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上 半 年 环 境 修 复 行 业 相 关 政 策 汇 总

今年，生态环境领域政策陆续发布，为帮助业内人士准确把握行业脉搏、

了解最新政策动态，北极星环境修复网整理了 2022 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国务院各组成部门等发布的有关环境修复政策，具体如下：

01《“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发文字号：环土壤〔2021〕120 号

发布时间：2022.1

发文机关：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

文件摘要：《“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由

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

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对“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农业农村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和具体安排。

《规划》从 4 个方面提出了 20 项具体任务。一是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包

括加强耕地污染源头控制、防范工矿企业新增土壤污染、深入实施耕地分类

管理、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有序推进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

开展土壤污染防治试点示范等。二是加强地下水污染防治，包括建立地下水

污染防治管理体系、加强污染源头预防、风险管控与修复、强化地下水型饮

用水水源保护等。三是深化农业农村环境治理，包括加强种植业污染防治、

着力推进养殖业污染防治、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监督指导、整治农村黑臭

水体、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

保护等。四是提升生态环境监管能力，包括完善标准体系、健全监测网络、

加强生态环境执法、强化科技支撑等。



02《“十四五”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行动方案》

发文字号：发改振兴〔2022〕14 号

发布时间：2022.1

发文机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林草局

文件摘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林草局印发《“十四五”大小兴安岭

林区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行动方案》，进一步明确“十四五”时期大小兴安

岭林区生态保护和经济转型的重点任务。

《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好

转，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更加稳固，碳汇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

木材资源战略储备能力有所增强，接续替代产业初具规模，优质生态产品供

给能力和生态公共服务水平显著增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进一步完善，

林区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持续提高。

03《北方防沙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2035 年）》

发文字号：林规发〔2021〕122 号

发布时间：2022.1

发文机关：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

文件摘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

日前联合印发《北方防沙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2035

年）》，提出到 2035 年，北方防沙带区域风沙危害得到有效遏制，自然生

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显著提升，生态服务功能显著增强，基本建成我国北方

生态安全屏障。



《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460 万公顷，退化草原治

理 270 万公顷，营造林 220 万公顷，水土流失治理 450 万公顷。到 2035 年，

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380 万公顷，退化草原治理 740 万公顷，营造林 610 万

公顷，水土流失治理 1120 万公顷。区域风沙危害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系统

稳定性和质量得到明显提升，河湖、湿地生态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可治理沙

化土地得到基本治理，水土流失得到全面治理，废弃矿山得到全面修复，森

林、草原、河湖、湿地、荒漠等自然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显著提升。

04《“十四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城乡建设行动方案》

发文字号：建城〔2022〕3 号

发布时间：2022.1

发文机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文件摘要：住建部印发《“十四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城

乡建设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到 2025 年，黄河流域人水城关系逐渐改善，

城镇生态修复和水环境治理工程有效推进，城市风险防控和安全韧性能力持

续加强，节水型城市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市转型提质、县城建设补短板取

得明显成效，城市绿色发展和生活方式普遍推广；黄河流域各省区城乡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日益完善，沿黄城市风貌特色逐渐彰显。

05《推动建立太湖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

发文字号：发改振兴〔2022〕101 号

发布时间：2022.1

发文机关：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水利部



文件摘要：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印发指导意见，为加

快改善太湖流域水环境，构建太湖流域生态治理一体化格局，推动建立太湖

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根据意见，到 2023 年，建立健全太浦河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太湖流域治理协同性、系统性、整体性显著提升，太湖流域水质

得到持续改善，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基础进一步夯实。到 2030 年，太湖

全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基本建成，太湖全流域水质稳定向好，山清水美的

自然风貌生动再现，为全国流域水环境综合协同治理打造示范样板。

06《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

发文字号：国发〔2022〕4 号

发布时间：2022.2

发文机关：国务院

文件摘要：普查对象为全国耕地、园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

利用地的土壤。其中，林地、草地重点调查与食物生产相关的土地，未利用

地重点调查与可开垦耕地资源相关的土地，如盐碱地等。

普查内容为土壤性状、类型、立地条件、利用状况等。其中，性状普查

包括野外土壤表层样品采集、理化和生物性状指标分析化验等；类型普查包

括对主要土壤类型的剖面挖掘观测、采样化验等；立地条件普查包括地形地

貌、水文地质等；利用状况普查包括基础设施条件、植被类型等。

07《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方案》

发文字号：农建发〔2022〕1 号

发布时间：2022.2

发文机关：农业农村部



文件摘要：遵照《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要求，

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组织编制了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方案》，按照“一年试点、两年铺开、一年收尾”

的时间安排进度有序开展。2022 年，启动土壤三普工作，完成技术规程制订、

工作平台构建、外业采样点规划布设及培训宣传等工作，在 3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选择若干个县开展全面试点。对重点区域开展盐碱地调查，完

成全面盐碱地普查。2023-2024 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开展普查，

2024 年底前完成全部外业采样和内业化验等工作，初步建成省级土壤普查数

据库与样品库。2025 年，完成省级普查成果汇总、验收，初步建成国家级数

据库、样品库，形成全国耕地质量报告和土壤利用适宜性评价报告等，汇总

形成全国土壤普查各类成果。

08《关于加强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发文字号：环办便函〔2022〕97 号

发布时间：2022.3

发文机关：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文件摘要：《通知》)中提出，要明确化工园区地下水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加快构建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监测体系、推动各方履行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

管理主体责任以及加强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管理组织保障。

在加强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管理组织保障中，《通知》规定要做好组织

实施、开展宣贯培训、持续帮扶指导、加强分类监管。对于已按照《化工园

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方案》完成调查的化工园区，需要按照《通

知》落实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分类管理要求，2023 年底前完成园区类别确认，

2024 年起每年 12 月底前将园区变类情况报送省级生态环境厅(局)审核后上

报生态环境部。



09《打击“洗洞”盗采金矿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

发文字号：自然资发〔2022〕61 号

发布时间：2022.3

发文机关：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文件摘要：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分为四个阶段，从 2022 年 3 月至 2023 年 3

月，将查清金矿矿山废弃矿井情况，集中打击“洗洞”盗采金矿行为，查处

违法生产运输倒卖民用爆炸物品、氰化钠和“洗洞”造成的环境污染等违法

违规行为，惩治违法收购和销售金矿矿产品行为，明确金矿矿山废弃矿井封

堵责任主体，封堵金矿矿山废弃矿井，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彻底斩断金

矿“洗洞”黑色产业链，防止“洗洞”盗采金矿行为发生。

10《关于同意开展第二批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试点的通知》

发文字号：环办科财函〔2022〕172 号

发布时间：2022.3

发文机关：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开发银行办公

室

文件摘要：同意河北省潮河流域（滦平段）生态治理与乡村振兴产业融

合发展项目等 58 个项目（名单见附件）开展第二批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

模式试点工作，期限为 2022—2024 年。

11《支持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实施方案》

发文字号：发改地区〔2022〕654 号



发布时间：2022.4

发文机关：国家发展改革委

文件摘要：实施方案目标提出，到 2025 年，先行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全面实施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下降 15%以上，森

林覆盖率达到 20%，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57%，黄河干支流水质持续改善。

在确保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能耗强度下降 15.5%、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

达到 55%，自然资源等重点领域改革稳步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

成效，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12《土壤污染防治资金管理办法》

发文字号：财资环〔2022〕28 号

发布时间：2022.4

发文机关：财政部、生态环境部

文件摘要：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意见》有关重要精神，支持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加强土壤污染防治资金

使用管理，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修订了《土壤污染防治资金管理办法》，本

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财政部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资环〔2021〕42 号）同时废止。

13《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

发文字号：环法规〔2022〕31 号

发布时间：2022.4



发文机关：生态环境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科学技术部、

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

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文件摘要：《规定》共 5 章 38 条。第一章为总则，明确了《规定》的制

定目的和依据、工作原则、适用范围、赔偿范围等内容。第二章为任务分工，

分别规定了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任务分工、地方党委和政府职责。第三

章为工作程序，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线索筛查、案件管辖、索赔启动、

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索赔磋商、司法确认、赔偿诉讼、修复效果评估等重

点工作环节作出规定。第四章为保障机制，对鉴定评估机构建设、鉴定评估

技术方法、资金管理、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报告机制、考核和督办机制、

责任追究与奖励机制等作出规定。第五章为附则，明确了《规定》的解释权、

生效时间等。

14《关于下达 2022 年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专项（第一批）中央基建

投资预算的通知》

发文字号：财建〔2022〕127 号

发布时间：2022.5

发文机关：财政部

文件摘要：财政部提前下达 2022 年多项生态环境治理资金预算，累计资

金预算约 650 亿元。涉及生态保护和修复、土壤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

再生能源、节能减碳等。

15《关于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的指导意见》

发文字号：水河湖〔2022〕216 号

发布时间：2022.5



发文机关：水利部

文件摘要：《指导意见》包括总体要求和明确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边

界、严格河湖水域岸线用途管制、规范处置涉水违建问题、推进河湖水域岸

线生态修复、提升河湖水域岸线监管能力等 6 部分。

16《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指南（试行）》

发文字号：公告 2022 年 第 10 号

发布时间：2022.5

发文机关：生态环境部

文件摘要：《指南》用于指导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开展尾矿库污染隐患排

查治理和监督管理，以及指导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自行开展尾矿库污染隐

患排查治理，进一步明确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治理“查什么、怎么治、如何

管”的具体工作要求。《指南》指导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有效落实污染防

治主体责任，形成污染隐患排查、污染隐患治理、治理成效核查的管理闭环，

建立尾矿库环境管理台账，不断提升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治理规范化、制度

化、常态化水平。

17《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补给区划定技术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

发文字号：环办便函〔2022〕171 号

发布时间：2022.5

发文机关：生态环境部

文件摘要：本指南适用于开采层涉及潜水含水层的集中式地下水型饮用

水水源（包括备用和规划水源）的补给区划定。开采层为承压含水层且与潜



水具有密切水力联系的，或根据地方管理需求应当划定补给区的地下水型饮

用水水源（包括备用和规划水源），可参照执行。

18《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目标值制定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

发文字号：环办标征函〔2022〕17 号

发布时间：2022.6

发文机关：生态环境部

文件摘要：《指南》主要明确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目标值确定的原

则和方式，共包含五部分，分别为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原则要求以及土壤污染修复目标值确定方式等。

19《关于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发展的指导

意见》

发文字号：水规计〔2022〕239 号

发布时间：2022.6

发文机关：水利部

文件摘要：《指导意见》共 27 条，从主要领域、合作方式、重点工作、

政策支持等七个领域做出具体安排。加大水利投融资创新力度，积极推进水

利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发展，扩大水利投资来源渠道，

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利基础设施体系。

20《地下水污染可渗透反应格栅技术指南（试行）》

发文字号：环办土壤〔2022〕16 号



发布时间：2022.6

发文机关：生态环境部

文件摘要：本指南适用于可渗透反应格栅技术筛选、工程建设与运行管

理，可作为技术方案制定、工程设计、施工、运行状况监测、效果评估、后

期环境监管和工程关闭的参考依据。

本指南内容包括开展可渗透反应格栅工作的主要技术方法、技术流程、

工作内容、技术要求等。

21《地下水污染地球物理探测技术指南（试行）》

发文字号：环办土壤〔2022〕16 号

发布时间：2022.6

发文机关：生态环境部

文件摘要：本指南适用于固体废弃物填埋场渗滤液渗漏、污水处理池或

车间生产废水等点源渗漏、油气管道和加油站油类渗漏、海水入侵等情况导

致地下水污染的调查和修复效果监测，其他类型污染调查可参照使用。本指

南适用于辅助获取地质体空间分布、地下构筑物或埋设物、潜水水位等相关

信息。

22《污染地下水抽出-处理技术指南（试行）》

发文字号：环办土壤〔2022〕16 号

发布时间：2022.6

发文机关：生态环境部



文件摘要：本指南规定了针对受污染地下水开展抽出-处理工作的指导

原则、工作流程、工作内容、技术要求等。本指南适用于采用单一抽出-处

理技术或与其他技术组合联 用开展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工程。

23《地下水污染同位素源解析技术指南（试行）》

发文字号：环办土壤〔2022〕16 号

发布时间：2022.6

发文机关：生态环境部

文件摘要：指南适用于利用地下水污染物中稳定同位素所做的地下水污

染源解析工作，该污染物同位素应具备成熟的测试技术。指南可供地表水污

染同位素源解析参考。

24《2022 年推进智慧水利建设水资源管理工作要点》

发布时间：2022.6

发文机关：水利部

文件摘要：《要点》强调，要按照“需求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

提升能力”的总体要求，在指导做好数字孪生流域建设先行先试的同时，根

据水资源管理工作实际，着重加强用水量统计与分析、水资源监管、地下水

超采治理等重点业务应用，强化算据、算法、算力，统筹推进水资源管理信

息系统建设，不断提升水资源管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从严从细

管好水资源，为推进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5《关于下达 2022 年土壤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的通知》

发文字号：财资环〔2022〕59 号



发布时间：2022.6

发文机关：财政部

文件摘要：根据 2022 年土壤污染防治资金预算安排表显示，合计 44 亿

元，其他重点任务金额 22 亿元。对在 2021 年底前设立省级土壤污染防治基

金的天津、内蒙古、吉林、江苏、山东、湖北、贵州、陕西等 8 省在资金分

配测算时分别给予 4000 万元奖励；对“无废城市”试点建设考核排名前 5

的重庆市、广东省深圳市、山东省威海市、浙江省绍兴市和福建省光泽县等

5 地，按地级以上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分别按 2000 万元、1000 万元、500

万元的标准分档奖励；对绩效评价结果、资金执行率靠后，审计查出问题的

相关省份相应扣减资金。

26《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发文字号：农计财发〔2022〕13 号

发布时间：2022.6

发文机关：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

文件摘要：中央财政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耕地质量提

升、渔业资源保护、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方面

的支出。

27《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

发布时间：2022.6

发文机关：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

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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