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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重庆市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

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实施方案的通知

渝府办发〔2023〕32 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实施方案》已

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 年 4 月 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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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

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

保护修复的意见》（国办发〔2021〕40 号）精神，加快推进我市

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促进生态系统质量整体改

善，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通过建立完善我市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制度体系，激发

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活力，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

推进“山水之城·美丽之地”建设。2023—2024 年，逐步形成社

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制度体系；到 2025 年，社会资本参与生

态保护修复工作局面全面打开，基本形成“政府主导、政策扶持、

社会参与、科学修复、市场运作”的生态保护修复模式，生态保护

修复工作取得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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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任务

（一）科学储备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各区县（自治县）和两江

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以下统称区县）、市

级有关部门要强化规划引领，按照“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跟着项

目走”的原则，科学合理安排各类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建立生态保

护修复项目储备库。对涉及重点生态功能区、具备集中连片示范效

应的项目，可按照“事权财权”管理要求，纳入市级各类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储备库。对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应优先纳入储备库，并给

予财政资金支持。（责任单位：各区县政府，市规划自然资源局、

市财政局）

（二）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激励制度。市级有关部门要立足

职能职责，建立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激励

制度。各区县要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修复后的集体农用地经营

权依法流转给生态保护修复主体；对修复后符合规划的集体建设用

地，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纳入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市

规划自然资源局要建立完善用地激励制度，对参与集中连片生态保

护修复项目，并达到预期目标的社会投资主体，允许依法依规取得

一定份额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用于旅游、康养、体育、设施农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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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业开发，其中生态保护修复规模达到 100 公顷及以上的，可

配置修复面积 3%（最多不超过 10 公顷）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生态

保护修复规模在 100 公顷以下的，可配置修复面积 5%（最多不超

过 3 公顷）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市林业局要建立完善林草地使用激

励制度，对社会资本参与以林草地修复为主的项目，在符合功能定

位且不破坏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允许利用不超过 3%的修复面积，

从事生态产业开发。（责任单位：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林业局，

各区县政府）

（三）建立完善方案编制及审批制度。市规划自然资源局要牵

头建立完善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与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同步编制

及审批制度，明确编制大纲及审批流程。区县政府要组织相关部门

科学编制生态保护修复方案，根据工程需要，将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区域内各类空间用地规模、结构、布局和时序纳入方案（涉及永久

基本农田的，不得改变用途或调整位置），经广泛征求意见后按程

序报批实施。涉及农用地转用等审批的，要按程序及时办理审批手

续。（责任单位：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各区县政府）

（四）建立完善生态保护修复主体公开竞争引入制度。市级有

关部门要建立完善生态保护修复主体公开竞争引入制度，将生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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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修复方案、相应的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各类指标转让及支持

政策等一并公开，通过竞争方式确定生态保护修复主体暨自然资源

资产使用权人。区县政府应在社会资本取得生态保护修复资格暨自

然资源资产使用权后，与其一并签订生态保护修复协议、相关自然

资源资产产权合同。（责任单位：各区县政府，市规划自然资源局、

市林业局）

（五）建立完善关联收益交易分配制度。市级有关部门要建立

完善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关联收益交易机制，支持项目产生

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和碳汇增量等指标进行核证交易。各区县要

建立完善相关收益分配制度，并在生态保护修复协议中明确社会资

本收益分配比例，保障其合法权益。（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发展改革委、重庆土交所公司，各区县政府）

（六）规范资源合理化利用。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施工中新产生

或项目区遗留的土石料，河道疏浚产生的淤泥、泥沙，以及优质表

土和乡土植物，可无偿用于本项目；确有剩余的，区县政府要依法

依规组织进行公开交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依法保障社会资本

的合理收益。市林业局要组织开展人工商品林自主采伐试点，明确

森林经营方案编制要求；对采伐经济林、能源林、竹林以及非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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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林木的，允许依据森林经营方案或规划自行设计，引导社会资本

依法依规自主决定采伐林龄和方式。（责任单位：市规划自然资源

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各区县政府）

（七）完善财税金融支持政策。各区县要充分发挥政府投入的

带动作用，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土地复垦、环境保护、节能节

水等相应税收优惠政策。市林业局要探索制定将社会资本投资建设

公益林纳入公益林区划的相关条件，以及同等享受相关政府补助的

支持政策。在不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前提下，建立完善金融机

构参与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机制，拓宽投融资渠道，优化信贷评审方

式，积极开发适合的金融产品，按市场化原则为项目提供中长期资

金支持。推动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加大对

生态保护修复的投资力度。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绿色债

券，用于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责任单位：各区县政府，市财政局、

市林业局、重庆市税务局、人行重庆营管部、重庆银保监局、重庆

证监局、市金融监管局）

（八）开展重点领域生态保护修复示范。各区县要依据市级相

关规划，在大巴山、大娄山、武陵山、三峡库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

开展以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流失和石漠化综合治理、流域系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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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森林质量提升、消落区治理、国土绿化试点示范等为重点的自

然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示范；在潼南区、铜梁区、荣昌区等粮食和农

产品主产区，开展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为重点

的农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示范；在中心城区以及其他区县城镇区

域，开展以城中山体保护修复为重点的城镇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示

范；在綦江区、永川区、奉节县、万盛经开区等重点采矿区，开展

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和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责任单位：各区

县政府，市发展改革委、市林业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委、市

规划自然资源局）

三、实施保障

（一）加强组织保障。市级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强化政策

协同，加强沟通协调，加强业务指导和法律法规政策宣传引导，建

立健全统筹协调机制。要制定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细化操作程

序，畅通社会资本参与渠道。要将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

护修复纳入相关市级专项规划，切实保障社会资本合法权益，增强

长期投资信心。

（二）落实主体责任。各区县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

工作统筹，结合本区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及本底条件，探索开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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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试点。要将生态保护修复储备项目纳

入区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清单，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有条件的区县

要积极运用金融、税收、价格等政策，引导和鼓励更多社会资本投

入生态保护修复。

（三）强化监督管理。加强督察和执法，全程全面依法监管，

严格规范行为，严格按照经批准的方案实施，坚决杜绝借生态保护

修复之名行开发之实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建立信用监管机制，实

现跨地区跨部门奖惩联动。畅通维权诉讼渠道，为社会投资主体营

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维护其合法权益。

附件：重庆市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实施方案

主要任务分工

附件

重庆市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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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实施方案主要任务分工

序

号
主要任务 具 体 内 容 责任单位

1

科学储备

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

科学合理安排各类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建立生态保护修

复项目储备库。

各区县政府，市

规划自然资源

局

2

对涉及重点生态功能区、具备集中连片示范效应的项

目，可按照“事权财权”管理要求，纳入市级各类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储备库。

市规划自然资

源局，各区县政

府

3
对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应优先纳入储备库，并给予财政

资金支持。

市财政局，各区

县政府

4

建立自然

资源资产

产权激励

制度

建立完善用地激励制度。

市规划自然资

源局，各区县政

府

5 建立完善林草地使用激励制度。 市林业局，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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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

6 建立完善

方案编制

及审批制

度

建立完善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与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

同步编制及审批制度，明确编制大纲及审批流程。

市规划自然资

源局，各区县政

府

7
科学编制生态保护修复方案，经广泛征求意见后按程序

报批实施。

各区县政府，市

规划自然资源

局

8
建立完善

生态保护

修复主体

公开竞争

引入制度

建立完善生态保护修复主体公开竞争引入制度。
市规划自然资

源局

9

在社会资本取得生态保护修复资格暨自然资源资产使

用权后，与其一并签订生态保护修复协议、相关自然资

源资产产权合同。

各区县政府

10

建立完善

关联收益

交易分配

制度

建立完善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关联收益交易机

制，支持项目产生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和碳汇增量等

指标进行核证交易。

市生态环境局、

市规划自然资

源局、市发展改

革委、重庆土交

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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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建立完善

关联收益

交易分配

制度

建立完善相关收益分配制度，并在生态保护修复协议中

明确社会资本收益分配比例，保障其合法权益。
各区县政府

12

规范资源

合理化利

用

依法依规组织对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施工中剩余的土石

料，河道疏浚产生的淤泥、泥沙，以及优质表土和乡土

植物进行公开交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依法保障社

会资本的合理收益。

各区县政府，市

规划自然资源

局、市水利局、

市林业局

13

组织开展人工商品林自主采伐试点，明确森林经营方案

编制要求；对采伐经济林、能源林、竹林以及非林地上

林木的，允许依据森林经营方案或规划自行设计，引导

社会资本依法依规自主决定采伐林龄和方式。

市林业局，各区

县政府

14

完善财税

金融支持

政策

充分发挥政府投入的带动作用，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

受土地复垦、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相应税收优惠政策。

各区县政府，重

庆市税务局

15
探索制定将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公益林纳入公益林区划

的相关条件，以及同等享受相关政府补助的支持政策。

市林业局、市财

政局

16 建立完善金融机构参与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机制，拓宽投 人行重庆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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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渠道，优化信贷评审方式，积极开发适合的金融产

品，按市场化原则为项目提供中长期资金支持。推动绿

色基金、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加大对生态

保护修复的投资力度。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绿

色债券，用于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部、重庆银保监

局、重庆证监

局、市金融监管

局

17

开展重点

领域生态

保护修复

示范

在大巴山、大娄山、武陵山、三峡库区等重要生态功能

区开展以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流失和石漠化综合治

理、流域系统治理、森林质量提升、消落区治理、国土

绿化试点示范等为重点的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示范。

有关区县政府，

市林业局、市发

展改革委、市水

利局

18

开展重点

领域生态

保护修复

示范

在潼南区、铜梁区、荣昌区等粮食和农产品主产区，开

展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为重点的农

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示范。

有关区县政府，

市农业农村委、

市规划自然资

源局

19
在中心城区以及其他区县城镇区域，开展以城中山体保

护修复为重点的城镇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示范。

各区县政府，市

规划自然资源

局

20 在綦江区、永川区、奉节县、万盛经开区等重点采矿区，有关区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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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和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 市发展改革委、

市规划自然资

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