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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国

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和《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

作的意见》，加强我国生态保护工作，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提

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制定本规划。

一、面临的形势

（一）“十一五”以来工作进展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工作，将维护国家生态

安全、改善生态环境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十一五”以来，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综合治理措施，持续加大

生态保护力度，生态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我国生态环境整体恶

化态势趋缓，局部地区生态环境呈现改善的势头。

1111....区域生态功能保护工作得到加强区域生态功能保护工作得到加强区域生态功能保护工作得到加强区域生态功能保护工作得到加强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得到进一步加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

划》、《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国家重点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纲要》

和《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先后颁布实施，加强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保护和管理成为我国生态保护的战略任务，甘南黄河水

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开展了综合治理。自然生态系

统保护与恢复力度不断加大，各类生态系统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对

气候变化的响应和反馈研究工作全面铺开。

资源开发的生态监管不断加强。国务院颁布实施《规划环境影

响评价条例》，相关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做好全面整顿和规范矿

产资源开发秩序工作的通知》、《关于防范尾矿库垮塌引发突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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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通知》和《全国生态旅游发展纲要》等重要文件，加强了矿

产资源和旅游资源开发的生态保护和监管。

生态补偿政策实践取得积极进展。环境保护部颁布实施《关于

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积极参与和推动生态补偿立

法。财政部印发《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 2010 年，

对 451 个县实施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浙江、宁夏、海

南、江西等多个省（区）开展省域内的生态补偿政策实践探索。跨

省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于 2010 年底启动。

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全面启动。逐步开展全国生态环境监测与评

价工作，以及太湖、巢湖、滇池及三峡库区的藻类水华监测工作。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状况评价工作、河流健康评价体

系研究工作以及汶川灾后和玉树震后的生态环境评估、保护和恢复

工作先后开展。

2222....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推进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成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国家委员会，完善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工作协调组和生

物物种资源保护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发布实施《全国生物物种资源

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功开展 2010 国际生物

多样性年中国活动。

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部联合相关部门

开展了全国重点生物物种资源调查，完成了相关物种编目和调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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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指导 31 个省（区、市）开展生物多样性评价，生物多样性科研

和监测能力得到提升。

生物安全管理进一步完善。建立外来入侵物种防治协作机制，

开展外来物种调查和治理除害工作，对黄顶菊、薇甘菊、福寿螺、

紫茎泽兰等 22 种具有重大危害的农业外来入侵种进行了全面普查。

联合中科院发布《中国第二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在重点地区开展

重点转基因作物环境释放及其潜在危害的监测调查，联合国家质检

总局制定《进出口环保用微生物菌剂环境安全管理办法》、《环保用

微生物菌剂检测规程》等。

国际合作与交流取得成效。积极履行国际公约，提交了多次履

约报告，顺利履行了有关国际公约的各项规定义务。积极参与国际

谈判和相关规则制定，开展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ECBP)等一系

列合作项目，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保护政策和技术

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3333....自然保护区管理自然保护区管理自然保护区管理自然保护区管理显著显著显著显著加强加强加强加强

自然保护区的布局体系初步建立。“十一五”期间，新建各类自

然保护区 192 处，新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6 处。到 2010 年底，我

国已经建立 2588 个自然保护区（不含港澳台地区），总面积为 149.4

万平方公里，陆地自然保护区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 14.9%，其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 319 个，面积约 93 万平方公里。已初步建立了

布局较为合理、类型较为齐全的自然保护区体系，85％的陆地生态

系统类型、40％的天然湿地、85％的野生动物种群、65％的野生植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6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