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重庆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总体工作方案的通知

渝府发〔2020〕5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现将《重庆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总体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人民政府         

2020年3月4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总体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总体方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重庆市机构改革方案》要求，根据《自然资

源统一确权登记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

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指示要

求，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求，有序推进自然资源统

一确权登记工作，推动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

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支撑自然资源合理开发、有效保护和严格监管。

(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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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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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市实际，坚持以不动产登记为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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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的空间格局。

(三)工作目标。

按照《办法》要求，以不动产登记为基础，充分利用国土调查成果，开展市级自然资

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逐步实现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以及探明储量的

矿产资源等全部国土空间内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登记全覆盖。清晰界定我市行政区域内各

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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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做好自然资源部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按照自然资源部的统一部署和要求，配合做好我市行政区域内由国家直接行使所有权

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大江大河大湖、湿地、草原、探明储量的石油天然

气、贵重稀有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的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二)做好我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1.开展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确权登记。

我市行政区域内除自然资源部直接开展确权登记之外的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自然

保护地，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会同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所在区县(自治县，

含万盛经开区，以下统称区县)联合制定印发实施方案。有关区县要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开展

工作，组织技术力量依据各类自然保护地设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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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

文件，利用全国国土调查和自然资源专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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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范围

内各类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种类、分布等自然状况，明确所有权主体、所有权代表行

使主体、所有权代理行使主体以及权利内容等权属状况，并关联公共管制要求。市规划自

然资源局依据登记结果颁发自然资源所有权证书，并由有关区县向社会公开。

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范围内的森林、湿地、草原、滩涂等，不单独划

分登记单元，作为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登记单元内的资源类型予以调查、



记载;国家批准的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登记单元内的水流自然资源不再单独

划定登记单元;其他自然保护地登记单元内的水流自然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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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区域内存在多个自然保护地时，以

自然保护地的最大范围划分登记单元。

2.开展江河湖泊等水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我市行政区域内除自然资源部直接开展确权登记之外的水流，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会

同市水利局及水流流经的区县联合制定印发实施方案。有关区县要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开展

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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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管制要求及其他特殊保护规定或政策性文

件，并对承载水资源的土地开展权籍调查。探索建立水流自然资源三维登记模式，通过确

权登记，明确水流的范围、面积等自然状况，明确所有权主体、所有权代表行使主体、所

有权代理行使主体以及权利内容等权属状况，并关联公共管制要求。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依

据登记结果颁发自然资源所有权证书，并由有关区县向社会公开。

3.开展湿地、草原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我市行政区域内除自然资源部直接开展确权登记之外的湿地、草原等，由市规划自然

资源局会同湿地、草原自然资源所在的区县联合制定印发实施方案。有关区县要严格按照

实施方案开展工作，组织技术力量依据国土调查和湿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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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殊保护规定或政策性文件，并开展权籍调查。通过确权登记，明确湿地、草原自然资源的

范围、面积等自然状况，所有权主体、所有权代表行使主体、所有权代理行使主体以及权

利内容等权属状况，并关联公共管制要求。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依据登记结果颁发自然资源

所有权证书，并由有关区县向社会公开。

4.开展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确权登记。

我市行政区域内除自然资源部直接开展确权登记之外的矿产资源，由市规划自然资源

局会同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所在区县联合制定印发实施方案。有关区县要严格按照实施方

案开展工作，组织技术力量依据矿产资源储量登记、统计数据库，结合矿产资源利用现状

调查数据库和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清理结果等划定登记单元界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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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确权登记，明确矿产资源的数量、质量、范围、

种类、面积等自然状况，明确所有权主体、所有权代表行使主体、所有权代理行使主体以

及权利内容等权属状况，并关联勘查、采矿许可证号等相关信息和公共管制要求。市规划

自然资源局依据登记结果颁发自然资源所有权证书，并由有关区县向社会公开。



5.开展森林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对于已登记颁发林权权属证书的森林资源，由森林自然资源所在区县依据《办法》，

核实已发林权权属证书与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的衔接情况;对于尚未颁发林权权属证书的森林

资源，由森林自然资源所在区县依据《办法》，以所有权权属为界线单独划分登记单元，

并开展权籍调查。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林业局根据森林权籍调查成果开展确权登记，依

据登记结果颁发自然资源所有权证书，并由有关区县向社会公开。

(三)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信息化建设。

将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信息纳入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不再单独建设自然资源

登记信息系统，统一使用全国自然资源登记信息系统，加强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成果的信息

化管理，建立市级、区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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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

确权登记工作。

三、时间安排

(一)2020—2022年。

配合自然资源部做好我市行政区域内由自然资源部直接开展确权登记的自然资源统一

确权登记工作;制定《重庆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总体工作方案》《重庆市自然资源统一

确权登记实施方案》，启动我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基本完成我市重点区域内自然

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

(二)2023年以后。

启动我市非重点区域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通过补充完善的方式，逐步实现我市自

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全覆盖。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市、区县政府作为组织实施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充分认识自然资源

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对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各区县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资

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负总责，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多部门合作的协调机制，明确任

务要求，保障工作经费，落实责任分工。市规划自然资源局要加强对全市自然资源统一确

权登记工作的指导监督，完善工作制度，创新工作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强化统筹配合。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要加强对登记机构的指导、监督，了解掌握各区县工作推进情况，

及时叫停违法违规、损害所有者权益的登记行为，并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各区县政



府要配合、支持做好我市行政区域内自然资源权籍调查、界线核实和权属争议调处等工

作。

(三)健全协调机制。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和各区县政府要主动做好与生态环境、水利、林草等有关部门的沟

通、协调，充分利用已有的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基础资料，加强数据质量审核评估和检

查，确保基础数据真实可靠、准确客观。

(四)落实资金保障。

全市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按照事权财权相统一的原则，由市、区县两级财政分

别予以保障。根据确权登记任务和计划安排，列入年度部门预算，确保自然资源统一确权

登记工作顺利进行。

(五)做好宣传培训。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和各区县政府要全面准确宣传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的重要意义、

工作进展与成效，加强工作交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加大培训力度，加强自然资源登

记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为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