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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山体保护与控制线划定技术方法研究与应用  

一、工程效益情况（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应量化） 

    经济效益：该研究依托的项目总合同额超过 1500 万元。成

果服务于济南市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划定的山体保护控制线为

济南市山体保护提供了依据。提出的山体修复治理方法被广泛应

用于济南市破损山体治理工程中，极大的改善了济南市生态环境，

经济效益价值巨大。 

    社会效益：山体保护控制线划定研究明确了山体保护范围，

留住了济南的“绿水青山”，增加了绿色面积和绿色视野，消除

了城区内的视觉污染，提升了“泉城”形象，创造了城市的整体

环境美。该成果为《济南市山体保护办法》的出台提供了基础。

《济南市山体保护办法》已经由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2018 年 5 月 1 日正式实施。它的颁布，为济南市的山体保护工

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产生了极大的社会

效益。 

    山体保护控制线划定成果为济南市山体保护相关政策制定、

规划编制等提供基础资料，为济南市保护山体资源，改善生态环

境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次研究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生态文明

建设目标一致，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具体体

现。山体的保护可以增加泉水补给，促进保泉工作，对济南市的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济南市破损山体修复工程修复了以往开山采石留下的破损

面，美化了山体周边环境，增加了济南市的森林和绿地面积，增

加绿色视野，消除了城区内的视觉污染，提升了“泉城”形象。

修复治理后的山体许多已经开发为城市公园供人们游玩，可以陶

冶情操，美化生活，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产生了良好的环境效益

和社会效益。山体修复治理信息系统对推动生态修复项目管理信

息化具有开拓意义，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中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 

    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获得各类奖项 16 次，发

表论文 1 篇，专利 1 项，形成地方法规 1 个，专项规划 1 个，软

件著作权 6 个，为我国的山体保护和修复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经济效益应量化：济南市山体保护控制线划定研究，一方面

保护了山体不受到破坏，另一方面修复了以往开山采石留下的破

损山体。据统计，2007 年~2016 年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共治

理破损山体 165 座、治理破损面积 1860 万平方米，通过治理，

恢复了地质地貌景观，改善了治理区的生态环境，取得了较好的

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山体上的绿化苗木单位面积产值较

高，可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二、工程运行开始时间及运行的稳定状况 

    建立了济南市山体名录，为《济南市山体保护办法》和《济

南市山体保护规划》的出台提供了基础依据。划定的山体保护线

已纳入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一张图”管理系统，济南市相

关部门在制定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用地审批时必须参考和避让



山体保护控制线，该成果被社会各界广泛应用。济南市南部山区

是泉水的直接或间接补给区，山体的保护对济南市的保泉工作具

有重要意义，相关成果已经纳入《济南市名泉保护总体规划》。

研究提出的破损山体治理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济南市及其他地市

的山体生态修复工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