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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结合重大工程实施 积极推动生物质能源等特色产业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近日联合印发了《 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
》。这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层面出台的第一个生态保护和修复领域综合性规划。

 国家发展改革委农经司司长吴晓表示，《规划》部署了9项重大工程、47项具体任务。为确保《规划》落实到位，
围绕加强党的领导、加快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等4个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细化了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重大工程投入机制、发挥生态资源多重效益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以及工程组织、评估考核
、宣传引导等方面的有关要求。

 吴晓介绍说，《规划》对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作了系统规划，将重大工程重点布局在青藏高原生
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含黄土高原生态屏障）、长江重点生态区（含川滇生态屏障）、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
带、南方丘陵山地带、海岸带等“三区四带”，根据各区域的自然生态状况、主要生态问题，研究提出了主攻方向。

 根据《规划》，对集中连片开展生态修复达到一定规模的经营主体，允许在符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国土空间规划
、依法办理建设  用地审批手续、坚持节约集约用地的前提下，利用1%-3%的治理面积从事相关产业开发。建立健
全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探索研究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修复工程通过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参与
碳排放交易的有效途径。

 此外，对于《规划》在市场化机制方面的创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司长周远波表示，在政府投入的同
时，一定要通过释放政策红利，为社会资本、社会力量投入生态保护增加动力、激发活力、挖掘潜力，因此，《规划
》提出五项措施：

 一是要按照谁修复谁受益的原则，通过赋予一定期限的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这种产权安排，制定激励政策，鼓励社
会投资主体从事生态保护修复。

 二是要健全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盘活各类自然生态资源。

 三是要争取将生态保护和修复纳入金融系统重点支持的领域。

 四是要结合有关重大工程的实施，积极推动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生态养老、生物质能源等各种特色产业的发展。

 五是要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湖等休养生息的制度，要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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