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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风景名胜区和

世界自然遗产地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区）林业主管部门，平潭综合实验区资源生态局，

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3 月来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认真汲取祁连山、秦岭、

滇池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刻教训，加强我省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

遗产地（含双世遗，下同）管理，根据《风景名胜区条例》《福建

省风景名胜区条例》《福建省武夷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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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规划编制审批办法》《<保护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申报和保护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增强保护意识 

风景名胜区和世界自然遗产地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中华

民族的宝贵财富、美丽中国的重要象征。做好风景名胜区和世界

自然遗产地管理工作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保护第一，统筹保护和发展，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

生改善相统一，决不能以牺牲资源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利益。 

二、坚持规划引领，确保规划权威性 

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遗产地规划是保护和发展的蓝图，经

批准的规划是保护、利用和管理的依据。要强化规划的刚性约束，

坚持规划先行，不得违反规划审批各类建设活动。风景名胜区应

当自设立之日起 2 年内编制完成总体规划（编制和报批程序详见

附件 1—4）；世界自然遗产地在申报时要按照《世界自然遗产、自

然与文化双遗产申报和保护管理办法》规定编制完成保护管理规

划。要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将规划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上，突出规划的权威性。 

三、依法依规，严格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遗产规划和建设等业务，涉及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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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文旅、住建、林业、交通、宗教等多个部门，各级风景名胜

区、世界自然遗产地主管部门和管理机构要依据当地编办赋予的

职能，履行好审核、审批关（风景名胜区内建设项目选址方案核

准程序详见附件 5）。涉及世界自然遗产内的重大建设工程项目，

要严格按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世

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申报和保护管理办法（试行）》等

要求，在项目批准建设前 6 个月将项目选址方案、环境影响评价

等材料报国家林草局审核，并按程序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中心审查。 

四、落实责任，加强日常管理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落实监管责任，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

遗产地管理机构要落实主体责任，大力加强监督和管理。要综合

运用“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等手段，加强日常管理，结合

中央环保督察、绿盾行动、保护地“两违”整治攻坚战等，及时

发现和制止破坏风景名胜和世界自然遗产地资源的违法违规行

为，对机构改革转隶以来新增违法违规建设项目“零容忍”，对历

史遗留问题按相关政策妥善处置，确保风景名胜区和世界自然遗

产地得到严格保护和永续利用。 

 

附件：1.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报批流程 

2.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报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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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省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报批流程 

4.省级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报批流程 

5.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项目选址方案核准流程 

 

 

 

福建省林业局 

2021年 7月 7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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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报批流程 
 

 

 

 

 

 

 

 

 

 

 

 

 

 

 

 

 

 

 

 

 

 

 

 

 

 

 

 

 

 

 

备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按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大纲（暂行）》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编制要

求（暂行）》编制。 

县级人民政府（在同一个设区市跨县级区域的，由

该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跨设区市区域的，由省

林业局协调所跨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共同，下同）

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委托具有甲级城市规划或甲级

风景园林设计资质的单位编制 

征求所在地县级发改、财政、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文旅、

文物、宗教、住建等相关部

门和乡镇、村的意见 

县级人民政府报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下同）人民政府审查 

设区市人民政府审查后报省人民政府 

省人民政府交由省林业局办理 

省林业局组织专家（5 名以上，其中3 名以上国家林草局的风景园林专家委员会成员，2

名以上福建省自然保护地专家评审委员会成员）对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确定的风景名胜

区性质、范围、规划原则与指导思想、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重大建设项目布局、开发

利用强度、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的范围、游客容量、保护措施等进行评审，并及时征求

省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文旅、文物、宗教、住建等相关部门意见。 

省林业局收集省直部门意见建议和专家评审意见反馈县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组织

修改完善，不能采纳的，应作出必要的说明，修改完善后报送省林业局技术审查审查。 

 

审查合格后，省林业局和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依法将规划草案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不少

于30 日。公示无异议的，省林业局综合省直部门和专家意见建议，提出技术审查意见

报送省人民政府；公示有异议的组织再修改，不能采纳的，应作出必要的说明，修改完

善后报送省林业局。省林业局综合省直部门和专家意见建议，提出技术审查意见报送省

人民政府。 

省人民政府审查后报国务院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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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报批流程 
 

 

 

 

 

 

 

 

 

 

 

 

 

 

 

 

 

 

备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按照《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标

准》编制。 

 

 

由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报送省林业局。省林业局组织有关专家（5

名以上，其中3名以上国家林草局的风景园林专家委员会成员，2名以上福建省

自然保护地专家评审委员会成员）对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确定的规划地段的

土地利用使用性质、保护和控制要求、环境与景观要求、开发利用强度及

基础设施、旅游设施、文化设施等建设项目的选址、布局与规模等内容进

行评审，形成专家评审意见。 

公示无异议的，省林业局审查后报送国家林草局审批；公示有异议的组织再修

改，不能采纳的，应作出必要的说明，修改完善后报送省林业局。省林业局审

查后报送国家林草局审批。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委托具有甲级城市规

划或甲级风景园林设计资质的单位编制 

 

征求所在地县级相关部门

和乡镇、村的意见 

编制完成后，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会同所在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报送设区

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下同）林业主管部门。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依据专家评审意见，对详细规划进行修改完善，

修改完善后报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核。 

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报送省林业局审查 

 

省林业局和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依法将规划草案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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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省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报批流程 
 

 

 

 

 

 

 

 

 

 

 

 

 

 

 

 

 

 

 

 

 

备注：省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按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

和参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大纲（暂行）》、《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总体规划编制要求（暂行）》编制。 

县级人民政府（在同一个设区市跨县级区域的，由

该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跨设区市区域的，由省

林业局协调所跨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共同，下同）

或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委托具有甲级城市规划或甲级

风景园林设计资质的单位编制 

征求所在地县级发改、财政、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文旅、

文物、宗教、住建等相关部

门和乡镇、村的意见 

县级人民政府报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下同）人民政府审查 

设区市人民政府审查后上报省人民政府 

省人民政府交由省林业局办理 

省林业局组织专家（5 名以上，从福建省自然保护地专家评审委员会成员中抽取）对风

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确定的风景名胜区性质、范围、规划原则与指导思想、功能结构和空

间布局、重大建设项目布局、开发利用强度、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的范围、游客容量、

保护措施等进行评审，并及时征求省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文旅、文物、

宗教、住建等相关部门意见。 

省林业局收集省直部门意见建议和专家评审意见，反馈县级人民政府组织修改完善，不

能采纳的，应作出必要的说明，修改完善后由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核，依法将规划草

案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30 日。 

 

公示无异议的，省林业局综合省直部门和专家意见建议，提出技术审查意见；公示有异

议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修改完善后报送省林业局。 

省林业局技术审查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省人民政府批复之日起15 日内，省林业局将

批复文件报送国家林草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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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省级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报批流程 
 

 

 

 

 

 

 

 

 

 

 

 

 

 

 

 

备注：省级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按照《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标准》

编制。 

 

 

 

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专家（5名以上，从福建省自然保护地专家评审委员

会成员中抽取）对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确定的规划地段的土地利用使用性

质、保护和控制要求、环境与景观要求、开发利用强度及基础设施、旅游

设施、文化设施等建设项目的选址、布局与规模等内容进行评审，形成专

家评审意见。 

公示无异议的，规划文件、设区市审查意见、公示等材料由县级人民政府报送

省林业局，省林业局审查通过后审批；公示有异议的组织再修改，不能采纳的，

应作出必要的说明，修改完善后的相关材料由县级人民政府报送省林业局，省

林业局审查通过后审批。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无管理机构的，由

县级人民政府）委托具有甲级城市规划或

甲级风景园林设计资质的单位编制 

 

征求所在地县级相关部门

和乡镇、村的意见 

编制完成后，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会同所在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报送县级

人民政府（含县级以上，下同）。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应当依据专家评审意见，对详细规划进行修改完善，

修改完善后，由县级人民政府报设区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机构改革职

能划转的，按“三定”方案执行）审查，并依法将规划草案予以公示。公

示时间不少于3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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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项目选址方案核准流程 
 

 

 

 

 

 

 

 

 

 

 

 

 

 

    备注：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项目指：（一）公路、铁路、机

场;(二)人防工程、索道、缆车、水库;(三)列入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的

大型文化、服务、体育与游乐设施;(四)宾馆、酒店、设置风景名胜

区徽志的标志性建筑等。其他为非重大建设项目，选址方案核准流程

由设区市各自制定。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建设项目选址方案评审至少由 5 名专家组

成。重大建设项目选址方案评审，国家林草局的风景园林专家委员会成

员不少于 2 名，其他从福建省自然保护地专家评审委员会成员中抽取；

其他非重大建设项目选址方案评审，福建省自然保护地专家评审委员会

成员不少于 2名，其他由设区市自定。 

省级风景名胜区内建设项目选址方案评审至少由 3名专家组成。

重大建设项目选址方案评审，福建省自然保护地专家评审委员会成员不

少于 2名，其他由设区市自定。其他非重大建设项目选址方案评审，

专家由设区市自定。 

建设项目申请单位或个人按照《福建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投资

审批管理事项申请材料清单（2019年版）》向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 

提出申请 

申请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对照经批准的风景名胜区规划，提出审核意见。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后，将建设项目选址方案、审核意见等相关材料报

送设区市（含平潭，下同）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机构改革职能有划转的，按

机构改革“三定”方案执行，下同）审查。 

 

省林业局审查通过后予以核准 

设区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形成专家评审意见，将建设项目选

址方案、专家评审意见等材料报送省林业局。 

 



 

 

 

抄送： 省政府办公厅。 

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1年 7月 8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