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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开始施行

西藏如何推动落实 专家权威解答

紧扣青藏高原生态保护
这一主线作出制度安排

穆治霖介绍，制定青藏高原

生态保护法，是保障国家生态安

全、加强生态风险防控的客观要

求，是解决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特

殊问题、回应青藏高原人民群众

新期待的现实需要，对青藏高原

生态保护起着固根本、稳预期、

利长远的作用，对加强青藏高原

生态保护、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

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

有重要意义。

穆治霖说，法律条款紧扣青

藏高原生态保护这一主线，聚焦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主要矛盾、

特殊问题、突出特点，围绕统筹

生态安全布局、山水林田湖草沙

冰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应对气候

变化和防控生态风险、促进生态

产业发展等作出制度安排。概括

来讲，法律明确了适用范围，确

立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应当坚

持的基本原则，健全了青藏高原

生态保护管理体制，统筹生态安

全布局，加强生态保护修复，强

化生态风险防控，完善保障和监

督，并对违反本法规定行为的法

律责任等作出规定。

如何平衡
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

穆治霖表示，作为我国第一

部从国家层面立法规范青藏高

原生态保护的专门法律，青藏高

原生态保护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特点：

一是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保

护是第一位的，是基本前提和刚

性约束。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并

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坚持在高

水平保护中促进高质量发展，在

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高水平

保护。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主体

内容都是生态保护修复，无论是

制度设计，还是具体条文规定都

体现了这一原则。

二是突出统筹生态安全布

局。青藏高原涉及 6省（区），面
积达到 258万平方公里，不同地
区在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

固沙、碳固定、生物多样性保护

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差异很大。法

律明确国家统筹青藏高原生态

安全布局，建立分区分类用途管

制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促

进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质

量与稳定性提升。

三是突出生态保护修复。青

藏高原是我国最大的生态脆弱

区，自我维持和恢复能力差，受

气候变化和人为活动影响，面临

的问题和挑战依旧非常突出。法

律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

主、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

的系统治理，坚持山水林田湖草

沙冰一体化保护修复，加强对青

藏高原水源涵养区的雪山冰川、

河流湖泊、高寒草甸、湿地荒漠

等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同

时，加强青藏高原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加

强对青藏高原珍稀濒危和区域

特有野生动植物物种的保护，以

增强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及

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四是强化生态风险防控。近

50年来，青藏高原是受全球气候
变暖影响最大的地区，未来也仍

将保持着增暖趋势，气候与生态

环境灾害复合风险加大。为此，

法律单列一章“生态风险防控”，

明确了建立健全气候变化监测

评估制度，并有针对性地对自然

灾害、冰川冻土消融、外来物种

入侵等风险规定了一些监测防

控措施，同时加强青藏高原重大

工程建设对生态地质环境影响

的监测和评估。

五是科学促进生态产业发

展。青藏高原最大的价值在生

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

潜力也在生态。法律立足青藏高

原特有资源禀赋，明确构建与资

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产业布

局，严格矿山开发准入要求，严

禁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项目，

支持和推动生态旅游、文化旅

游、特色农牧业、绿色能源等青

藏高原特色生态产业发展，打通

“冰天雪地”向“金山银山”的转

化通道。

青藏高原分布有独特的高

寒生态系统与动植物物种，是具

有全球意义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热点区。同时，青藏高原旅游、山

地资源丰富，旅游和山地户外运

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日

益受到关注。穆治霖指出，围绕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旅游、山地户

外运动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

分别作出了相应制度规定。

推进自然保护地建设
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

在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

护方面，法律明确，在珍贵濒危

或者特有野生动植物天然集中

分布区和重要栖息地等区域依

法设立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

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推进自

然保护地建设，保持重要自然生

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同时，

要求开展野生动植物物种调查，

加强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迁徙

洄游通道和野生植物原生境保

护，对青藏高原珍贵濒危或者特

有野生动植物物种实行重点保

护，完善相关名录制度。此外，法

律对健全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

体系、加强生物多样性领域的重

大科技问题研究和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建设、加强珍贵濒危或者

特有野生动植物物种救护和迁

地保护、采取措施避免或者减少

重大工程建设对自然生态系统

与野生动植物的影响、加强对青

藏高原种质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等作出规定。

在旅游、山地等户外运动中

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明确

规定，组织或者参加青藏高原旅

游、山地户外运动等活动，应当

遵守安全规定和文明行为规范，

符合区域生态旅游、山地户外运

动等管控和规范要求；禁止破坏

自然景观和草原植被、猎捕和采

集野生动植物；应当自行带走产

生的垃圾或者在指定地点投放；

禁止随意倾倒、抛撒生活垃圾

等。在法律责任方面，法律提出，

在旅游、山地户外运动中随意倾

倒、抛撒生活垃圾的，由环境卫

生主管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

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对个人和

单位分别处以罚款；破坏自然景

观和草原植被或者猎捕、采集国

家或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从

重处罚。 （据《西藏商报》）

2023 年 9 月，由中华环境保
护基金会携手美团外卖联合发
起的“青山公益自然守护行动第
二批”项目征集工作收官。历时 2
个月 ， 主办方共收到申报项目
134 个，涉及生态保护和修复、保
护地周边社区生计替代以及保
护地一线科研实践三类项目 ，
124 家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院
所、社会组织和其他机构参与申
报工作。

汇聚点滴力量
守护绿水青山

自 2021年启动以来，“青山
公益自然守护行动”在 85万青
山公益商家的支持下，秉持“一

起青山，一起美好”的生态公益

理念，鼓励多样化的社会群体参

与行动，探索创新公益模式，着

力实现行动的生态与社会双重

价值。

今年 6 月，“青山公益自然
守护行动第二批”项目征集工作

正式启动。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

备，来自全国各地 124家单位围
绕自然保护地及其周边地区提

出协同推进保护和恢复生态系

统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自然”解

决方案。

“‘青山公益自然守护行动’

自创立之初就带有平台基因，旨

在动员更多社会力量为生态环

境建设贡献力量。一方面，行动

资助、引导社会组织和科研机构

发挥专业优势，另一方面，鼓励

社会公众和商业力量也参与其

中。”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副秘

书长王振刚表示。

多元趋势显著
共筑生态未来

本次征集到的项目案例围

绕生态保护和修复、保护地周边

社区生计替代和保护地一线科

研实践三大方向，涵盖了湿地保

护、野生动物保护、防风固沙、土

壤恢复、湖泊净化等诸多方面的

生态环境实践工作。

其中，申报的生态保护和修

复类的 60个项目主要通过生态
系统的保护和修复，增强生态系

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以及自然

固碳能力。而保护地周边社区生

计替代类的 51个项目通过社区
赋能，探索改善居民生计和保护

生态的双赢。针对保护地一线科

研实践的 23个项目则着重于自

然保护地一线科研实践，为当地

生态保护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

与此同时，参与本次项目申报

的机构既囊括了如中国科学院、复

旦大学等，也有国家海洋环境监测

中心等国家级业务中心，更有众多

地方生态环境保护基金会、协会、

学会等社会组织。

搭建公益平台
践行社会使命

2021年 10月，中华环境保护
基金会“青山公益专项基金”启动

了“青山公益自然守护行动”首批

征集工作，通过征集评审，第一批

确定了 28个受资助项目，资助总
金额达到 1150万元。

2017年，美团外卖发起行业
内首个关注环境保护的“青山计

划”，将企业发展、日常经营与环境

治理密切相联，携手商户、消费者

以及生态各方，共同探索行业环境

影响治理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共同

构建“更好生活，更美自然”。

“通过发起‘青山公益自然守

护行动’，促进环保科技成果在产

业中发挥价值，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家园是我们的初

衷。”美团外卖社会责任委员会秘

书长杨碧聪表示。“‘青山公益自

然守护行动’是一个我们与公益

伙伴们携手共创的舞台，能够携

手非政府组织，带动商家、消费者

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行动。”

据悉，经过资格审核后，“青山

公益自然守护行动”专家组将针对

此次申报的项目进行初审、复审，

最终将筛选出不超过 20个优秀项
目进入终审和资助阶段。 （徐辉）

凝聚各方力量推进绿色低碳

“青山公益自然守护行动第二批”收到申报项目 134个

9月1日起，《中华

人民共和国青

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正式施

行。那么，制定这部法律的重

要意义是什么？基本原则是

什么？此外，这部法律对西藏

生态保护工作开展提出了哪

些要求？下一步，西藏又将如

何推动这部法律落细落实？

近日，围绕大家关心的热点

问题，记者采访了西藏自治区

人大农业农村和环境资源委

员会环境资源保护处处长、

一级调研员穆治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