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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林业局（农业局、农发局、地方局）： 

为进一步促进我市湿地公园健康发展，规范湿地公园建设

和管理，促进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根据《苏州市湿地保护条

例》及国家林业局、江苏省林业局有关规定，我局制定了《苏

州市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苏州市林业局 

2012 年 8 月 8 日 

 

主题词：  

抄：省林业局 

苏州市林业局办公室               2012 年 8 月 8 日印发 

（共印 2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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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湿地公园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促进湿地公园健康发展，规范湿地公园建设和管理，促进

湿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根据《苏州市湿地保护条例》及国家、江苏省有关

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湿地公园的建设、管理和经营应当遵

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湿地公园，是指自然景观适宜、生态特征典型、

历史和文化价值独特、科普宣传教育意义明显，以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合

理利用湿地资源为目的，可供开展湿地保护、宣教、科研、生态旅游等活

动的特定区域。 

第四条  湿地公园建设应遵循“保护优先、科学修复、合理利用、持

续发展”的原则。 

第五条  湿地公园分为国家湿地公园、省级湿地公园、市级湿地公园

和县（市、区）级湿地公园。 

国家湿地公园由已经完成初步建设的省级湿地公园升级建立，其建

立、建设和管理按照《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执行；省级湿地

公园由市级湿地公园升级建立，其建立、建设和管理按照《江苏省湿地公

园管理办法》执行。 

市级湿地公园的建立，由所在地县级市（区）农林行政主管部门经同

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向市农林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提交湿地公园

总体规划等材料。市农林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相关专家评审后，报市人民政

府批准。对于跨界市级湿地公园的申报，由所在地人民政府协商一致后，

按照申报程序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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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级湿地公园的建立，由所在地县级市（区）人民政府批

准。所在地县级市（区）农林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湿地公园的

指导和监督工作。 

禁止擅自命名、挂牌县级以上湿地公园。 

第六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湿地，可以申请建立市级湿地公园： 

（一）湿地生态特征显著，且具有显著或特殊生态、文化、美学和生

物多样性价值。 

（二）具有一定的面积，且能保持湿地生态系统完整性，湿地面积比

例不低于规划面积 50%。 

（三）拟建湿地公园区域内无土地和资源使用权属争议，湿地公园管

理机构具有规划区域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经营权。 

（四）湿地生态用水权益基本保障。 

（五）范围与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没有重叠或者交叉。 

第七条  建立市级湿地公园，应当提交如下材料： 

（一）所在地县级市（区）级人民政府出具的同意函；跨县级行政区

域的，需提交相关县级人民政府同意函。 

（二）拟建市级湿地公园申报书及总体规划的纸质及电子文本。 

（三）所在地县级市（区）级人民政府出具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

经营权证明。 

（四）反映拟建市级湿地公园所在地现状的图片和影像资料。 

（五）市农林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它相关材料。 

第八条  申请建立市级湿地公园应遵照以下程序： 

（一）所在地县级市（区）农林行政主管部门向市农林行政主管部门

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应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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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农林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 15个工作日内反馈审

核结果。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在 30个工作日内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考

察和评估。申报单位须按照专家组评估意见和建议完善规划等相关材料，

并提交市农林行政主管部门。 

（三）对通过专家组考察和评估，并通过市农林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的，

由市农林行政主管部门在拟建湿地公园所在地公示 7天。对于公示期内无

反对意见的，市农林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批复，同意建立市级湿地公园。 

第九条  市农林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建市级湿地公园评估专家组，并

应邀请所在地县级市（区）级人民政府级国土、水利、环保、渔业等相关

部门参加。 

第十条  市级湿地公园所在地县级市（区）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批准日

后的 30个工作日内对湿地公园的名称、位置、范围等予以公告，并在批

准日后的 90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部门按照总体规划确定的范围和界线完

成标桩定界。 

第十一条  市级湿地公园所在地县级市（区）级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专

门的管理机构，并有稳定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市级湿地公园

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  湿地公园的建设和管理应当严格执行湿地公园总体规划。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和挪动界标。若湿地公园发生更名、撤销、

合并、变更及其范围、界线调整，应当报原批准部门批准。 

第十三条  湿地公园内根据保护与管理的需要应实行分区管理，一般

可分为湿地保育区、宣教展示区、合理利用区、管理服务区等。 

湿地保育区除开展保护、监测等必需的保护管理及科研活动外，不得

进行任何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管理无关的其他活动；宣教展示区可开展以

生态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活动；合理利用区可开展不损害湿地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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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生态旅游等活动；管理服务区可开展管理、接待和服务等活动。 

第十四条  湿地公园管理机构应当定期组织开展包括水质、生物多样

性等方面的湿地资源调查和动态监测，建立档案，并根据监测情况采取相

应保护管理措施。 

第十五条  湿地公园应当建立和完善科普宣教解说系统，设置宣教设

施和相关公共服务设施，加强湿地科学普及和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湿地

保护意识。 

鼓励收取门票费的湿地公园定期或不定期向社会免费开放。 

第十六条  除法律、法规规定的以外，湿地公园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开（围）垦湿地、开矿、采石、取土、修坟以及生产性放牧等。 

（二）从事房地产、度假村、高尔夫球场等任何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

的建设项目和开发活动。 

（三）商品性采挖、砍伐林木。 

（四）捡拾鸟卵、猎捕鸟类等野生动物的行为。 

（五）采挖植物等破坏湿地资源或湿地景观的活动。 

（六）其他破坏湿地生态系统的行为。 

（七）擅自移动或破坏湿地公园的界标、宣教及公共服务设施。 

第十七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湿地公园实行星级动态评定制度。每年

由市农林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依据《苏州市星级湿地公园评估标准（试

行）》（详见附件）内容，对全市湿地公园进行星级划分和评定，评级结

果将面向社会公开。 

第十八条  星级湿地公园分为三星、四星和五星三个级别。被评为星

级的湿地公园应当在入口处悬挂相应的星级标牌，并可以享受项目申报、

湿地公园升级等活动的优先权。 

第十九条  未被评为星级的湿地公园，市农林行政主管部门将责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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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未整改或连续两年未被评为星级湿地公园的，由市农林行政主管部

门撤销其市级湿地公园牌子或提请上级撤销其省级、国家湿地公园牌子。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12年 9月 10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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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星级湿地公园评估标准（试行） 
 

评估  

指标 
评估内容（赋分） 

合计

分值 

评估 

得分 

湿地生

态系统

状况 

湿地总面积基本无人为减少

（4-5） 

湿地总面积减少但小于 1%

（2-3） 

湿地总面积减少且超过 1%

（0-1） 

30 

 

水岸及景观保持自然状态

（4-5） 

水岸及景观基本保持自然状

态（2-3） 

水岸或景观受人为工程干预

痕迹过重（0-1） 

主体水质不低于国家Ⅱ类标

准，或能得到较大改善（4-5） 

主体水质基本符合国家Ⅲ-IV

类标准，并能得到较好维护

（2-3）  

主体水质低于国家 IV类标准，

或有恶化趋势（0-1） 

保育区保持自然状态，区内湿

地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基本不

受人为干扰（4-5） 

保育区基本保持自然状态，区

内湿地野生动物栖息环境受

人为干扰较少（2-3） 

保育区内湿地生态系统或野

生动物栖息环境受人为干扰

较频繁（0-1） 

园内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数

量明显增加（4-5） 

园内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数

量有所增加（2-3） 

园内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类、数

量没有增加，或有所减少

（0-1） 

湿地生态系统得到有效恢复，

外来有害物种得到有效治理

（4-5） 

湿地生态系统得到较好恢复，

重点区域外来物种基本得到

治理（2-3） 

湿地生态系统未得到恢复、修

复或继续退化，或外来物种入

侵严重（0-1） 

总体规

划执行

情况 

已建、在建项目符合总体规划

要求（4-5） 

已建、在建项目基本符合总体

规划要求（2-3） 

已建、在建项目不符合总体规

划要求，或按照总体规划至今

没有开展任何建设（0-1） 

5 

  

范围界

限与土

地权属 

范围界线清楚，土地所有权、

使用权及管理权属关系明确

（4-5） 

部分地段、地块范围界线或土

地权属尚未落实，但不影响各

项工作开展（2-3） 

范围界线或土地权属存在较

大纠纷，影响各项工作开展

（0-1） 

5 

 

机构设

置与经

费保障 

有专门管理机构，人员配备及

运行经费能够满足管理需要

（4-5） 

有专门管理机构，人员配备及

运行经费不能完全满足管理

需要（2-3） 

人员、经费不能满足管理需

要，甚至未设立专门管理机构

（0-1） 

5 

 

设施建

设与管

理维护 

在主入口设置了“***湿地公

园”标牌（5） 
 

未在主入口设置“***湿地公

园”标牌（0） 

15 

 

道路、给排水、环保、供电、

路标、消防等基础设施符合管

理、服务要求（4-5） 

道路、给排水、环保、供电、

路标系统、消防等设施配套建

设有待完善（2-3） 

道路、给排水、环保、供电、

路标及消防等设施不符合管

理、服务要求（0-1） 

保护管理与服务设施（游客中

心、休闲、游览、管护设施等）

能够较好满足园内工作需要

（4-5） 

保护管理与服务设施（游客中

心、休闲、游览、管护设施等）

基本满足园内工作需要（2-3） 

保护管理与服务设施（游客中

心、休闲、游览、管护设施等）

不能满足园内保护与管理工

作需要（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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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指标 
评估内容（赋分） 

合计

分值 

评估 

得分 

科研监

测及科

普宣教 

建立监测站点，配备相应设

备，较好掌握园内湿地资源本

底情况，动态监测数据较齐全

（4-5） 

建立监测站点，相应设备有待完

善，基本掌握园内湿地资源本底

情况，动态监测数据不齐全

（2-3） 

未建立监测站点，无相应设备，

对园内湿地资源本底情况不了

解，不具备动态监测数据（0-1） 

20  

湿地宣传展示、解说系统、标

志牌等数量较多，内容丰富

（4-5） 

湿地宣传展示、解说系统、标志

牌等数量较少，内容一般（2-3） 

未开展宣教基础设施建设，缺少

湿地宣传展示、解说系统、标志

牌等（0-1） 

已开展针对性较强的湿地科

研活动，台帐资料较齐全

（4-5） 

已开展湿地科研活动，但针对性

不强，或台帐资料不齐全（2-3） 

既无计划也未开展湿地科研活

动，不具备台帐资料（0-1） 

定期面向社会免费开放（4-5） 不定期面向社会免费开放（2-3） 不会面向社会免费开放（0-1） 

湿地资

源综合

利用 

社区积极参与湿地公园湿地

保护，并从中获得相应利益

（4-5） 

社区未参与湿地公园建设，与

其无利益冲突（2-3） 

湿地公园与社区存在一定利

益冲突（0-1） 

10 

 

利用行为对发挥湿地生态、经

济、社会等多种功能有明显促

进作用（4-5） 

利用行为对发挥湿地生态、经

济、社会等多种功能无负面影

响（2-3） 

开发利用行为对发挥湿地生

态、经济、社会等多种功能构

成破坏或有潜在威胁（0-1） 

整体建

设水平

与示范

作用 

建设风格具有较明显个性特

征，与湿地景观或当地特色人

文景观较好协调（4-5） 

建设风格具有一定个性特征，

与湿地景观或当地特色人文

景观无明显冲突（2-3） 

建设风格缺少个性，或与湿地

景观或当地特色人文景观存

在明显冲突（0-1） 
10 

 

在湿地保护、开发利用、功能

展示或科普宣教等方面具有

较好的示范作用（4-5） 

在湿地保护、开发利用、功能

展示或科普宣教等方面具有

一定的示范作用（2-3） 

在湿地保护、开发利用、功能

展示或科普宣教等方面无明

显的示范作用（0-1） 

合  计 100  

备注：三星级（61-70 分），四星级（71-90分），五星级（90分以上）。 

 

 

评估专家：                                       评估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