生态补水跟踪评估结果，构建临港区域水系循环体系，通

过建立湿地与景观水系水利联系，充分发挥湿地深度净化功能，在改善区域水环

境的同时，完善区域生态链和生态网络，提升生态系统完整性和服务功能。 

建议加强园区雨水排口管控和初期雨水管理；加快推进环境应急联动机制建

设，加强信息互通共享、联合监测、 协同处置，积极探索会商共议、互通互动

机制通过加强日常环境风险 管理，硬件设施与日常管理相结合，提高区域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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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风险防控能力。 

园区部分尾水受纳水体为临港湿地和渤海海域，建议加强后期生态补水区域

的跟踪监测和跟踪评估，同时考虑累积影响，应开展长期毒性效应和生物体累积

影响研究。 

5 环境影响减缓对策措施 

5.1 环境风险防范对策 

（1）强化风险防控体系一体化建设及上下级联动；（2）降低重大危险源在

线量；（3）实施园区封闭管理，加强对危险化学品运输的风险防控；（4）加强海

域污染事故风险防范。 

5.2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产品绿色升级。（2） 持续削减煤炭消费

总量。（3） 优化交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运输体系。（4） 强化VOCs全流程、

全环节综合治理。 

5.3 水污染防治措施 

（1） 推进工业绿色转型。（2）加大非常规水源利用。（3） 建 设 完 善

的园区排水系统。（4） 建设完善的在线监控系统。 

5.4 土壤、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1） 严格控制涉重金属行业污染物排放。（2） 严格防范工矿企业用地

新增土壤污染。（3） 督促重点监管单位严格落实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制度，

进一步落实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方案、有毒有害物质排放报告和地下储罐信息报备。

（4） 扎实推进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5） 开展污染源周边地

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 

5.5 固废污染防治措施 

（1） 提高企业清洁生产水平。（2） 创建无废工厂，推动企业危险废物

减量化、资源化；加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合规管理，提高综合利用率。（3） 建

立健全危险废物安全监管与环境监管联动机制。 

5.6 噪声及振动防范措施 

（1）合理规划和布局交通干线两侧用地。（2）加强交通噪声管理。（3）加

强企业主要噪声源治理，确保厂界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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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碳减排措施 

（1）完善园区企业能源、资源利用数据，推动实施园区内全部企业纳入碳

排放量核算报告制度。（2）推动园区企业实施技术升级改造，提升企业清洁生产

水平，探索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改造提升技术的有效实施。

（3）探索节能降耗、减污降碳综合管理体系和制度。（4）抓好企业节能改造，

推动锅炉、电机、治污设施等节能降耗，提高设备自动化、智能化运行水平；鼓

励企业提升绿色能源、绿色燃料的使用占比，减少源头排放；鼓励企业实施循环

经济，统筹利用园区各类上下游资源。（5）鼓励企业对高浓度有机废气实施分级

回收利用和高效处理；鼓励企业运输大宗物料使用铁路、管道或水路运输，厂区

内或短途接驳车辆优先使用新能源车辆、管道或是管状带式输送等清洁运输方式。 

6 “三线一单”分区管控要求 

结合园区规划产业和布局，衔接天津市和滨海新区“三线一单”环境管控单

元划定及分区管控要求，规划新材料产业园整体划定为重点管控区，分区管控要

求见下表。 

表 1 规划区分区管控要求 

维度 管控要求 

空间

布局

约束 

1、执行总体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空间布局约束准入要求。 

2、执行《天津市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管理规定》中关于林带的管理规定。 

3、工业项目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得采用国家、天津市和滨海新区淘汰的或

禁止使用的原料、工艺、技术和设备；不得建设生产工艺或污染防治技术不成熟

的项目；新建工业项目生产技术和工艺、产排污水平及环境管理等方面应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 

4、除改扩建、技术改造、安全环保、节能降碳、清洁能源以及依托所在区域原

材料向下游消费端延伸的化工新材料等项目外，原则上不再安排其他石化化工项

目。 

5、不增加化工园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氢气除外）产品产量且不增加危险

化学品（氢气除外）外输总量。 

6、逐步淘汰占地规模大、环境绩效低以及落后产能企业。 

污染

排放

管控 

1、执行总体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污染物排放管控准入要求。 

2、强化工业集聚区水污染治理监管，确保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达标排放。 

3、工业直排海污染源全面实行稳定达标排放。 

4、优化铁路-公路-水运相结合的运输结构。 

5、加强化工企业 VOCs 排放管理，严格按照排放标准要求，全面加强精细化管

理，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6、强化制造业和涉涂装工艺的企业的 VOCs 排放管控。 

7、围绕家具制造、集装箱、机械设备制造、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企业，积极推

广使用低 VOCs 含量涂料、油墨、胶粘剂和清洗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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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加强石化、化工行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控制管理。 

9、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化工行业大力推广采取节能型流程、使用高效

催化剂等节能减碳路径。 

10、加强园区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及危险废物处理处置管理。 

11、严格执行天津市、滨海新区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量替代要求。 

12、严格控制生产和使用 VOCs 含量高的建设项目，建立排放源清单，建立完善

源头、过程减排、末端治理全过程全环节 VOCs 控制体系。 

13、严格煤炭监管，加强煤质管控，配合开展汽运煤炭车辆专项联合执法，严把

煤炭准入关、运输关、堆存关、集疏港关。加强工地与裸地扬尘治理，对控尘措

施不到位的由保税区及时督促整改。 

14、实施重点行业 NOx 等污染物深度治理，实施石化等行业深度治理，严格控

制物料储存、输送及生产工艺过程无组织排放。燃气锅炉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不高

于 50mg/m3。 

15、推进初期雨水收集、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16、加强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污染防控，完善防扬撒、防流失、防渗漏等设

施。 

17、强化一般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处置管理。 

环境

风险

防控 

1、执行总体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环境风险防控准入要求。 

2、做好工业企业土壤环境监管。 

3、建立并完善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污染防控方案，完善防扬撒、防流失、防

渗漏等设施。 

4、完善天津港保税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加强滨海新区、天津港保税区、临港

经济区以及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联动；完善企业风险预案，强化区内环境风险企业

的风险防控应急管理水平。 

5、开展对重点排污、涉重、污水处理厂及其周边用地的土壤环境监测。 

6、加强退出企业地块再利用的土壤环境调查评估。 

7、加强区内搬迁、拆除企业搬迁、拆除过程的风险防控，制定应急预案，避免

带来环境影响和环境风险。 

资源

利用

效率 

1、执行总体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资源利用效率准入要求。 

2、提高非传统水资源利用率。 

3、推动用水大户以及有条件的绿化、环卫作业使用再生水。利用污水处理厂再

生水等水资源，增加园区地表水生态补水量。 

7 评价结论 

临港新材料产业园总体规划（2022-2035 年）符合国家、天津市及滨海新区

的区域国民经济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征求意见稿）以及石化化工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同时也符合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规划要求，与区域生态和环境

功能区划相协调。在严格落实本次规划环评提出的优化调整建议，以及各项环境

减缓对策和措施，积极开展生态园区建设的前提下，可将规划建设对周围环境的

不利影响最小化并控制在环境可接受的范围内，从环境保护角度论证，规划方案

具备环境可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