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拉善盟行政公署
关于增加国家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

的申请报告
（代拟稿）

自治区人民政府：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提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地政府的生态

保障能力，现将增加阿拉善盟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申

请报告如下：

一、阿拉善盟概况

阿拉善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西端，总面积 27万平方

公里，人口 24万，人均国土面积超过 1平方公里，是内蒙

古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地级市。辖阿拉善左旗、阿拉善

右旗、额济纳旗 3个旗和阿拉善经济开发区、乌兰布和生

态沙产业示范区、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策克口岸经济

开发区 4个省级开发区。

阿拉善生态环境脆弱，是构筑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

障的前沿阵地。阿拉善地处西北边陲，位于我国北方生态

防线最前沿，是国家第二批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地貌特

点是沙漠、戈壁、荒漠草原各占三分之一，都在 9万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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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左右。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横贯全

境，统称阿拉善沙漠，沙漠总面积位居全国第二、世界第

四。三大沙漠中分布有大小不等的湖泊 500多个，面积约

1.1万平方公里。这里干旱少雨，年均降雨量 80毫米，蒸

发量 3500毫米以上，生态环境十分脆弱。阿拉善的生态状

况不仅关系到当地的生存发展，也事关西北、华北乃至全

国的生态安全。

阿拉善国防地位重要，是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要地。

阿拉善地理位置特殊，与蒙古国边境线长 735公里，约占

中蒙国境线总长的六分之一。自上世纪 50年代开始，国家

在这里陆续建成了东风航天城、空军基地、051基地等军

事和国防基地、火箭军基地。特别是东风航天城，是我国

航天事业的“摇篮”，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洲际导弹、

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艘无人飞船、第一艘载人飞船从这

里成功发射，阿拉善也为祖国的国防航天事业留下了额济

纳旗“三易旗府”的历史佳话。阿拉善国防地位重要，双拥共

建传统优良，净空条件好，军民融合发展的机遇前所未有

优势无与伦比。

阿拉善区位优势明显，是国家、自治区向北开放的

重要桥头堡。阿拉善地处中国北疆承东启西、北开南联、

厚积薄发的优越位置，位于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两大国

际走廊和国内陇海兰新经济带、呼包银榆经济区的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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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策克－西伯库伦和乌力吉－查干德勒乌拉两大对蒙口

岸，对内辐射陕甘宁蒙青等省区乃至西北、华北、华中地

区，对外辐射蒙古国五个矿产资源、畜产品富集的省。临

河至哈密铁路、北京至新疆高速公路等区域交通大动脉横

穿阿拉善，架起了我国北方地区西至中亚、北接蒙古、东

连三北、南入川渝及珠三角的立体交通走廊。盟内三旗“县

县通飞机”，与军用鼎新机场和周边银川、中卫、乌海、巴

彦淖尔机场共同形成了 8个机场互补的空运网络。阿拉善

已逐渐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向北开放的新“桥头堡”、向西开放

的“西大门”，逐步从开放的末梢走向开放的前沿。

阿拉善资源丰富独特，是亟待开发、极具潜力的发

展宝地。阿拉善地处北山成矿带，地质成矿条件好，已发

现煤、盐、硝、铁、金、花岗岩等 86种矿产，探明储量

47种，新近发现的超大型晶质大鳞片石墨矿和石油、天然

气、稀土等资源极具开发价值。全盟尚有 81.5%的国土面

积未做地质详查，矿产资源开发潜力巨大(建议删除)。阿拉

善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和土地资源充足，风资源储

量 2.1亿千瓦，太阳能资源储量约 6.9亿千瓦，未利用土

地面积约 21万平方公里，具有摆布大型风光电场、大规模

发展清洁能源产业的广阔前景。

阿拉善是边疆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建盟 40年来，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生活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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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通过多年的努力，阿拉善盟建立起了

以新能源、现代化工、新兴材料、新型建材、装备制造和

特色农畜产品加工六大支柱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发展新格局

三次产业结构比由 2010年的 3：81：16，调整为 2019

年的 5：55：40。2019年，全盟地区生产总值 295.3亿

元，同比增长 5.9%；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0.4%；社会

零售品总额 87亿元，同比增长 5%，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 28.7亿元，同比增长 18.3%，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为 42983元和 21753元，同比增长 6.4%和

9.6%。

二、重点生态功能区划定情况

2012年 7月 27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实施《内蒙

古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内政发〔2012〕85号），

将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划为阿拉善沙漠化

防治生态功能区，全盟 32个苏木（镇）中 22个划为限制

开发区域，同时划定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蒙古额济纳胡杨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蒙古阿拉善沙漠

世界地质公园、居延海湿地、内蒙古阿拉善黄河国家湿地

公园、阿左旗巴彦浩特镇西滩水源地等 17个禁止开发区域。

2016年 9月 1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同意新增部分

县（市、区、旗）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批复》（国

函〔2016〕161号）将阿拉善盟三个旗全部列入国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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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功能区。

（一）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情况

2018年 3月 12日，自治区政府《自治区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的通知》（内政发

〔2018〕11号）正式印发。

阿拉善左旗负面清单：国民经济 6门类 29大类 62中

类 94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 4门类 9大类 12中

类 13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 5门类 25大类 51中类

81小类。

阿拉善右旗负面清单：国民经济 5门类 15大类 27中

类 35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 3门类 7大类 11中

类 12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 5门类 12大类 17中类

23小类。

额济纳旗负面清单：国民经济 5门类 16大类 30中类

48小类。其中禁止类涉及国民经济 3门类 5大类 8中类

10小类；限制类涉及国民经济 5门类 13大类 23中类 38

小类。

对我盟农林牧、矿产资源开采、石墨、石油等产业准

入均有限制和管控措施，影响我盟经济发展。

（二）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情况

2018年，在以往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基础上，我盟先后

组织盟直相关部门和各旗区召开 3次集体会议，6次向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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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和各旗区征求划定面积和范围意见，多次与自治区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领导小组沟通对接，最终基本确定我盟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面 积 由 最 初 的 46074km2 增 加 到

151221.52km2。

2019年，我盟提出生态保护红线优化调整方案。去除

矿业权、造林地、人工商品林、村镇、基础设施、新能源

项目和旅游项目等区域，并增加之前未划入的空白区域、

生 态 敏 感 脆 弱 区 及 边 界 区 域 后 ， 调 出 面 积 为

28420.95km2，调入面积为 14958.79km2，最终全盟生

态保护红线划定面积为 137759.36km2，占全盟国土面积

57.63%。

三、阿拉善盟生态环境显著改善

近年来，我盟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实施蓝

天碧水净土行动，加强自然保护区和重点区域环境综合整

治，扎实推进乌海及周边地区环境治理，贺兰山地区 57家

洗煤厂全部拆除、历史遗留的 67个井硐全部永久封闭，胡

杨林保护区退耕 9885亩，重点矿区治理恢复国土面积

100多平方公里，额济纳绿洲东居延海再现碧波荡漾的美

丽景象，西居延海过水面积达 50平方公里，干涸 600多

年的黑河古河道通水浸润。深入实施重点生态环境保护修

复工程，打破 200毫米以下降水地区不能飞播造林的定论，

每年营造林百万亩以上、草原保护建设 1500万亩以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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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生态环境实现了“整体遏制、局部好转”的重大转变。全盟

禁牧面积 1.34亿亩、草畜平衡面积 1.22亿亩，国家级公

益林面积 2571.24万亩，天然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由 2010

年的 16.5%提高到 2018 年的 23.3%，森林覆盖率由

2010年的 5%提高到 2018年的 8%。

四、阿拉善盟生态保护资金缺口较大

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禁止在我盟发展矿产资源开发、黑

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致使我盟主导产业受损，直接减

少公共预算收入？亿元以上，同时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还限

制了盐硝化工和多金属采选产业发展，导致我盟重点培育

的盐硝化工、多金属采选等产业发展受限，直接减少公共

预算收入？亿元。同时，由于阿拉善盟生态红线划定范围

大，限制了风光电产业的发展。阿拉善盟在经济发展中做

出了巨大的牺牲。

目前我盟享受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补助资

金仅有 2840万元，而全盟开展了大量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主要包括额济纳旗绿洲生态恢复保护建设？亿元、矿山生

态恢复项目？亿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 0.29亿元）、

天然草原退牧还草项目？亿元、贺兰山天然次生林带保护

项目？亿元、封沙育林（草）？亿元、人工造林？亿元、

黄河水土保持？亿元、黄河防洪？亿元、退耕还林？亿元

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亿元、额济纳胡杨林国家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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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护区？亿元、阿拉善梭梭防护自然保护区？亿元、黑

河下游生态功能区建设项目？亿元、黑河下游额济纳旗流

域综合治理？亿元、额济纳旗荒漠绿洲生态恢复保护建设

亿元、野生动植物保护及国家自然保护区？亿元、天然林

资源保护工程？亿元、阿拉善盟重点防护林工程？亿元、

巴丹吉林沙漠湖泊自然保护区湿地保护？亿元、巴丹吉林

沙漠生态治理工程？亿元、居延海湿地恢复？亿元、引黄

入巴供水工程？亿元等生态保护项目，全盟累计投入约？

亿元资金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国家给予的生态补偿

远远不足的情况下，阿拉善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做出了重

大贡献。

恳请自治区人民政府充分考虑阿拉善盟生态屏障的重

要区位、生态保护区域面积、生态保护红线、产业发展受

限、财政收支缺口等关键性因素，提高阿拉善盟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分配额度，增加重点生态功能区转

移支付补助资金 5.35亿元，其中：阿拉善左旗 2亿元，阿

拉善右旗 1.5亿元，额济纳旗 1.85亿元，便于阿拉善盟更

进一步开展生态保护工作。

妥否，请批示。

2020年 3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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