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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奉贤区 2020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

——2021年 12月 8日在上海市奉贤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十五次会议上

奉贤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本市国有资产报告工作机

制的通知》（沪府发﹝2018﹞23号）以及《关于开展本市 2021年国有

资产报告工作的通知》（沪财资﹝2021﹞5号）的有关要求，现将 2020

年度本区国有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 国有自然资源基本情况

（一）土地资源。本区土地资源总面积为 72,068.1平公顷（按国

家审定零米线调整数据取得），其中湿地 876.3公顷、耕地 21,333.19

公顷、种植园用地 2,152.8公顷、林地 9,210.53公顷、草地 1,658.9公

顷、商服用地 1,590.27公顷、工矿用地 7,200.51公顷、住宅用地 7,582.59

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049.47公顷、特殊用地 469.95公顷、

交通运输用地 5,237.64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0,242.84公顷、其

他土地 2,463.11公顷（含农转用预留地）。数据来源为 2020年度变更

一上报部（中间成果）数据与批文梳理数据叠加，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为《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分类》。

2020 年度我区储备土地面积共 1,558.24公顷（含临港和市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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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其中区单独储备 706.96公顷、市区联合储备 652.69公顷、临港

储备 4.32公顷、市化工区储备 194.27公顷。

（二）林地和森林资源。根据区绿容部门数据。奉贤区 2020年林

地总面积达 12,981.40 公顷，其中：乔木林地面积 9,568.53 公顷，占

73.71%；特殊灌木林地面积 1,258.53公顷，占 9.69%；一般灌木林地

面积 404.56公顷，占 3.12%；竹林地面积 193.08公顷，占 1.49%；疏

林地面积 0.09公顷，占 0.00%；未成林造林地面积 1,556.61公顷，占

11.99%。2020年森林面积达 11,020.14公顷，其中乔木林地面积 9,568.53

公顷，特殊灌木林地面积 1,258.53公顷，竹林地面积 193.08公顷，森

林覆盖率为 16.03%。与 2019年相比，2020年全区林地面积由 11,917.07

公顷增加至12,981.40公顷，净增加 1,064.33公顷；森林面积由 10,184.16

公顷增加至 11,020.14公顷，净增加 835.98公顷；森林覆盖率由 14.82%

增加至 16.03%，增加 1.21个百分点。

（三）湿地资源。根据区绿容部门数据。至 2020年底，奉贤区湿

地保有量 9,485.25公顷，湿地总面积 11,274.53公顷，其中受保护湿地

面积为 756.99公顷，主要的保护形式为海湾国家森林公园、奉贤申亚

狗獾重要栖息地等，湿地保护率为 6.71%。

（四）淡水资源。根据区水务部门数据。我区现有河道 4,041条

段、3,099.16公里河道，其中市管河道 3条、39.56公里；区管河道 78

条段、355.98公里；镇管河道 242条段、775.49公里；村管河道 3,572

条段、1,820.51公里；其他河道 146条段、107.62公里；区管湖泊 1

个，全区总水面积 55.1089平方公里，水面率 8.02%,同比去年增长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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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洋资源。根据区水务部门数据。内水和管辖海域面积约

67,716公顷（其中已确权海域面积 557.57公顷）、海岸线总长度 36.7

公里。近岸海域平均水深 7-8米，海水水质环境总体较稳定。

（六）生态环境资源。2020 年，奉贤区空气质量 AQI 优良率为

87%，PM2.5平均浓度为 30微克/立方米，比去年同期（32微克/立方

米）低了 2微克/立方米。水环境质量比上年同期轻微改善，区域内主

要河道综合污染指数平均为 0.77，综合污染指数下降 16.0%；区域内

市级考核断面综合污染指数为 0.75，综合水质指数下降 13.0%；区级

河道监测断面综合污染指数 0.79，综合水质指数下降 15.0%。18个清

洁水国考、市考断面全部达到考核要求，其中国考金汇港-钱桥断面水

质达到Ⅲ类水标准，其余 17个市级考核断面达到 III类的有 13个，IV

类的 4个。下一步,区生态环境部门将着重关注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

加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力度，扩大生态损害赔偿权利人代表范围，扩

大排查线索范围，真正做到应赔尽赔。按照市级要求建立联络员制度，

定期召开例会，做好沟通协调工作。按照财政部等 9部门出台的《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赔偿资金纳入非税收入，由赔偿权利

人指定部门执收，建立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制度。根据生态环境部门数

据。

（七）有关说明。土地资源数据来源于 2020年度变更一上报部（中

间成果）数据与批文梳理数据叠加。林地、森林、湿地等数据来源于

管理部门现状情况数据。因认定口径不同存在现状数据与土地利用规

划数据不一致的现象，如在湿地认定上，规划资源局年度变更湿地为

内陆滩涂和沿海滩涂，面积 876.3公顷，行业管理部门认定的范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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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包含沿海滩涂、人工养殖坑墉、内河等，面积 11,274.53公顷，两

者相差 10,398.23公顷；在林地认定上，规划资源局年度变更只看林地

的郁密度，面积 9,210.53公顷，而行业管理部门的林地不仅看林地的

郁密度，在种类认定上还包含木本类的经济果林，面积 12,981.40公顷，

两者相差 3,770.87公顷。

二、国有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与成效

（一）在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实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方面，坚持

规划引领，推进城市品质再升级，强化资源保障，形成自然资源领域

制度框架，推进资源利用更高效。

一是积极配合新片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抢抓新片区设立的战略

机遇期，配合完成先行启动区永久基本农田调整方案、自贸区范围内

永久基本农田划示及奉贤范围的用地规模、规划人口、开发边界调整

核实等工作，新片区总规通过市规委全会、市政府常务会、市委常委

会审议，已根据程序提请市政府上报国务院；聚焦轨交站点周边开发

区域、聚焦提升区域活力和文化影响、聚焦改善公共服务、聚焦产业

提质增效等重点地区重点项目的规划调整，推进城市品质再升级。

二是加强对新增用地的管理。加强土地计划执行，聚焦高质量产

业准入标准制定，明确产业类型、投入产出、税收、就业、产业能级

等产业项目绩效准入要求；完善全要素产业用地标准；实行标准化的

产业项目审批，在出让前按照产业准入标准和土地全要素管理标准，

审定产业建筑方案，完成相关评价工作，形成标准化的土地供应方案、

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和土地出让合同文本，在土地出让后，企业按照

建设工程审改程序办理建设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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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大存量土地盘活力度。建立健全土地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

通过促开工通知等多种方式有效减少闲置土地产生。2020年度我区涉

及闲置土地 10幅，总用地面积 324亩。全年已完成处置 8幅，土地面

积 293亩。同时，优化历史遗留用地处置方式，制定分类处置操作，

全年共收储 171幅地块，面积 4,226亩；22幅经区委规划资源委员会

审议通过，可办理土地出让手续，面积 806亩。继续开展低效集体建

设用地减量化，全年完成减量化验收建设用地面积约 193公顷（含历

年立项的减量化项目）。

四是加快形成自然资源领域制度框架。顺利完成自然资源管理部

门机构改革，在不增加内设机构数量和不增加人员编制的前提下，管

理模式由原先按业务类型进行职能划分的“分段管理”，调整为按照项

目用地类型进行划分的“垂直管理”，实现规划资源服务“一门进、一

门出、一门清”，实现“多证合一”，提升审批速度。2020年完成多例

五证齐发项目，完成首例六证齐发项目，实现首例“验登合一”项目，

实现首例“先租后让”项目等等。

（二）在林地和森林资源方面，积极开展植树造林，加强执法监

督，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奉贤区以一般生态公益林建设和生态廊道建设为抓手，积极开展

植树造林，超额完成市级下达的造林任务；认真核查新造林、迁移项

目的成活率及保存率，督促相关单位补种林木或恢复林地面积，确保

林地面积不少，林木质量达标；积极开展森林抚育，按照突出重点、

兼顾一般的要求，对集中连片、规模较大的重点林地进行重点抚育有

条件的逐步向市民开放；以森林督查专项行动为契机，及时制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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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案，排摸各大片林、防护林及辖区内各主要道路、河道通道林

等林地小班，加强林业执法监督，提高森林资源管理水平。2020年林

地净增面积 1,064.33公顷；森林面积净增 835.98公顷；森林覆盖率净

增 1.21个百分点，《奉贤区林地保护利用规划（2010—2020年）》（国

家版）中规划目标已经超额完成。

（三）在湿地资源保护方面，积极保护宣传，编制湿地保护规划，

建立湿地生态补偿考核机制。

一是积极开展湿地保护宣传。 2020年以“湿地与生物多样性：

湿地滋润生命”为主题，开展世界湿地日的宣传工作，宣传活动以强

调宣传湿地类型、功能、相关法规和保护湿地的重要意义为重点，提

高全民湿地保护的自觉性为宗旨，形成爱护湿地、保护湿地的良好氛

围为目的，营造良好的湿地保护舆论氛围。

二是依规推进湿地保护工程。为保障湿地保护事业有序发展，完

善湿地保护管理体系，明确职责权限，规范行为准则，区绿容局携手

上海市园林科学规划研究院共同推进编制《奉贤区湿地资源保护规划》，

目前《奉贤区湿地资源保护规划》成果已进入专家评审阶段。同时按

照湿地规划要求，进一步加大湿地资源监测和保护管理力度，积极推

进湿地公园建设试点和小微湿地生态修复工作，维护湿地生态系统的

稳定性，提高湿地生态服务功能。重点维护修复好杭州湾北岸湿地生

态系统。

三是开展湿地生态补偿工作考核机制。根据《上海市湿地生态补

偿工作考核办法（试行）》（沪绿容﹝2017﹞373号）文件精神，及时

开展本区湿地生态补偿工作的考核工作，着重开展湿地、国家森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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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等生态区域的保护与管理，加强湿地生态修复和湿地保护宣传，提

升保护区域内的基本公共服务。

（四）在淡水资源保护方面，持续攻坚河湖治理，压实责任，强

化治河管河能力建设。

紧紧围绕“到 2020年底基本消除劣 V类水体”的总体目标，不断

深化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工作。2020年，以河道综合整治、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雨污混接改造等措施，持续攻坚消除劣 V 类水体及水质断面

达标工作，完成 343 条劣 V 类水体整治，432 个水质考核断面平均水

质全部达标，基本完成消劣任务，水环境治理取得显著成效；落实李

强书记关于河湖长制“巡、盯、管、督”四项工作要求，河湖长效管

理不断加强；通过持续实施“河长考试”、创新开展“河长述职”、试

点启动“河长+检察长”、组织举办“河长培训”、引导全民“共治共建”、

做强做实治水“神经末梢”等创新方式，提升河湖治理能力和责任。

（五）在海洋资源保护方面，认真开展海域巡查工作，积极推进

生态修复工程，启动全国海洋灾害风险普查工作。

2020年，开展“碧海 2020”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执法行动，对

海洋海岸工程建设项目、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防治、陆源污染

物排放污染防治、海洋生态系统保护等开展海域内专项执法;积极推进

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工作，对我区围填海图斑整改进行了专项跟

踪，完成南竹港图斑整治工作；根据全国海洋灾害风险普查工作安排，

按照自然资源部海洋预警监测司要求，启动全国海洋灾害风险普查工

作，组织海洋工作科、海塘管理所等单位相关人员参加普查工作培训，

为后期海洋灾害风险普查工作打牢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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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通过开展立功竞赛和污染防治攻坚

战，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建设。

为继续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建设“水天一色”美丽奉

贤，重点围绕污染防治攻坚战 9大攻坚行动、第七轮环保三年行动计

划、“水、气、土”专项行动、金山地区（奉贤区域）综合整治等重点

工作，以立功竞赛活动为载体，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领域勇于担当、

敢于破难、开拓进取，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

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力争以扎实有效的举措，实现“奉贤美、

奉贤强”的发展目标。

2020 年“水天一色”工程重点项目清单涉及六大专项工作组 65

项年度任务，各重点任务均已全面启动。通过基层上报、评估筛选、

专家评审和区府、区委常委会议审议后，共评选出 299个奖项，其中：

综合奖 8个；特色单项奖 10项，共 115个团队（集体）；优秀个人奖

12项，共 176人。在“六五环境日”期间，对评选项目、先进团队和

个人，进行微信微博巡展。主要包含污染防治攻坚战“九大专项”、第

七轮环保三年行动、新一轮金山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水污染防治、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土污染防治等工作。

下一步，将持续对立功竞赛活动中涌现出的典型事例、先进集体

和优秀个人及时进行宣传，发挥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以点带面鼓励

全区各行各业对标看齐，进一步深化绿色生态理念，全民行动建设“水

天一色”美丽奉贤。

三、国有自然资源管理中存在问题

2020年，全区自然资源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在自然资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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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质量上有较大增长。但是，在自然资源保护中还是存在问题。在

土地资源管理方面，新增林地和水面率的考核要求导致种林和开河与

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凸显。低效集体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推进难度在

持续加大，减量的空间在缩小。

在林地管理方面，一是林地体量小而分散，林业生产和配套基础

设施薄弱，森林覆盖率低。虽然经近几年大规模造林绿化，森林覆被

率已达到 16.03%，但在上海市 9个郊区单位中仍然居后，森林资源总

量仍严重不足。二是林地征占用较多，林地稳定性差。随着城乡建设

快速发展，公路修建和河道整治等市区重大建设项目占用林地难以避

免，加之相当部分林地是农用地上的经济果林与临时苗圃地，易受农

业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林地稳定性差。三是部分生态公益林养护不

到位，森林质量亟待提升。由于台风等自然因素以及周边居民活动影

响，部分林分林木长势差，森林群落结构简单，森林生态效益低。

在湿地资源管理方面，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扩大，

工业废水、废渣、生活污水、化肥和农药等有害物质被排放到湿地，

不仅破坏湿地内的生物多样性平衡，而且对地表水、地下水及土壤环

境都造成了影响。同时，近年来，一是随着杭州湾沿线滩涂湿地受侵

蚀作用，湿地外边界水深-6米线向内缩进，导致浅海水域减少；二是

由于辖区内人工养殖塘转变为农田或建设用地，湿地面积有所减少。

在水资源保护方面，虽然近几年来通过老旧小区雨污混接改造、

企业雨污分流排查改造等措施，雨污混接情况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是，

部分区域管网复杂、改造困难，雨污水管道混接、错接的情况还没有

完全消除，对河道水质造成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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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有自然资源保护工作重点

（一）坚持规划引领、加强土地资源管理。一是聚焦新城建设，

把握新一轮新城发展重大战略机遇，立足“新片区西部门户、南上海

城市中心、长三角活力新城”发展目标，对照“一意象、双枢纽、多

名园，独立、无边界、遇见未来”发展目标，着力建设未来之城，通

过“三新三地”，打造青春之城，推动奉贤新城高质量发展；二是聚焦

资源管理，每年编制包括用地指标配置、储备、征收及出让的“四位

一体”工作计划，以减量化为基础，以精准储备、精准征收为重点，

加快推动土地出让效率，并通过倒排时间节点，加强四个计划之间的

衔接，提升计划的精准性和可实施性；三是强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通过编制十四五期间造林规划、中小河道建设计划等方式，科学安排

种林和开河计划，严格避让基本农田，加强对一般耕地的保护。积极

开展土地整理复垦工作，严格基本农田退出补划管理，做到基本农田

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坚守粮食安全的底线。四是在审批改革上，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推行“无科层”审批，进一步扩大独任制和

“一审一核”事项范围，把行政审批改革作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突

破口，改善工作环节，形成事前规范、事中指导、事后监督的新机制。

（二）加强林地和森林资源管理。在今后的工作中将采取更为有效

的措施来保障全区林地面积的稳步增长。一是在大规模开展国土绿化

的同时，严格管控林地；二是加大森防和森林资源保护宣传力度，继

续开展养护质量考核；三是多方位多举措增强林地监测保护力度，确

保森林资源又快又好地增长。

（三）加强湿地资源管理。积极组织各街镇林业站和各监测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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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辖区内沿海边滩等重点湿地区域日常巡护，积极预防和打击非法

破坏湿地野生动植物及围垦侵占、捕捞、放牧、挖沙和排污等破坏湿

地资源的违法行为。进一步完善湿地资源的公共事件应对机制，并结

合本区实际情况，加强组织领导、实行报告制度、部门配合等方面工

作，以确保在发生公共事件后林业部门能准确履行职责。

（四）加强淡水资源管理。在持续推进中小河道整治和长效管理

基础上，开展金汇港、浦南运河等骨干河道整治，推进生态清洁小流

域示范单元创建，进一步改善河网结构，加强日常水资源调度管理，实

现区域水系通、连、畅、活，提高水功能区达标率。

（五）加强海洋资源管理。做好入海河口、海洋工程区、海洋红

线区等敏感环境目标的日常监视监管工作；提高海岸线执法巡查力度，

及时发现和纠正污染等破坏海洋环境行为，强化对各类用海活动和海

洋生态环境的监管力度；加强管辖海域内海洋环境及突发事件的监视

监测，建立完善海洋防灾减灾工作机制和海洋灾害应急处置体系，组

织协调海洋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加强涉海新闻宣传报道，通过开展海

洋宣传日、海洋节庆等活动，以多种形式宣传海洋法规政策，增强沿

海居民、涉海单位依法用海、保护海洋环境的意识。

（六）加强生态资源保护。推进“水、气、土”三大污染防治攻

坚战。打好“碧水”保卫战：强化水环境整治力度，坚持水岸联动、

治本治源，采用控源截污、沟通水系等措施，对我区涉及的 18个国考、

市考地表水水质断面进行跟踪，及时指导属地结合“河湖长”工作要

求，开展水环境治理，确保断面水质稳定达标；打好蓝天保卫战：改

善区域空气质量，完成新一轮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年度任务，聚焦“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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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协同”（PM2.5和臭氧的协同控制、二氧化碳和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

排），实现“三个治污”（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打好净土

保卫战：依托“一网统管”信息化平台，严格落实出让、划拨等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审和备案工作，加快推进污染地块治理修复，

建立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定期核算机制。结合排污许可证管理持续推

进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落实自行监测制度和隐患排查制度。

下一步，将持续围绕“水天一色”污染防治攻坚战、督查整改、

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等专项行动，突出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领

域，强化绿色发展、生态保护与修复，以主力军的姿态全力提升区域

环境质量。

以上汇报，请予审议

附件：（1）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情况表

：（2）国有自然资源资产配置和收益情况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