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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湿地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68）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林业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明祥、李琰、胡昕欣、周瑞、张振明、刘佳凯、马梓文、高俊琴、罗芳丽、

翟杰休、武亚楠、王瑞卿。

本文件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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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指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的原则、指标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的国际湿地城市的认证提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6535 国家重要湿地确定指标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国际湿地城市 international wetland city
按照《湿地公约》决议规定的程序和要求，由中国政府提名，经《湿地公约》常务委员会批准，颁

发“国际湿地城市”认证证书的城市。参与国际湿地城市认证的应为直辖市的区、省辖市(地级市与副

省级城市)和县级市全域。

3.2

国际重要湿地 international important wetland
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符合《湿地公约》的国际重要湿地指定标准，并被列入《湿地公约》的国际重

要湿地名录的湿地。

3.3

国家重要湿地 national important wetland
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和效益具有国家重要意义，符合GB/T 26535所确定的指标，按照有关规定予以保

护和管理的特定区域。

3.4

湿地率 wetland rate
城市的湿地总面积占该城市国土面积的比例（滨海城市湿地率指城市的湿地总面积占该城市国土面

积与浅海水域面积之和的比例）。

3.5

城市类型 city type
包括滨海城市、山区城市和平原城市。滨海城市是指有滨海湿地分布的城市。山区城市或者平原城

市是指城市所辖区域主体地貌类型所占比例超过50%为山区或者平原的城市。

3.6

湿地保护形式 wetland conservation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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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3种类型自然保护地，以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小

区。

3.7

湿地保护率 wetland conservation rate
指本文件3.6条所列湿地保护形式所包括的湿地面积占该城市湿地总面积的比例。

3.8

湿地破坏行为 wetland destruction behavior
指近3年内未在所依托的重要湿地从事开（围）垦、填埋、排干、擅自改变用途及永久性截断水源

等活动，且在其他湿地未发生重大破坏案件和行为。

4 认证提名原则

4.1 系统性原则

认证提名指标要全面、系统、客观。

4.2 可度量原则

认证提名指标要可报告、能核查。

4.3 可行性原则

认证提名指标选择要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4.4 国际性原则

认证提名指标选择遵循《湿地公约》的要求，尽量与国际接轨。

5 认证提名指标

认证提名指标由资源本底、保护管理条件、科普宣教与志愿者制度、所依托重要湿地的管理、湿地

破坏5类指标类型16个指标组成，见表1。

表 1 认证提名指标

序号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具体内容

1

资源本底

重要湿地
参与认证提名的城市区域内应当至少有一处国家重要湿地（含国际

重要湿地）或者两处省级重要湿地。

2 湿地率

参与认证提名的滨海城市湿地率≥10%，且湿地面积 3年内不减少

参与认证提名的内陆平原城市湿地率≥7%，且湿地面积 3年内不

减少

参与认证提名的内陆山区城市湿地率≥4%，且湿地面积 3年内不

减少

3

保护管理

条件

湿地保护率 参与认证提名的城市湿地保护率应≥50%

4 湿地保护规划

参与认证提名的城市湿地保护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有专门针对湿地生态系统保护的内容；编制了湿

地保护专项规划，基本保障了湿地保护修复投入需求。

5 协调机制
参与认证提名的城市的当地人民政府已经建立由相关部门组成的

国际湿地城市创建工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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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具体内容

6 湿地保护专门机构
参与认证提名的城市已经成立湿地保护管理的专门机构，配置专职

的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开展湿地保护管理工作。

7 湿地保护法规或规章 参与认证提名的城市已出台湿地保护法规或规章

8 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
参与认证提名的城市已将湿地面积、湿地保护率、湿地生态状况等

保护成效指标纳入当地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等制度体系

9 水资源管理
参与认证提名的城市在水资源管理、污染防治工作中体现湿地保护

修复理念并采取具体措施

10 湿地利用
参与认证提名的城市符合生态优先及合理利用原则，综合考虑湿地

保护和湿地供给、调节、文化以及支持功能的有效发挥

11 科普宣教

与志愿者

制度

湿地宣教
参与认证提名的城市有专门的湿地宣教场所，或依托保护形式建立

的宣教场所，并且开展了专门的湿地宣教活动

12 湿地保护志愿者制度
参与认证提名的城市建立了湿地保护志愿者制度并开展了相关活

动，组织公众积极参与湿地保护和相关知识传播活动

13
所依托重

要湿地的

管理

湿地保护修复措施
参与认证提名的城市针对该湿地已经采取湿地保护修复措施并且

取得较好成效

14
湿地监测、管理计划及生态预

警机制

参与认证提名的城市针对该湿地已经建立湿地生态预警机制；制定

实施管理计划；开展动态监测和评估，在遇到突发性灾害事件时有

防范和应对措施

15

湿地破坏 否定性指标

重要

湿地

（1）参与认证提名的城市近 3年在所依托的重要湿地内未从事开

（围）垦、填埋、排干湿地或者擅自改变湿地用途，永久性截断湿

地水源等活动；

（2）参与认证提名的城市近 3年在所依托的重要湿地内未从事过

度放牧、过度捕捞等活动；

（3）参与认证提名的城市近 3年在所依托的重要湿地内未从事排

放不达标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等活动；

（4）参与认证提名的城市近 3年在所依托的重要湿地内未从事破

坏湿地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鱼类洄游通道等活动；

（5）参与认证提名的城市近 3年在所依托的重要湿地内未从事破

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其他活动。

16
其他

湿地

参与认证提名的城市近 3 年在其区域内的其他湿地未发生重大破

坏案件和行为



《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指标》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为了将国际湿地城市纳入规范化、标准化管理轨道，2020

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湿地管理司提出了制定“国际湿地城市认证

提名指标”行业标准的申请，并由科技司审评后列入了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 2020年标准编制计划，标准计划号为 2020-LY-032。

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司局函《关于印发湿地领域标准体系

和相关工作安排的通知》（科标字[2021]1号），由北京林业大

学负责《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指标》修订，任务下达时间是

2021年 3月。委托单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湿地管理

司。

2. 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员

本标准起草单位为北京林业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明祥、李琰、胡昕欣、周瑞、张振明、

刘佳凯、马梓文、高俊琴、罗芳丽、翟杰休、武亚楠、王瑞卿。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均为从事湿地生态学、湿地保护与管理、

湿地恢复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具有长期从事湿地保护与管

理、湿地生态修复、湿地生物多样性监测、湿地生态状况评价的

实践经验。以上人员参与了本标准的技术研究、国内外资料收集

整理、野外调研、标准的起草、编写和修改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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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工作过程

3.1 准备阶段

2020 年 3 月-5 月：成立了起草小组，确定编写技术方案、

编写提纲。收集与整理《湿地公约》关于国际湿地城市认证工作

的决议文件、大会报告，跟踪《湿地公约》关于国际湿地城市认

证工作的最新要求；收集和整理我国两次申报国际湿地城市的考

察资料和考察报告，对资料进行研究与解读，并在此基础上，于

2020年 5 月形成了编写细则，并进行了分工。

3.2 起草阶段

2020 年 6 月-8 月：选取海口、东营和盘锦 3 个典型城市进

行了现场考察，分析我国申报和建设案例，在调研的基础上，形

成草稿，送湿地司和有关专家小范围征求意见。

3.3 征求意见阶段

2020 年 9 月：通过小范围座谈会，来自中国科学院东北地

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复旦大学、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中国城

市建设研究院、重庆大学、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南京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对草稿提

出修改意见，形成了该标准的征求意见稿。2020 年 11月，经湿

地司同意，将该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发往各省（区、市）正式征求

意见，先后征求了国家履约委员会 10个部门、31个省林草主管

部门、国家林草局相关司局单位及国家湿地科学技术专家委员会

部分专家的意见。

3.4 送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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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修订后的《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指标》报

送国家林草局全国湿地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21年 12 月 7

日，由全国湿地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国家林草局规划院、

中国林科院、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国家海洋环境监测

中心、西南林业大学、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国家林草局中南院

的 7 位专家对包括本标准在内的几项标准进行审定。

3.5 报批阶段

2022 年 7 月，严格按照前面 4 个阶段专家征求意见、评审

意见及审查意见等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

指标》（报批稿），报请国家林草局批准、公布。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 编制原则

《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指标》的编制遵循如下原则：

第一、系统性和国际性原则。本标准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认真分析《湿地公约》对国际湿地城市的相关要求，结合我

国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工作的经验，确定了相应的认证提名指

标体系，包括资源本底、保护管理条件、科普宣教与志愿者制度、

所依托重要湿地的管理、湿地破坏等。本标准所确定的认证提名

指标要全面、系统、客观，具有可报告、能核查的特点。同时，

认证提名指标选择遵循《湿地公约》的要求，尽量与国际接轨。

因此，本标准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国际性。

第二、可操作性原则。本标准以数量化技术指标为主，每一

个指标都有对应的测算方法，便于实际操作。同时，考虑到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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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禀赋的区域特征、不同地貌类型差别大等因素，针对一些具

体指标，给出了合理的范围，避免指标规定过死，导致生产中不

易实施的问题。

2. 主要内容

《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指标》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

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认证提名原则、认证提名指标等 5部分

内容。

3. 确定依据

标准编写的主要内容严格遵守《湿地保护法》《野生动物保

护法》《环境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陆生野生动物保护

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湿地公约》等国际

公约。同时，考虑到了《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全国湿地保

护工程规划》《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等国家政策、规划的有

关要求。

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指标的筛选参照了我国已开展的两

次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工作和有关专家的反馈意见。

4. 规范性引用文件

《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指标》在编制过程中，主要参考了

《湿地公约》有关决议要求，2017 年原国家林业局印发了《国

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暂行办法》（办函湿字〔2017〕120号）和

《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办法》（办函湿字〔2020〕110号）；

参考了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方

面的研究论文、报告和经验介绍等；也广泛参考了国家相关规定、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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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指标》部分引用了与本标准有关的

-2017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21010》和《国家重要湿地确定

指标 GB/T 26535》。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本标准的核心内容吸收了标准编制组主持的各类国家和省

部级相关科研项目、项目组论文、生产实践结果等，涉及的主要

概念和指标确定如下：

1.国际湿地城市概念

考虑到日益发展的城市化给湿地带来严重影响，并且城市湿

地对维持生物多样性以及改善城市生活质量越来越重要，2015

年 6月在乌拉圭召开的《湿地公约》第十二届缔约方大会通过了

“《湿地公约》关于湿地城市认证”的决议。该决议鼓励靠近并

依赖湿地（主要是国际重要湿地及其它重要湿地）的城市，通过

提高参与意识，将湿地纳入地方规划和决策过程中，从而与湿地

建立积极的良好关系。该决议批准建立一个自愿的湿地城市认证

体系，邀请各缔约国提议其境内靠近国际重要湿地和/或其它重

要湿地，且符合标准的城市参与湿地城市认证。

国际湿地城市是指按照《湿地公约》决议规定的程序和要求，

由中国政府提名，经《湿地公约》常务委员会批准，颁发“国际

湿地城市”认证证书的城市。参与国际湿地城市认证的应为直辖

市的区、省辖市（地级市与副省级城市）和县级市全域。

2.我国城市的分类

我国山区（包括山地、丘陵和高原）面积为 663.6万平方公

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70%。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西南、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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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区。我国平原（包括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

珠江三角洲平原等）占全国总面积的 12%。因此，本标准将我国

城市类型分为滨海城市、山区城市和平原城市。滨海城市是指有

滨海湿地分布的城市。山区城市或者平原城市是指城市所辖区域

主体地貌类型所占比例超过 50%为山区或者平原的城市。

3.我国国际湿地城市的认证

为规范我国湿地城市认证的申报标准、程序与管理，根据《湿

地公约》有关决议要求，2017 年原国家林业局印发了《国际湿

地城市认证提名暂行办法》（办函湿字〔2017〕120 号，以下简

称《暂行办法》），同年组织开展了首次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

工作，推选常熟、常德、海口、东营、银川、哈尔滨 6 个城市参

与国际遴选，最终于 2018年 10月，在迪拜举办的《湿地公约》

第十三届缔约方大会上，全部获得国际湿地城市称号。2019年，

国家林草局组织了第二轮的国际湿地城市申报工作，依据《暂行

办法》，推荐了武汉、盘锦、南昌、盐城、合肥、梁平、济宁 7

个城市参加国际遴选。2020 年，国家林草局根据两批国际湿地

城市遴选过程中的工作实践，对《暂行办法》中存在的不完善和

不够明确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地修订，形成了《国际湿地城市认

证提名办法》（办函湿字〔2020〕110 号）。

2022 年 6 月，《湿地公约》秘书处在其官网上公布了全球

第二批获得国际湿地城市认证的城市名录，武汉、盘锦、南昌、

盐城、合肥、梁平、济宁 7 个城市全部获得国际湿地城市称号。

四、采用国际标准化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

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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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未引用国际标准。

五、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抵触或相

矛盾之处。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起草和讨论过程中未发现任何重大分歧意见。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此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和建议

我国目前在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方面，缺乏相应的标准。

本标准从国际湿地城市的概念入手，遵循系统性、可度量、可行

性和国际性原则，确定了资源本底、保护管理条件、科普宣教与

志愿者制度、所依托重要湿地的管理、湿地破坏 5 类指标类型

16个指标组成的认证提名指标体系。本标准将为今后我国国际

湿地城市认证提名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科学依据，对规范国际湿

地城市的认证提名、有效保护城市中的湿地，发挥其涵养水源的

作用，在预防城市内涝、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指标》制定和颁发后，严格的执行

和落实非常必要，建议各省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高度重视该标

准，积极组织和宣传该标准，如以文件的形式发放到各级相关部

门；建议各单位在实际应用中，切实按照该标准进行国际湿地城

市的认证提名。必要时，组织相关生产单位的技术人员，参加针

对本标准及实施措施等的培训，举办培训班，做好标准的普及推

广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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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指标》标准编制组

2022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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