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红树林资源

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

——2024 年 9 月 18 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顾忠东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我受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广西壮族自治

区红树林资源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作如

下说明。

一、修订条例的必要性

红树林被称为“海洋卫士”和“消浪先锋”，是地球上生态服

务功能最高的自然生态系统之一，在净化海水、防风消浪、维持

生物多样性、固碳储碳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广西是我

国红树林的重要分布区，根据 2022 年国土变更调查结果，我区红

树林湿地总面积达 10404.17 公顷，占全国的 35.6%，居全国第二

位。2017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海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

区时指出，“一定要尊重科学、落实责任，把红树林保护好”。为

规范和加强红树林资源保护和管理，2018 年 9 月，自治区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红树林资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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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于同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条例压实

红树林资源保护管理责任，明确红树林资源保护规划的制定和实

施，完善保护管理措施，打击破坏红树林资源的违法行为，实施

近 6 年来，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沿海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近年来改革的推进，条例中关于保护对象

“红树林地”的界定已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改革要求不一致；关

于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保护小区的建立和管理规定已与自然保护

地体系改革要求不一致。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出台，条例关于保护范围的界定以及占用红树林地的条件和程序

等规定已与上位法不一致。另一方面，实践中还存在群众生产生

活、工程开发建设与红树林资源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对红树林

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不够等问题。因此，及时修订条例，进一步明

确保护对象、理顺管理体制、完善管理措施、界定法律责任，使

条例顺应改革的客观要求、符合上位法的具体规定、适应经济社

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对于维护法治统一、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确保条例更好发挥保护红树林资源、促进沿海地区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的作用，十分必要和迫切。条例的修订，也将为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广西和生态文明强区，筑牢国家南方生态

安全屏障提供更为有力的法治保障。

二、修订条例的工作过程

2024 年 2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红树林资源保护条例》的修改

列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2024 年立法工作计划，由自治区人大常委

会主任会议作为法规案提请主体，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牵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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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起草。为做好条例修订草案的起草工作，有序推进立法进程，

法制工作委员会与自治区林业局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有关

领导和业务处室工作人员组成的起草工作小组。4 月，起草工作小

组对与红树林资源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全面研究，重

点梳理条例与上位法不一致、与生态环境保护不适应、与兼顾

发展不协调、与实际工作不符合的内容，明确修改方向；组织

召开专家论证评估会等会议，邀请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自治

区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专家及有关律师团队，从理论和

实践层面研究论证条例修改重点。5 月到 7 月，采用实地走访、召

开座谈会、委托调研、开展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基层

意见建议，并赴北海市、防城港市、钦州市开展调研，实地考察

红树林资源保护情况，进一步摸清条例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

起草了修订草案初稿，多次召开会议修改完善。8 月，将修订草

案征求意见稿向 6 个地方立法研究评估与咨询服务基地和 80 名立

法专家顾问征求意见，委托 5 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征求意见；发函

自治区发改委、自然资源厅等 16 个有关单位，5 所高等学校、科

研机构以及北海市、防城港市、钦州市人大常委会和红树林资源

所在的海城区、东兴市等 8 个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征求意见，

通过人大常委会向自治区人大代表、政府有关部门以及企业、村

（居）民委员会等行政管理相对人征求意见；召开立法专家论证

会，听取专家对修订草案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其他方面的修改

意见。根据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起草工作小组对修订草案征求意

见稿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8 月 15 日，起草工作小组召开全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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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对修订草案进行研究。8 月 20 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审稿会，

对修订草案逐条研究，反复推敲，形成了修订草案送审稿。9 月 5

日，经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主任会议讨论同意，

形成法规案。

三、修订草案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红树林湿地

2020 年，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

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

51 号），明确将“红树林地”纳入“湿地”地类管理，“红树林地”

不再属于“林地”范畴；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出台，对“红树林湿地”作出了明确界定并制定了系统保护管理

措施。条例关于保护对象“红树林地”“在沿海潮间带、入海河口

生长的红树林”的划定，已与上位法规定和改革要求不一致。另

一方面，实践中，在沿海地区部分已获批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

海域使用权的区域以及承包土地、养殖塘等区域，红树林种子漂

入繁殖生长，由于条例将所有红树林植株纳入保护范围，对群众

的生产生活和工程项目的建设产生较大影响，是条例执行过程中

反映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当前，绝大部分红树林植株已纳入红

树林湿地范围予以保护和管理。因此，修订草案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的保护范围作了修改：一是对条例第二条关

于保护范围的规定进行修改，明确本条例所称的红树林资源包括

“红树林湿地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用于恢复、发展红树林的

湿地”；二是将条例其他条文涉及“红树林地”的表述相应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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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湿地”。

（二）关于红树林自然保护地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党的十九大作

出的重大改革部署。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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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确“逐步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

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分类系统”，各地区各部门不得自行设立

新的自然保护地类型。条例关于对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保护小区

分级建立、差别管理的规定已不适应改革要求。因此，修订草案

就落实这方面改革要求作出修改：一是将条例中关于“红树林自

然保护区、红树林保护小区”的表述修改为“红树林自然保护地”；

二是删去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关于红树林保护小区建立条

件、程序的规定。

（三）关于禁止规定

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区分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保护

小区以及其他红树林地分别作出禁止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

保护法》针对湿地特别是红树林湿地明确了禁止行为，较条例第

二十六条在红树林地上的禁止规定更为全面和严格，并就部分违

法行为设置了法律责任，按上位法执行即可。对自然保护区等自

然保护地的其他禁止规范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

例》等有关自然保护地的法律、法规执行，条例无需再行规定，

且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正在修订当中，自然

保护地法也已纳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因此，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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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删去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禁止规定，并相应删去第

三十四条至第三十九条法律责任规定。

（四）关于移植、砍伐红树林以及占用红树林湿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对湿地恢复费的缴纳、占用

红树林湿地的条件和程序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森

林法》在 2019 年修订时对盗伐林木的处罚幅度进行了修改，条例

关于移植、砍伐红树林以及占用红树林湿地的相关规定已与上位

法规定不一致。因此，修订草案从维护法治统一方面作出以下修

改：一是删去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关于经批准砍伐红树林应当

依法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的内容；二是在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中明确占用红树林湿地应当根据当地自然条件恢复或者重建与所

占湿地面积和质量相当的湿地，没有条件恢复、重建的，应当缴

纳湿地恢复费；三是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关于占用红树林湿

地的条件和程序修改为“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评估，确因

国家重大项目、防灾减灾等”需要占用的，应当依法办理相关审

批手续；四是将条例第四十条第一款关于未经批准移植、砍伐红

树林的处罚规定修改为没收非法采伐、采挖、移植的红树林树木

以及违法所得，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被采伐、采挖、移

植株数“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红树林树木，并处采伐、采挖、

移植树木价值“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广西壮族自治区红树林资源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和以上

说明是否妥当，请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