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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绿会政研室针对自然资源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

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提出了三点建议，希望增加监测周期、资源节约方

面和修复种类方面的细节，以便更好的落实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张永飞.关于《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的三点建

议.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8 卷第 2期，2022 年 6 月.ISSN2749-9065

自然资源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

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规划》）。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

色发展基金会（简称绿会）政研室高度重视，认真组织研究学习，并结合生物多

样性和绿色发展实践工作，对《规划》实施提出如下建议：

一、调整第二章“总体要求”的“基本原则”，增加“坚持节约优先，实施

有限修复”的规定

《规划》是我国重大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重要意义。

其中第四章设计的九大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覆盖面广、投资大、

周期长，且可能见效慢。因此，根据我国现有国情，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特

别要坚持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必须坚持节约优先”的指导思想。

《规划》作为政策性框架文件，对涉及的有关省份具有极大的影响，若缺失

原则性规定要求，不深入开展生态环境尤其是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可能会导致

各地大干快上，全面甚至过度修复现象频发，一方面浪费国家宝贵的财政资源，

另一方面生态修复的效果显微，甚至与《规划》设计的初衷相悖。因此，基本原



则中建议增加“坚持节约优先，实施有限修复”的内容，从顶层设计上进行源头

控制。

二、在第五章“保障措施”中，增加长期监测和信息公开的规定

《规划》设计的九大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体量规模巨大，必将引发广

泛的国际和国内关注。为实现生态保护和修复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建

议在保障措施中设立长期监测机制，并保障其有效实施，可以设定未来 5-50 年

宏观尺度的长远监测上，保证修复成效。同时，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全过程公开

保护和修复资金使用情况，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三、在第四章“海岸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中，增加对海草床的修

复

近年来，科学家已在位于渤海湾近海的曹妃甸龙岛及邻近海域发现了国内现

存已知温带海域面积最大的鳗草海草床，核心区面积约有 30 平方公里。海草被

誉为“海洋之肺”，是保护海岸的天然屏障，为海洋中的多样生命提供了重要的

栖息地。作为缓解和适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海草为应对气候变化影响提供了

强有力的自然解决方案。

目前《规划》第四章“海岸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点工程”中的“黄渤海生态

保护和修复”部分，缺失对海草床的修复内容，建议补充增加。

希望自然资源部在《规划》实施中采纳相关建议，中国绿发会将全力协助配

合相关工作，落实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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