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人民政府文件
甘政发 〔２０２０〕８号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总体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兰州新区管委会,省政府有关部门:

现将 «甘肃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总体工作方案»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４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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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总体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

建立和实施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根据 «自然资源部财政

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

记暂行办法›的通知» (自然资发 〔２０１９〕１１６号)精神,结合

我省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基本原则.坚持资源公有,坚持自然资源社会主义公

有制,即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坚持物权法定,依法依规确定自

然资源的物权种类和权利内容及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和行使代

表.坚持统筹兼顾,在新的自然资源管理体制和格局基础上,与

相关改革做好衔接.坚持以不动产登记为基础,构建自然资源统

一确权登记制度体系,实现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与不动产登记

的有机融合.坚持发展和保护相统一,加快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新的空间格局.

(二)工作目标.以不动产登记为基础,充分利用国土调查

成果和自然资源专项调查成果,对我省水流、湿地、森林、草

原、荒地、滩涂以及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

自然生态空间统一进行确权登记,清晰界定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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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主体,逐步划清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之间的边界,划清全民

所有、不同层级政府行使所有权的边界,划清不同集体所有者的

边界,划清不同类型自然资源的边界,推进确权登记法治化,为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

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

复职责提供基础支撑和产权保障.

二、主要任务

(一)配合自然资源部开展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配合自然资源部开展省域内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所有权的自

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由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生态环境厅、

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组织自然资源所在地的市、

县政府配合做好自然资源登记单元界线核实、自然资源自然状况

和权属状况核实以及其他工作任务,按时提交工作成果.

(二)开展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确权登记.

自然资源保护地按照管理级别分别由省、市、县三级自然资

源确权登记机构负责确权登记.由省级资源管理部门管理的自然

保护区、森林公园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由省级自然资源确权

登记机构负责确权登记.由市、县级管理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

园、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湿地公园、沙漠公园和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分别由所在市、县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负责确权

登记.

各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要组织技术力量,依据各类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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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地设立、审批等资料划定登记单元界线,收集整理国土空间

规划明确的用途、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等管制要求及其他特殊保

护规定或者政策性文件,直接利用国土调查成果确定资源类型、

分布,开展登记单元内各类自然资源的权籍调查.通过确权登

记,明确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各类自然资源的自然状况、权属状

况,并关联公共管制要求.

自然保护地范围内的森林、湿地、草原、滩涂等自然资源,

不单独划分登记单元,作为自然保护地登记单元内的资源类型予

以调查、记载.国家批准自然保护地内的水流资源,不单独划分

登记单元;其他自然保护地内的水流资源,除水流源头外,应尽

量保持主要河流的生态完整性,可单独划定水流登记单元.

(三)开展江河湖泊等水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水流自然资源按照管理级别及分布特征分别由省、市、县三

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负责确权登记.其中,省级河长的１２

条责任河流中,除黄河干流之外的疏勒河、黑河、石羊河、湟

水、大通河、庄浪河、洮河、渭河 (甘肃段)、泾河、嘉陵江和

白龙江共１１条河流由省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负责确权登记,

经水利部门认定跨市域的河流由省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负责

确权登记或者指定市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负责确权登记.市

级河长管理的河流由市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负责确权登记,

跨县域的河流由市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负责确权登记或者指

定县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负责确权登记.除省、市级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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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确权登记机构确权登记之外的河流均由流经县级自然资源确权

登记机构负责确权登记.

湖泊均由市、县级水利部门管理,分别由湖泊所在市、县级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负责确权登记.

各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要组织技术力量,依据国土调查

和水资源专项调查结果划定登记单元界线,收集整理国土空间规

划明确的用途、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水功能区划等管制要求及

其他特殊保护规定或者政策性文件,对承载水资源的土地开展权

籍调查,探索建立水流资源三维登记模式.通过确权登记,明确

水流的自然状况、权属状况,并关联公共管制要求.

(四)开展湿地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湿地自然资源按照管理级别及分布特征分别由省、市、县三

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负责确权登记.分布于国家公园等各类

自然保护地以及河流、湖泊、水库范围内的湿地,不再单独划定

登记单元,在其他登记单元中,由相应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

按照资源类型分别开展确权登记;其他湿地由所在市、县级自然

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负责确权登记.

各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要组织技术力量,依据国土调查

和湿地专项调查结果划定登记单元界线,收集整理国土空间规划

明确的用途、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等管制要求及其他特殊保护规

定或者政策性文件,并开展权籍调查.通过确权登记,明确湿地

资源的自然状况、权属状况,并关联公共管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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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展草原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草原自然资源按照管理级别及分布特征由省、市、县三级自

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负责确权登记.省级资源管理部门管理的草

原,由省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负责确权登记,经林草部门认

定跨市域分布的草原由省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负责确权登记

或者指定市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负责确权登记.市、县级管

理以及跨县域分布的草原,分别由所在市、县级自然资源确权登

记机构负责确权登记.

各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要组织技术力量,依据国土调查

和草原资源专项调查结果划定登记单元界线,收集整理国土空间

规划明确的用途、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等管制要求及其他特殊保

护规定或者政策性文件,并开展权籍调查.通过确权登记,明确

草原自然资源的自然状况、权属状况,并关联公共管制要求以及

草原使用证、草原承包经营权证信息.

(六)开展森林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森林自然资源按照管理级别分别由省、市、县三级自然资源

确权登记机构负责确权登记.省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负责白

龙江林业管理局和小陇山林业实验局管理林场的森林资源确权登

记;市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负责对市属部门管理林场的森林

资源确权登记;县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负责对县属部门管理

林场的森林资源以及尚无林场管理的森林资源确权登记.

要积极稳妥做好已登记发放的林权权属证书与自然资源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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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的有效衔接,进一步核实相关权属界线,对所有权代表行使

主体和代理行使主体进行补充登记.尚未颁发林权权属证书的森

林资源,以土地所有权权属为界线单独划分登记单元,进行所有

权确权登记.

(七)开展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确权登记.

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除自然资源部进行统一确权登记的石油

天然气、贵重稀有矿产资源外,按照储量评审管理级别分别由

省、市、县三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负责确权登记.其中,列

入 «甘肃省矿产资源储量表»,由部、省两级主管部门评审备案

的矿产地,由省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负责确权登记;市级主

管部门评审备案的矿产地,由所在市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负

责确权登记;县级主管部门评审备案的矿产地,由所在县级自然

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负责确权登记.

各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要组织技术力量,依据储量登记

数据库及储量统计数据库导出的矿区范围、储量评审备案文件确

定的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以及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清理结果认

定的矿产地范围在空间上套合划定登记单元界线,调查反映各类

矿产资源的探明储量状况,收集整理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用途、

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等管制要求及其他特殊保护规定或者政策性

文件,对矿产资源确权登记并探索采用三维登记模式.通过确权

登记,明确矿产资源的自然状况、权属状况,并关联勘查、开采

许可证号等相关信息和公共管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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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信息化建设.

各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统一使用全国自然资源登记信息

系统,按照统一标准开展工作,实现自然资源登记信息的统一管

理、实时共享,并实现与不动产登记信息、国土调查、专项调查

信息的实时关联.要加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成果的信息化管理,

建立本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信息数据库,做好本级负责的自然资

源确权登记工作.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林草等相关部门

要加强信息共享,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和有效监管提供服务

保障.

三、实施步骤

(一)启动全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２０２０年１月—

２０２０年３月).各市州政府要组织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收集相关

资料,于２０２０年３月底前编制完成本级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５年工作计划,报省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审核备案后,以市州政府名义印发实施.

(二)完成重点区域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２０２０年４

月—２０２３年１２月).根据工作计划,各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

构要分年度、分区域制定本级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实施方案,完成

重点区域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任务.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中央委托地方政府代理行使所有权的资源清单 (以下简称 “清

单”)正式出台前,按照管理现状,省级管理的自然保护地、水

流、湿地、草原、森林、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由省级自然资源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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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登记机构负责确权登记.市、县管理的自然资源,由市、县级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机构先行开展登簿前的相关工作,待清单出台

后,再由具有登记管辖权的登记机构进行登簿发证,并向社会

公开.

(三)启动非重点区域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实现全

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全覆盖.２０２３年以后,在基本完成全

省重点区域的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的基础上,启动全省非

重点区域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最终实现全省自然资源确

权登记全覆盖的目标.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省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工

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领导和协调推动全省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工作,研究部署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重大事宜,指导督促

工作有效开展.省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要积极组织协调,强化工作调度,保证按时完成工作任

务.市、县政府要制定工作计划,建立相应的工作协调机制,精

心组织实施,确保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落实落细、见到实效.

(二)落实资金保障.各地政府要将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工作经费纳入同级政府预算,保障工作顺利开展,并在经费使用

过程中加强经费管理,严格经费的预算和支出,严格执行财经纪

律和管理程序.

(三)严把成果质量.各地政府要加强工作督导,会同有关

—９—



部门不定期开展督导调研,指导、督促确权登记工作有序开展,

确保如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要加强登记成果质量检查、审核,

严把登记成果质量,确保基础数据真实可靠、准确客观.要加强

数据保密,既确保数据安全,又便利信息资源合理利用及政务信

息公开.

(四)加强宣传培训.各地政府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

视、网络、微信、微博等媒体和手段,全面、及时、准确地开展

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努力营造全社会参与、通力配合、全面支

持的良好氛围.要畅通公众监督渠道,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公告

登记结果,积极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

加强队伍建设,加大培训力度,提升队伍素质.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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