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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林业局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 

《福建省生态公益林区划界定和调整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人民政府

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省政府研究同意,现将《福建省生态公益林区划界定和调整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福建省林业局              福建省财政厅 

2020年 2月 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闽林〔2020〕1号 

 
福建省林业局 
福建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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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生态公益林区划界定和调整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生态公益林建设、保护和管理，严格

生态公益林区划界定和调整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福建省生态公益林条例》

《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国家级、省级生态公益林区

划、界定、调整及其他相关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国家级生态公益林是由县级人民政府根据生态公益

林建设与保护规划，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在重点生态区位范

围内区划界定，并按国家有关程序批准公布的生态公益林。 

省级生态公益林是由县级人民政府根据生态公益林建设与保

护规划，按照我省有关规定和标准在重点生态区位范围内区划界

定，并经有关程序由省政府批准公布的生态公益林。 

第四条  生态公益林区划和调整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生态优先、科学布局。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指导，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目标为导向，以国土空间规划

为遵循，与生态保护红线相衔接，优先保障重点生态区位，因地

制宜、集中连片、合理布局，推动全省生态公益林布局、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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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更加合理，森林生态功能更加完善，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二）总量增加、优化提升。生态公益林调进的面积应不少

于调出面积。生态公益林增减平衡以县级为基本单元，以设区市

（含平潭综合实验区）为总量平衡单位，按照“区位调重、树种

调优、蓄积调高”要求，优化提升生态公益林质量。 

（三）依法引导、严格管理。在生态优先的前提下，保障林

权所有者、承包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规范区划界定，

严格调整审批，加强生态公益林管理。 

 

第二章  区划范围和标准 

 

第五条  生态公益林应当在林地范围内进行区划，并将森林

作为主要的区划对象。 

第六条  国家级生态公益林区划范围。 

（一）闽江源头。闽江（含金溪）源头，自源头起向上以分

水岭为界，向下延伸 20 公里、汇水区内江河两侧最大 20 公里以

内的林地。闽江（含金溪）流域面积在 10000 平方公里以上的一

级支流源头，自源头起向上以分水岭为界，向下延伸 10公里、汇

水区内江河两侧最大 10公里以内的林地。 

（二）闽江两岸。闽江（含金溪）干流两岸，干堤以外 2 公

里以内从林缘起，为平地的向外延伸 2 公里、为山地的向外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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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一重山脊的林地。河长在 300公里、且流域面积 2000平方公

里以上的一级支流两岸，干堤以外 2 公里以内从林缘起，为平地

的向外延伸 2公里、为山地的向外延伸至第一重山脊的林地。 

（三）国家公园中的林地。 

（四）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林地。 

（五）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的林地。 

（六）库容 6亿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周围 2公里以内从林缘起，

为平地的向外延伸 2 公里、为山地的向外延伸至第一重山脊的林

地。 

（七）列入国家重要湿地名录和湿地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且有林地面积占该重要湿地陆地面积50%以上的湿地周围2公里以

内从林缘起，为平地的向外延伸 2 公里、为山地的向外延伸至第

一重山脊的林地。 

（八）沿海防护林基干林带（含红树林）。在沙岸地段，从

海水涨潮的最高限起，向岸上延伸 200 米；在泥岸地段，从适宜

种植红树林或能植树的滩涂起，或从海水涨潮的最高限起向陆地

延伸 100 米；在岩岸地段，为临海 1 公里以内最高山脊的临海坡

面。 

（九）台湾海峡西岸第一重山脊临海山体的林地。 

第七条  省级生态公益林区划范围。 

（一）江河源头。汀江、九龙江、晋江、敖江、龙江、木兰

溪、交溪、漳江、萩芦溪、东溪、霍童溪河流干流及闽江流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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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支流大樟溪、尤溪、古田溪自源头起向上以分水岭为界，向下

延伸 10 公里、汇水区内江河两侧最大 10 公里以内的林地；闽江

流域河长 100公里以上的二级支流、敖江、汀江、九龙江、晋江、

龙江河长在 100公里以上的一级支流自源头起向上以分水岭为界，

向下延伸 5公里、汇水区内江河两侧最大 5公里以内的林地。 

（二）江河两岸。汀江、九龙江、晋江、敖江、龙江、木兰

溪、交溪、漳江、萩芦溪、东溪、霍童溪干流及其河长在 100 公

里以上的一级支流、闽江流域一级支流大樟溪、尤溪、古田溪及

河长 100 公里以上的二级支流，河岸或干堤以外 1 公里以内从林

缘起，为平地的向外延伸 1 公里、为山地的向外延伸至第一重山

脊的林地。 

（三）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林地。 

（四）库容 1亿立方米以上、6亿立方米以下的大型水库周围

1公里以内从林缘起，为平地的向外延伸 1公里、为山地的向外延

伸至第一重山脊的林地。 

（五）除基干林带外的沿海防护林。所称沿海防护林是指以

海岸为主线在临海乡镇建立的人工森林植被为主体的综合森林生

态防御体系。 

（六）列入省级重要湿地名录的湿地和省级以上湿地公园周

围 1 公里以内从林缘起，为平地的向外延伸 1 公里、为山地的向

外延伸至第一重山脊的林地。 

（七）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和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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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林地。 

（八）省政府批准划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林地。 

（九）省级以上森林公园核心景观区和生态保育区的林地。 

（十）铁路、高速公路、国道两旁 100 米以内从林缘起，为

平地的向外延伸 100米，为山地的向外延伸至第一重山脊的林地。 

（十一）环城市周边从林缘起到第一重山脊的林地。 

（十二）市级、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划定的自然保护区、保护

小区（点）的林地。 

（十三）其他生态区位重要或者具有特殊保护意义的森林和

林地。 

第八条  符合国家级和省级生态公益林区划范围的称为重点

生态区位。 

县级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开展重点生态区位落界，落界成果经

县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逐级上报省林业

局。 

本办法实施前已经划定的重点生态区位不再重新区划，因生

态区位变化等原因需要调整的，按前款规定执行。 

 

第三章  区划界定 

 

第九条  省林业局会同省财政厅负责全省生态公益林区划界

定的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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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林业等有关部门负责生态公益林具体范围

的区划界定工作，将生态公益林落实到山头地块，做到权属明确、

四至清楚、面积准确、集中连片，同时确定生态公益林的保护等

级。 

第十条  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按照《福建省生态公益林条例》

划分为三个保护等级。 

（一）一级保护，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区域的国家级和省

级生态公益林； 

（二）二级保护，为生态保护红线以外的国家级生态公益林；

生态保护红线以外属于江河源头、大中型水库周边、沿海防护林、

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省级以上森林公园核心景观区和生态保育

区的省级生态公益林； 

（三）三级保护，为除一级保护和二级保护区域以外的省级生

态公益林。 

第十一条  生态公益林的区划界定应当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

在生态公益林所在地进行公示，公示期为三十日。对非国有生态

公益林的区划界定，还应当征得林地、林木所有者的同意。公示

期满，利害关系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应当与林地、林木

所有者签订区划界定书。 

第十二条  生态公益林区划界定完成后，县级人民政府将生

态公益林的区划界定申报材料报设区市人民政府（含平潭综合实

验区，下同）审核同意后，由设区市人民政府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 8 — 

公布。属于国家级生态公益林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申报材料包括：申报文件、资源状况、林地林木权属情况、

区划界定成果报告、生态公益林叠加区位图层的位置图以及区划

界定统计汇总图表资料等。 

第十三条  区划界定的生态公益林经批准后，县级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对相关的森林资源档案进行林种变更，并通知

生态公益林所有者及时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同时做好相关区划

界定档案材料的保存。 

第十四条  《福建省生态公益林条例》施行前已经划定的生

态公益林不再重新区划界定。 

 

第四章  区划调整 

 

第十五条  生态公益林实行“总量控制、区域稳定、动态管

理、增减平衡”管理机制，遵循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 

第十六条  经区划界定的生态公益林不得擅自调整。因特殊

原因，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调整： 

（一）因生态公益林布局优化调整需要，将重点区位内商品

林调整为生态公益林，将重点生态区位外现有零星分散的生态公

益林调为商品林； 

（二）因国家公园、世界遗产地、自然保护区、保护小区、

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饮用水源保护区等范围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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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区发生变化需要调整生态公益林的； 

（三）根据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国土空间规划，需要调整生态

公益林的； 

（四）因自然灾害、项目建设导致生态公益林灭失且难以恢

复林业生产条件，需要调出生态公益林的； 

（五）因省级以上重点项目建设需要，省政府认为确需调整

生态公益林的。 

第十七条  生态公益林调整应确保调进面积不少于调出面

积。调进的要保证质量并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区划

范围；调出的应以不影响整体生态功能、保持集中连片为原则。 

第十八条  生态公益林的调进，应征得林权权利人同意，并

按照本办法第九、十、十一条规定做好区划界定工作。 

第十九条  生态公益林的调出，由林权权利人向县级林业主

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对调整申请进行审核，

并组织对调出生态公益林开展生态影响评价，提供生态影响评价

报告。同时对调出的生态公益林在生态公益林所在地进行公示，

公示期三十日。 

林权权利人书面申请，包括：申请报告、身份证或法人证书

复印件、不动产权属证或林权证复印件等相关材料。 

第二十条  县级人民政府定期将调整申请材料报设区市人民

政府审核同意后，由设区市人民政府上报省人民政府。 

申报材料包括：申报调整的文件、申报调整生态公益林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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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览表和叠加区位的基本图（纸质和电子版各一份）、调整情况说

明、现场勘验材料（应包括小班范围、地类、树种组成、年龄、

区位等重要因子）、界定书复印件、权属明细表等。涉及本办法第

十六条所列（二）（三）（五）情形需要调整生态公益林的，还应

提供相关批准文件。 

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林权

权利人申请材料、区划界定书、公示材料、不动产证或权属证明

材料等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自行存档备查。 

第二十一条  省级生态公益林调整，由省人民政府委托省林

业主管部门审批，审批文件使用“福建省人民政府生态公益林区

划界定和调整专用章”。国家级生态公益林调整，经省人民政府同

意后，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项目建设占用征收生态公益林林地，实行“先

补后用”，以储备库形式实现占补平衡。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下

一年度使用生态公益林林地的需求，提前在重点生态区位商品林

中规划建立生态公益林储备库，并按照生态公益林区划界定有关

要求做好区划界定工作。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将生态公

益林储备库建立情况报设区市林业局审核汇总，由设区市林业局

报省林业局备案。 

有关县级人民政府每年根据实际占用征收生态公益林的面

积，从备案的国家级、省级生态公益林储备库中调进相应面积补

充为生态公益林，并按规定程序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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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生态公益林监管过程中发现的区划错误情况，

应本着实事求是原则，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核定，核实情况

后按森林资源年度更新有关规定进行修正，并报省、市林业主管

部门认定。国家级生态公益林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省林业局建立生态公益林数据库，每年底对调

整的生态公益林数据库进行更新，并将有关情况（含矢量数据）

报省政府备案，并抄送省自然资源厅。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林业局会同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此前规定与本办法不

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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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国家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0年 2月 1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