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程 

一、立项背景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新形势下

就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我国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方

面的制度创新。2017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厅字〔2017〕2 号），

明确了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总体要求、阶段目标。2019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

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厅字〔2019〕48号），明确生态

保护红线划定要求及管控措施；2020年 3 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

局联合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要求各地区要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

切实做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评估调整）工作，确保划定成果权威、

科学、可执行。 

二、项目资金来源 

项目资金由财政全额出资。 

三、项目建设整体设计、技术、实施过程、质量、运行等情况 

1.强化顶层设计，明确调整规则。根据自然资源部相关要求，结

合甘肃实际，制定了《甘肃省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技术方案》，评

估调整以全国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遥感影像等数据为基础，以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适宜性评价成果为依据，对原生态保护红线边界

重新勾绘和纠偏，确保边界合理清晰、精准落位，同时，将整合优化

后的自然保护地以及经评估的生态功能极重要、极脆弱等区域划入生



态保护红线，在确保应划尽划、应保尽保的基础上，逐图斑比对核实

原生态保护红线内永久基本农田、耕地、城镇村、合法矿业权、重大

基础设施以及有关规划情况，客观分析矛盾冲突，针对性地细化和提

出适合甘肃省的调整规则和标准。 

2.突出组织协调，实现多级联动。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工作启

动后，报请省政府成立了甘肃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和管理工作领导小

组；联合省生态环境厅、省林草局制定印发《甘肃省生态保护红线评

估调整工作实施方案》，成立省级评估调整工作专班，专人专责专班

推进工作。划定工作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县级优化、市级把

关、省级统筹”的方式，先后组织市县完成了“四上四下”四轮生态

保护红线评估调整成果修改完善和三轮省级修改完善。修改完善过程

中深化衔接合作，与省林草局建立协同推进机制，按照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草局联合召开的系列推进视频会精神和最新要求，从行政、技

术层面分别进行深入对接，深化技术合作、联合开展办公，重点就其

中永久基本农田、一般耕地、镇村等矛盾冲突处理原则基本达成一致，

确保自然保护地科学纳入生态保护红线。 

3.加强过程把控，保证划定质量。制定《甘肃省生态保护红线评

估调整审核细则》、研发数据库质检软件，对各级成果质量进行严格

把关。同时充分借助外脑，组织我省业内知名专家对成果进行审查，

多轮次征求省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和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市

州意见。成果修改完善过程中与部专家组进行了技术对接，同时会同

省林草局共同参加了 2 次国家技术会审工作，针对国家技术审查组反



馈意见，逐项梳理分析，对评估调整成果再次集中进行了修改完善，

并通过现场对接、视频会议等方式，与陕西、四川、青海、宁夏、内

蒙、新疆等周边省份进行了省际接边工作。 

4.坚持划管结合，兼顾保护发展。坚持“划管结合”的总体思路，

划定过程中选择陇南、甘南、临夏等市州重点地区进行实地踏勘。一

方面，积极推动各类矛盾冲突和历史遗留问题科学合理解决；另一方

面，结合甘肃省各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项目建设对生态保护红线进

行了局部优化，确保在生态功能不改变、质量不降低的前提下，为发

展合理预留空间。划定红线的同时还明确了具体管控规则和动态更新

机制，保障了生态保护红线的实施与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