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报告
（2021年）组稿材料（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第一部分 领域篇（生态环境保护）

2021年，广西生态环境系统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4·27”重要讲话精神和

对广西工作系列重要指示要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广西生

态优势金不换”的嘱托，把握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壮美广西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力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持续擦亮广西“山清水秀生态美”金字招牌，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蕴更加厚实。

一、进展及成效

（一）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坚持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以高质量保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让良好

生态环境成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增长点、助推绿色发展的

支撑点、展现壮美广西的发力点。2021 年，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不断深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得到进一步健全，全面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壮美广西提出的“在推动边疆民族地

区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

现新作为，在推动绿色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在巩固发展民族

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上彰显新担当”四个新总要求，认

真落实《关于解放思想担当实干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的决定》，不断发挥生态优势，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印发实施《广

西生态文明强区建设“十四五”规划》，聚焦“将生态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明确了生态文明强区建设的战略定位、

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关键举措。印发《广西生态环境保护

“十四五”规划》，提出到 2025 年，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取

得明显成效，美丽广西和生态文明强区建设取得新进展，生

态文明建设达到新高度；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环境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领先水平，美

丽广西和生态文明强区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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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广西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行动，全力打好污染天气应对、

臭氧（O3）污染防治、柴油货车污染治理 3场标志性战役，

突出抓好秸秆禁烧，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氮氧化物和挥发

性有机物协同治理初见成效。开展水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持



续开展流域综合治理，水环境治理从治标向标本兼治、从末

端向全过程控制转变，持续推进粤桂两省区九洲江流域污染

联合治理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联动协

作机制的各项工作，推动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广西

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力促进漓江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案

例作为国务院第八次大督查发现的典型经验做法获通报表

扬。开展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行动，深入推进农用地土壤污染

防治和安全利用，严格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地

块准入管理。通过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蓝天保卫战协

同发力、碧水保卫战系统施策、净土保卫战深入推进，全区

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优良。2021年，全区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率为 95.8%，全国排名第 7位；细颗粒物（PM2.5）

浓度为 28微克/立方米，全国排名第 13位。水环境质量全国

领跑，全区 112 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

97.3%，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12.4个百分点，无劣Ⅴ类水体；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排名中，广西有 6

个市跻身全国前 10 名，柳州市为全国第 1 名。海洋环境质

量总体保优，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达 92.6%。土壤环

境质量状况总体稳定，生态环境安全平稳向好。

（三）加快推动经济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协调全区

节能降碳工作，定期召开厅际联席会议，制定广西能源消费

总量和强度“双控”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年度工作要点，组

织编制应对气候变化“十四五”规划、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



案（2021—2025）。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一个履

约周期共有 43 家企业纳入碳排放配额管理，应履约配额量

共计 1.71亿吨。积极创建国家级低碳试点，开展近零碳排放

示范工程建设，在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持续开展低碳化改造

工程，其中柳州市率先落地单株碳汇助力乡村振兴项目，建

成广西第一所“低碳学校”。大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制定

《广西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1年本）》和落后低

效产能淘汰政策，启动实施“千企技改”工程，开展绿色制

造体系建设示范。主动服务重大项目建设，出台《关于深入

推动生态环保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关于深入推

动生态环保服务强首府战略的若干意见》，充分发挥生态环

境服务保障功能。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严格准

入要求，制定“两高”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管理办

法。深化区域生态环境合作，参加 2021 年澳门国际环保合

作发展论坛及展览，成功举办 2021 年中国—东盟国际环保

展、绿色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暨环境合作论坛。

(四）持续强化自然生态保护。全力做好（南宁、百色、

崇左）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2021年，左右

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试点工程总体完工率

97.17%。开展重要道路可视范围内山体采石采矿专项排查，

排查企业数 181家，摸清“一场一策”整治底数。推进“绿

盾 2021”自然保护地强化监督工作，逐步清理自然保护地违



法建设项目。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稳步推进，颁布全国首个

省级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方面规范性文件。参加联

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广西渠楠白头叶猴社区保护地治理

建设促进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案例》入选“生物多样性

100+全球典型案例”。扎实开展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工作，南

宁市良庆区、桂林市荔浦市、玉林市容县、百色市乐业县等

4个县（市、区）获第五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命名，

巴马瑶族自治县获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

(五）稳步推进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按照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

革的意见》，深化生态补偿制度改革。加快区内流域上下游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深入推进右江、漓江流域上下游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持续完善九洲江流域污染联合治理和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协调推进粤桂两省区九洲江流域第三轮生态

补偿试点，实行联防联控和流域共治，共同维护九洲江流域

生态环境安全；九洲江流域水环境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流域

水质逐年提升，九洲江从无人敢下河恢复到水清岸绿的景

象，实现了“一江清水向东流”的美好愿景。

（六）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按照自治区党委、自

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及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部署，不断加快推进政务服务各项改革，更大程度地服务社



会经济发展、新冠疫情防控和生态文明建设。一是深化“证

照分离”改革。按照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

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有关要求，修订《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权

责清单》。二是落实“排污许可”跨省通办。按照生态环境

部、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跨省通办”改革的有关工作

部署，推进排污许可跨省通办。三是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认真落实生态环境部《关于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

《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积极服务落实“六保”任务

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关于疫情期间固定

污染源排污许可证延续变更换发有关事项的复函》《关于优

化小微企业项目环评工作的意见》等要求，扎实推进“放管

服”工作，对疫情期间到期排污许可证的延续、变更、换发

手续适当延后办理。

（七）加快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推进“三线一单”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措施落地，14 个设区市相继出台分区管控实

施意见。“广西生态红线划定实践”作为典型经验纳入自然

资源部组织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领导干部读本》。《广西

壮族自治区土壤污染防治条例》于 2021 年 9 月 1 日颁布实

施，《广西壮族自治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广西

壮族自治区辐射环境安全条例》等列入自治区 2021 年立法

计划，《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地监督管理工作方案》《自治



区贯彻〈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

落实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方案》

等文件陆续出台。加快完善企业环保信用评价制度，推动企

业生态环境信用评价，全国首创运维企业生态环境信用评

价，经验做法获生态环境部推广。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改革，2021 年全区共启动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 71

件，广西污染环境类小型生态环境损害案件调查、评估与赔

偿规定（试行）得到生态环境部充分肯定。

二、存在的困难及问题

广西生态环境保护虽取得明显成效，但全区产业结构偏

重、能源结构偏煤、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有待进一步引导等问

题仍然存在，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结构不合

理，局部区域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环境风险隐患有待化解。

三、下一步思路

（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学习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

“4·27”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广西工作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作

为长期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的坚定践行者，深入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创新“生态+”发展模式，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生动展

现广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场景。



（二）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积极参与全国碳排放权市场交易，推进低碳试点示范

创建，探索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创新举措和有效机制。深入实

施六大高耗能行业节能改造，加快防城港、贵港、梧州、百

色、玉林等 5 个国家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和梧州国家绿色产业

示范基地建设，推进绿色园区、绿色工厂的创建工作。进一

步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做好重大战略和重大项目建

设生态环境要素保障。

（三）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制定出台广西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着力

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

坚战等标志性战役，全面加强秸秆露天焚烧、城市扬尘、餐

饮油烟等重点大气面源治理。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持续抓

好漓江、南流江、九洲江、钦江等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加大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力度;实施“湾长制”改革，推进茅

尾海—钦州湾、铁山港湾综合整治，建设“美丽海湾”。深

入打好净土保卫战，推进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和安全利用，

有效管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加快重金属污染源头防控

和整治。探索建立危险废物闭环管理机制，推进 14 个设区

市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升级改造，推进南宁、柳州、桂林、贵

港、百色等“无废城市”创建工作。

（四）建立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生态环境治理监

管体系，推广实行“一证式”扫码排污监管，建设广西“生



态云”平台，打造“数字漓江”生态质量智慧监测网络应用

示范。推进广西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核与辐射环境

安全条例立法工作，研究制定广西危险废物利用处置产业高

质量发展改革方案，全力服务保障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疗废

物妥善安全处置。加快补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短板，着力构

建集污水、垃圾、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处理处置

设施和监测监管能力于一体的环境基础设施体系。

第二部分试验试点篇（国家重点生态主体功能区建设）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是考

察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果情况、引导地方

政府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项工作。2021年，

生态环境部出台《“十四五”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

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及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

则》），《实施细则》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城乡人居环境整治，

推进环境空气、地表水评价精细化。广西通过组织培训、调研

指导等方式，加快推进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开展生态建设与管

理工作，巩固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成效。2021年，组织完成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和考核工作，形成

《广西壮族自治区2021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

质量监测与评价工作报告》并上报生态环境部审核。



第三部分附录篇

广西经济体制改革大事记（生态环境保护）

2021年 1月 1日起，广西作为全国首批 6个试点省份之

一，开展火电、水泥和造纸三个典型行业污染物排放自动监

测数据自主标记和电子督办试点工作。

2021年 3月 1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了 2021年 1—12月国

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状况排名，广西水环境质量继续

领跑全国，6个设区市进入前 10，其中柳州市为第 1名。

2021年3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等10部门印

发实施《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2021年 7月 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

土壤污染防治条例》，并于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2021年 7 月 30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广西环评和排污许可核发监管“一证监管”

试点工作开展情况。《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县域

经济报》《中国新闻网广西》等多家主流媒体相继刊登广西

成效。

2021年 9月 29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广

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印发实施《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线

一单”环境管控单元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试行）》。



2021年11月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印发实施《广

西壮族自治区污染环境类小型生态环境损害案件调查、评估与

赔偿规定（试行）》。

2021年 11月 8日，《中国环境报》刊登《以实战熔炉

淬炼精兵强将 奋力打造生态环境保护铁军广西队伍》文章，

介绍广西“一证式”扫码监管试点工作实现打破信息藩篱、

打破业务壁垒、打破监管隔离等改革成效。

2021年 12月 20日，《人民日报》刊登《广西今年将实

现固定污染“一码”监管全覆盖》文章，介绍广西壮族自治

区生态环境厅推进现有相关环境信息系统整合融合，创新开

发企业环境信息“一码通”，提升“精准执法”的改革成效。

2021年 12月 31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广

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西生态环境保护“十四

五”规划》。

2021年 12月 31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广

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广西生态文明强区建设

“十四五”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