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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生态保护红线监督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生态保护红线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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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保护红线工作，多次强调

“对于生态保护红线，全党全国要一体遵行，决不能逾越。”

“在生态保护红线方面，要建立严格的管控体系，实现一条

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

性质不改变。”

环境保护法规定，“国家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

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

红线的若干意见》要求，“落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体责

任，强化生态保护红线刚性约束，形成一整套生态保护红线

管控和激励措施”。《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

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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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格管控，严格实施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完善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开展生态系统

保护成效监测评估”。《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状况监

测评估，“加强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依法加大

生态破坏问题监督和查处力度”。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环

境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生态环

境部负责“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承担“生

态保护红线相关监管工作”。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是我部的

重要职责。

二、起草过程

为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工作，2015 年，原环境保护部

开展了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试点工作并印发《生态保护红线管

理办法（试点试行）》。结合试点经验，2018 年 5 月，原环

境保护部起草了《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暂行）（征求意

见稿）》，并征求了国务院相关部门及地方生态环境部门意

见。

国务院机构改革后，根据《生态环境部职能配置、内设机

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立足生态环境部门生态环境监督职责，

聚焦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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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的目标，经全面梳理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对接党中央、

国务院有关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的最新要求，我部起草了行政

规范性文件《生态保护红线监督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办法》），建立了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

体系。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 18 条，主要包括：

（一）目的依据、适用范围和原则。从第一条到第三条，

通过梳理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相关法律政策依据，确定生态保

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的目的依据、适用范围和监督原则。

（二）监督主体和事项。从第四条到第六条，立足生态

环境部门生态环境监督职责，明确“谁来监督”，规定了生

态环境部门职责分工，通过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以及生

态保护红线调整方案，生态保护红线面积、范围、用地性质

的变化情况，生态功能状况及变化情况，人为活动情况，生

物多样性保护情况，违法违规生态破坏问题及整改情况，生

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情况，制度制定与落实情况以及法律法

规规定的其他事项等 9 项监督事项。

（三）监督措施。从第七条到第十四条，明确“怎么监

督”，通过有限准入人为活动监督、调整方案监督、生态监

测、生态状况调查评估、生态破坏问题监督、生态环境保护



4

综合行政执法、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成效监督评估、建设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等开展监督，明确监督措施。

（四）监督结果应用。第十五条明确“监督结果如何应

用”，通过将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纳入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成效考核，监督结果作为有关示范创建评选工作的重

要依据、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送相关机关和部门依法依规依纪处

理等方式，强化监督结果应用，形成监督闭环。

（五）附则。从第十六条到第十八条，明确省级生态环

境部门可结合本行政区域具体情况，参照本办法，制定本行

政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监督办法。各类污染排放和自然保护地

监督工作，按照已有法律法规规定执行。同时，规定了办法

的解释权和生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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