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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的必要性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是指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和布局安排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强调“永久基本农田必须实至名归，

必须是稳产高产的良田”；“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把城

镇、农业、生态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

线、城镇开发边界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

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

改将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作为重要内容予以强化；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优先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确定 15.46

亿亩永久基本农田；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量质

并重、严格执法、系统推进、永续利用”等重大要求，这些

改革成果举措需要通过立法予以集成和完善细化。当前，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面临着新形势、新要求，在牢牢守住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红线不得擅自突破随意调整的前提下，对于土地

综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涉及耕地质量建设；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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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涉及农田配套设施建设；耕地自然损毁、零星破碎等情

形，也应当实事求是地允许局部优化调整，这需要做好红线

管理的顶层设计，明确红线优化调整的原则、程序和约束性

要求。据此，自然资源部会同农业农村部研究起草了《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二、起草过程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自 2022 年启动《办法》研究

起草工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耕地和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重要决策部

署，坚持问题导向、系统观念，全面梳理法律法规和中央文

件关于永久基本农田的管理要求，扎实开展实地调研。起草

《办法》初稿后，广泛征求了中央和地方有关国家机关的意

见，并听取了有关专家学者的建议。在此基础上，修改形成

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

三、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的划定。明确永久基

本农田划定成果经批准后，作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纳入

国土空间规划，规定了永久基本农田的划定程序（第五条、

第六条）。

（二）关于管控原则和要求。明确禁止在城乡建设中以

单个项目占用为目的，擅自调整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禁

止在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调整过程中，擅自调整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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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第八条）。根据法律、行政法规

和国务院有关规定，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了禁止占用的情形

（第九条）。

（三）关于质量建设。明确提出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

部建成高标准农田（第十条），明确了质量建设和提升的相

关措施（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建立实施永久基本农田储

备区制度，明确划入储备区的耕地情形和有关管理要求（第

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四）关于占用和优化调整。一是细化完善建设占用永

久基本农田的管控制度，通过列举的形式明确允许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的情形（第十七条）；二是建立永久基本农田布局

优化调整的机制，明确“整体稳定、优化微调”的基本原则，

涉及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集体经济组织配

套设施建设以及乡（镇）域年度评估四种情形确需对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红线进行局部微调的，允许依照《办法》的规定

对红线进行局部优化调整（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三是明确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进行优化调

整的，应当按照有关程序修改相应的国土空间规划（第二十

三条）。

（五）关于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明确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作为自然资源督察的重要内容（第二十五条）。落实永久

基本农田占用、调整及补划的层级监管责任（第二十六条）。

明确违规调整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规避建设占用审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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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第二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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