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共同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的实施意见

渝规资〔2021〕428 号

重庆市各区县（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四川省各市（州）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着眼新发展阶段、经略西

部腹地、完善区域布局、促进协同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根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结合重庆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四川省自然资源厅签订的《深化规划和自然资源领域合作助

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合作协议》，现就全面深化川渝两地国土空间生态修

复领域合作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牢固树立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深化川渝两地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领域合作，协调规划引领和管控，共同推进长江等“六江”生态廊道建设，谋划

和实施一批生态修复重大工程，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实现两地生态共建共享。

二、重点任务



（一）强化规划引领。加强两地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协同与衔接，共同确

定生态修复重点区域，研究提出定期评估、动态监测、适时预警、优化调整规则，

完善规划实施机制。加快推进各市、县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明确编制

要求，细化目标任务，重点加强毗邻地区规划统筹，共同推进区域山水林田湖草

一体化保护修复，共筑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共同编制《“六江”生态廊道建

设规划（2021-2035 年）》，围绕长江、嘉陵江、乌江、岷江、涪江和沱江等

重点流域，统筹上下游、左右岸、水陆域开展生态缓冲带和生态隔离带建设，连

通生态廊道，重塑自然岸线，保持长江流域生态原真性和完整性。

（二）强化项目协同。共同争取国家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项目支持，

开展秦巴山区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修复工作，保护和恢复野生动物栖息

地生境，增强区域生态涵养能力，全面提升生态服务功能；开展长江上中游岩溶

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增加林草植被覆盖度，全面改善严重石漠化区域生态状况，

增强山地系统稳定性，遏制区域水土流失。加强与贵州省的协同，统筹谋划实施

乌江、赤水河等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将流域岩溶石漠

化治理、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水生态保护修复、天然林保护等纳入到重大工程中，

统一规划分批实施，系统解决流域生态退化问题。开展生态廊道建设，以长江中

上游干流为主脉，其他主要支流、湖泊、水库、湿地等为支撑，完善生态网络，

分区分类科学施策，形成以上游水源涵养、中游水土保持、下游河湖湿地保护为

一体的全流域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体系，提高流域生态稳定性、景观特色性和功能

完善性。



（三）深化市场化改革。探索建立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共同争取国家层面

关于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补偿政策，设立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补偿基金，加大对

“六江”生态廊道等上游屏障地区倾斜支持。抓住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的

重大契机，深化区域生态修复投融资体制改革，积极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

生态修复市场体系，加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充分运用经济杠杆加大生态保护

修复投入，探索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本、政策性金融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机

制。加快研究“两山”理论转化路径，通过统筹推进生态修复各类项目，搭建跨

区域生态产品交易平台，打通生态产业链条，盘活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探索“碳

中和”生态修复路径。

（四）协调机制体制。加强协作联动，建立成渝地区生态修复协调机制，协

调跨流域、跨区域生态保护修复。推进生态修复能力现代化建设，全面实施生态

修复信息化管理，实现两地生态修复数据信息共享和交互，提升生态修复科技支

撑能力。推进生态修复技术体系研究，共同制定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的标准规范，逐步统一生态修复各类标准。搭建川渝两地生态修复政策一体化平

台，逐步统一区域生态修复政策，加强两地生态修复战略对接、政策衔接、功能

链接，逐步形成互惠高效的区域协同体系。

三、保障措施

（一）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建立生态修复共建联席会议制度，两地厅局分管

领导轮流召集联席会议，不定期磋商谋划重要规划编制、重大项目布局、重大改

革举措，加强信息沟通，及时解决两地生态修复合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二）健全工作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川渝两地生态修复共建共享制度体系，

明确两地共同开展生态修复的工作方案、年度实施计划，建立市场化推进生态修

复的工作规则，完善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交易制度和收益分配制度等。

（三）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争取国家支持实施川渝两地山水林田湖草重大工

程，加大地方财政资金对川渝两地生态修复重点区域生态修复项目的支持和倾斜

力度，加强各部门资金整合力度，积极探索政银合作、社会化投资等多元投融资

渠道。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组建川渝两地生态保护修复专家委员会，培养专

业人才队伍。加强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与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产学研

合作，加大科技攻关、标准制定、项目推广示范和科研成果转换力度，提升科技

支撑水平。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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