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工作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2018 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态

环境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规定生态环境部

负责“组织制定各类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制度并监督执法”，

承担自然保护地相关监管工作。

2018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生态环

境部门统一负责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整合相关部门对自然保

护地内进行非法开矿、修路、筑坝、建设造成生态破坏的执法权。

2019 年 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要求“实

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强化自然保护地监测、评估、考

核、执法、监督等，形成一整套体系完善、监管有力的监督管理

制度”，制定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督办法。

为切实履行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职能，生态环境部组织

编制了行政规范性文件《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工作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作为生态环境部门履行自然保护地生

态环境监管职责的内部工作规定，为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履行自然

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职责提供指导和依据；明确自然保护地生态

环境监管的各项制度，建立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制度体系；

细化各项监管制度措施的具体工作要求，完善程序性规定，依法

依规有序开展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工作。

生态环境部于 2018 年启动《暂行办法》的编制工作。在编



制过程中，通过专家咨询会、调研座谈会、征求意见函等形式，

广泛征求了相关部门、地方和专家的意见，有关意见和建议已充

分吸收采纳。在此基础上，形成《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原则

在《暂行办法》起草过程中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充分吸收自然保护区监管工作已有的经验做法。《暂

行办法》吸收了部门规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办法》的

相关制度规定，如管理评估、执法检查等，同时也充分吸纳了近

年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自然保护区监管工作的经验做法，

如：人类活动遥感监测、“绿盾”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

问题台账系统、管理评估、专项督察、公开约谈、评价考核等。

（二）全面规定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的各项基本制度。

生态环境部门的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基本制度包括：规划关

于生态环境保护内容实施情况的监督、设立和调整监督、生态环

境监测、人类活动遥感监测、保护成效评估、日常监督、强化监

督、生态环境综合执法等，对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施

监督，明确各项监督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具体程序。

（三）将各类自然保护地纳入监管范围实施分级监管。《暂

行办法》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纳入监管范围。明

确国家、省级和地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对于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的

监管职责。在属地分级监管的原则下，中央层面以国家级自然保

护地作为监管重点。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改革的总体要求，

执法主体主要在市县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自然保护



地日常监管。

（四）各项制度规定与自然保护地立法衔接。目前，自然保

护地体系尚未完全确立，各类自然保护地监管制度基础不同，其

中，自然保护区监管制度较为成熟，国家公园试点正在进行，而

自然公园整合尚未完成。因此，《暂行办法》充分考虑不同类型

自然保护地的管理基础，各项生态环境监管制度均为通用性、普

适性和原则性的规定，待自然保护地相关法律法规出台，再做衔

接和细化。

三、监管思路

（一）独立监管。机构改革后，根据“三定”规定，生态环

境部负责制定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制度并监督实施。这是党

中央、国务院赋予生态环境部门的独立监管权，各级生态环境部

门可依据职能组织开展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测、人类活动遥感

监测、保护成效评估、日常监督、强化监督、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执法等日常监管工作，也可根据工作需要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并

做好协调组织工作。

（二）全过程监管。生态环境部门对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的

监管以事中事后监督为主，不参与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和管理等具

体工作，主要通过会签审查、监测、评估、日常监督、综合执法

和考核等为主要抓手，对自然保护地规划的生态环境保护内容实

施情况、自然保护地设立调整情况、管理保护成效、人类活动状

况、开发建设活动等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对自然保护地生态环

境有影响的各个环节和各类行为均纳入监督范围。



（三）属地监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

十八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环境保护目标和治理任务，

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环境质量”，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自然保

护地生态环境质量负责，省级及以下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对本行政

区域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实施监管，生态环境部负责组织开展

全国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并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地作为监管

重点。

四、主要内容

《暂行办法》共 23 条，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

（一）第一条到第四条。共 4条，相当于总则。主要包括制

定目的、依据，适用范围、职责分工、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二）第五条到第十五条。共 11 条。主要是自然保护地生

态环境监管各项制度，具体包括：自然保护地规划的生态环境保

护内容实施情况的监督、自然保护地设立调整的监督、生态环境

监测、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和实地核实处理、保护成效评估、专项

督察、强化监督（绿盾）、日常监督、个案处理、督促整改和生

态环境综合执法。

（三）第十六条到第十九条，共 4 条。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

监管工作结果的处理和应用，包括违纪违法案件移送、监管措施

和要求、对违反监管要求的处理和监督工作成果的应用。

（四）第二十条到第二十三条，共 4 条。相当于附则。包括与其

他法律法规的衔接、地方参照、办法的解释和生效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