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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
第 20240219 号建议答复意见的函

尊敬的姚云峰代表：

您领衔提出的《关于完善建设项目生态保护管理的建议》

（第 20240219 号）收悉。我局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综合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水务局、市住房建设局意见，现答复如

下：

一、关于建议一

自全国人大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以来，我市充分发挥立法

权的优势，在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中做出了诸多有益的

探索。近年来，我市正在探索试行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以

下简称“区域环评”）制度，与各位代表关注的通过立法加强

生态恢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存在较大的契合度。

深圳作为全国首个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区域环

评改革被列为首批授权事项清单 40 条之一。2021 年，我市将该

制度写入《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2022 年，在立

法基础上，建立起以管理办法、重点项目名录、单元划定指南

和评价技术指南“1+3”文件为支撑的区域环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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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环评由政府组织专业团队开展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

价，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单元的基础上，结合产业、国土等重

要规划，科学划定评价单元；高质量开展生态环境评价，结合

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要求，根据评价结果针对不同评价单元、不

同行业提出差异化管理要求，形成管理清单，通过明确污染排

放要求和防治措施，引导产业规划发展布局，推动生态环境高

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根据《深圳市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重点项目环境影响审

批名录（试行）》，涉及生态敏感区的项目以及施工运营期内

存在较大生态影响的项目仍需开展环评审批管理，而生态影响

相对可控清单管理类项目，环境管理清单中已包含生物多样性

保护相关条款，以环境管理清单为抓手可同时强化生物多样性

保护管理。

区域环评技术规范文件《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技术指南》

（送审稿）中提出，区域环评工作中，针对优先保护、农林生

产、绿地休闲等生态特点突出的评价单元，应开展生物多样性

调查和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评估片区开发建设对生物多样

性的影响，并从生态空间管理、生态保护修复等方面提出对策

建议，最后将相关要求写入相应评价单元和行业的环境管理清

单中。

区域环评环境管理清单发布后，后续评价单元内新建项目

须严格执行环境管理清单要求，在开发建设投产过程中落实生

态保护措施，否则可以依据《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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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六条处以五万以上二十万以下罚款。

二、关于建议二

为在项目设计阶段贯彻生态文明理念，我市各职能部门均

在职权范围内开展了相关工作。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8 年 12

月 17 日印发《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房建类）报建文件编

制技术规定》，对绿化生态相关内容提出明确规定，近期正在

编制《鸟类友好城市规划与设计指引》地方标准，从空间格局、

项目高度、建筑布局、立面设计、景观设计、照明与声环境等

方面制定了鸟类友好标准。市水务局针对海绵设施的工程设计

与建设，在《深圳市水务工程项目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引（试

行）》中专门提出生态岸线建设、生态环境补水、生态修复等

具体建设要点；针对碧道的设计及建设，在《深圳市碧道设计

导则（试行）》执行生态保护优先原则，从保水质、通廊道、

柔边界、丰生境等四个维度提出生态系统建设的具体指引。市

住房建设局将在建设项目的设计阶段严格督促设计单位贯彻生

态文明理念、注重对生态的保护和安全，如生态修复、物种多

样性保护等，在施工图设计抽查工作中，根据《建筑环境通用

规范》《建筑幕墙工程技术规范》等标准规范文件中的相关要

求加强监管。

我市各部门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积极督促、鼓励建设单位和

施工单位落实生态保护措施，使用生态友好的材料、技术和工

艺；工程造价方面，市住房和建设局和市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

的《建筑和市政工程估算编制规程》《深圳市建筑和市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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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算编制规程》等计价规定，已明确将工程监理费单列并要求

将其纳入工程造价中。同时，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进一步放

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文件精神，工程监理费应实

行市场调节价，其费用应由市场各方主体根据项目实际及市场

竞争情况确定。

验收奖励和专项资金补贴方面，市生态环境局 2020 年 12

月 18 日印发《关于积极服务企业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若干资金措施》，提及生态环境专项资金所补贴的对象包括

在达标排放的基础上自愿实施的污染处理设施更新（或提标）

项目。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属于企业法定义务，暂未纳入深圳市

生态环境专项资金资助范围。

宣传教育方面，市生态环境局以环境教育基地和自然学校

为引擎，持续推动公众环境教育事业深入发展。自 1998 年以来，

市生态环境局共创建了 51 个环境教育基地和 22 个自然学校，

涵盖了公园、植物园、林场、污水处理厂、垃圾焚烧厂、发电

厂以及各类企业，为公众提供了丰富的生态环境教育资源。2023

年全市环境教育基地和自然学校举办环境教育活动 4867 场，参

与公众 912145 人次。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您的建议继续做好生

态环境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动员全市各界力量发挥主观能动性

和自身优势，创建更多具有深圳特色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绿色

单位，向公众提供生态环境宣传教育服务，将绿色低碳生活理

念在不同参与主体中持续传播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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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推广方面，自全国人大授予深圳特区立法权以来，我

市在环保立法方面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最终成功在全国推广，如

排污许可制度、环评登记表备案制度等。目前，《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将深圳列为先行示范区，要求深圳在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对其他地方起到探路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我市区域

环评改革工作被列入中办、国办印发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清单》，工作内

容多次向上级环保部门汇报，得到上级部门认可。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各位代表对我市生态环境工作的关心

支持。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2024 年 5 月 29 日

（联系人：邹绍刚，联系方式：2391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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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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