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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国发〔２０１３〕４５号，以下简称《规划》），推动我省资源型城

市经济转型，建立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经省政府同意，特提出如下实施意

见： 

  一、发展目标 

  以实现富民强省、全面振兴为目标，全面推进我省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

展。 

  到２０２０年，资源型城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资源集约

利用水平显著提高，接续替代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多元化产业体系全面建立，

矿山地质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养老、医疗、工

伤、失业等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建立健全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长

效机制。资源枯竭城市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转

型任务基本完成。 

  到２０２０年，资源型城市主要经济指标（ＧＤＰ、地方财政收入等）年
均增长８％以上；资源型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逐年下降，累计下降４个百

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累计提高４个百分点；城镇人均可支

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城镇两项医疗保险参保率不低

于９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不低于９５％；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４.
５％以内；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２５万人；森工城市森林覆盖率达到７２％；

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率达到５０％；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逐年下



降；化学需氧量削减３％、二氧化硫削减１％、氨氮削减３％、氮氧化物削减

２％。 

  二、主要任务 

  （一）分类指导各类资源型城市科学发展。 

  １.成长型城市资源开发处于上升阶段，资源保障潜力大，经济社会发展后

劲足，是我省能源资源的供给和后备基地。松原市作为成长型城市，要合理规

范资源开发秩序，提高资源开发企业的准入门槛，合理确定资源开发强度，严
格水资源论证和环境影响评价，将企业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成本内部化。不断提

高资源深加工水平，完善上下游产业配套，谋划布局新兴产业，使新型工业化

与城镇化同步发展，争取进入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试点范围。 

  ２.成熟型城市资源开发处于稳定阶段，资源保障能力强，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较高。吉林市和延边州作为成熟型城市，要高效开发并利用资源，提高资源

型产业技术水平，延伸产业链条，加快培育一批资源深加工龙头企业和产业集
群。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尽快形成若干支柱型接续替代产业集群。做

好生态环境恢复与治理工作，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提升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镇化质量。 

  ３.衰退型城市资源趋于枯竭，经济发展滞后，民生问题突出，生态环境压

力大，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难点地区。辽源市、白山市、九台市、

舒兰市、敦化市、汪清县、通化市二道江区作为衰退型城市，要着力破除城市

内部二元结构，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加快改善民生，加强地质灾害综合治理，

大力扶持接续替代产业。辽源市和白山市争取进入全国资源枯竭城市可持续发

展示范范围。 

  ４.再生型城市基本摆脱了资源依赖，经济社会开始步入良性发展轨道，是

资源型城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先行区。通化市作为再生型城市，要进一步优

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大民生投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将通化市打造成为我省生态宜居城市和著名旅游城市。 

  （二）有序开发综合利用资源。坚持有序开发、高效利用、科学调控、优

化布局，增强资源保障能力，促进资源开发利用与城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１.加大矿产资源勘查力度。提高成熟型和成长型城市资源保障能力，在资

源富集城市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勘查，掌握矿产资源开发潜力，增加矿产资源

储量，提升资源保证程度。在矿产资源赋存条件好、勘查程度较低的城市，加

强基础地质矿产调查力度，加大地勘基金投入，争取发现新的矿产地。建设石

油、天然气、煤、油页岩、铁、铜、镍、钨、钼、金、硅藻土、石墨等重要矿

产勘查开发基地，形成重要矿产资源战略接续区。支持白山市、和龙市等地实

行矿产资源整装勘查，加强矿业权整合，加快勘查进度。 



  加大衰退型城市矿产勘查支持力度，加强老矿山深部和外围找矿力度，鼓

励矿山企业投资勘探深部和外围矿产资源，扩大资源储量，延长矿山服务年

限。积极争取国家老矿山找矿项目，逐步加大省财政支持力度，在办理探矿权

方面予以支持。 

  ２.统筹重要资源开发与保护。加强石油、天然气、油页岩、铁、硅藻土、
石墨等资源开采力度。推进成长型和成熟型城市资源开发基地建设，鼓励与资

源储量规模相适应的规模化经营，提升机械化开采水平。挖掘衰退型城市资源

潜力，加大稳产改造力度，延缓大中型危机矿山产量递减速度，促进新老矿山

有序接替。 

  加强重要优势资源储备与保护，在资源富集地区，建设石油、油页岩、

钨、硅藻土、石墨等重点矿种矿产地储备体系。强化森工城市重点林区森林管

护与保护，加强延边州、白山市等木材后备基地建设。 

  ３.优化资源开发布局。引导和支持各类生产要素集聚，形成集约高效的资

源开发格局。支持资源枯竭城市矿山企业开发利用区外、境外资源，寻找原料

后备基地，鼓励中小型矿企实施兼并重组。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严格限

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矿产资源开发，禁止新建对生态环境产生不

可恢复破坏性影响的矿产资源开采项目。 

  依托现有城市产业园区作为资源加工载体，避免形成新的孤立居民点和工

矿区。引导已有资源开发企业逐步有序退出城区，实施地质环境修复和绿化。

合理确定矿区周边安全距离，在城市规划区、交通干线沿线以及基本农田保护

区范围内，禁止露天开采矿产资源，严格控制地下开采。资源开发时，严格开

展环境影响评价，最大限度减少资源开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和生态空间占用，

形成与城市发展相协调的资源开发模式。 

  ４.促进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提高矿产资源采选回收水平，实施矿产资源

采选回收率准入管理，制定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等新建矿区

准入标准，对生产矿山、油田、油页岩进行定期监督检查。严格执行《矿产资

源节约与综合利用鼓励、限制和淘汰技术目录》，引导资源开采企业使用先进

适用工艺技术，提高矿产资源采选回收水平。充分利用低品位、共伴生矿产资
源，加强有色金属、贵金属、稀有稀散元素矿产等共伴生矿产采选回收。 

  强化废弃物综合利用，推广先进适用的尾矿、煤矸石、粉煤灰和冶炼废渣

等综合利用工艺技术。因地制宜发展综合利用产业，积极消纳遗存废弃物。森
工城市要提高林木采伐、造材、加工剩余物及废旧木质材料的综合利用水平，

实现林木资源的多环节加工增值。支持抚松县、临江市、白山市江源区、桦甸

市、敦化市、安图县、汪清县、和龙市、蛟河市等地对林区“三剩物”综合利

用。 

  ５.发展绿色矿业。转变矿业发展方式，将绿色矿业理念贯穿于资源开发利

用全过程，促进资源合理利用、节能减排、生态环境保护和矿地和谐，实现资
源开发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统一。建设绿色矿山，改革创新



资源管理制度，逐步完善分地域、分行业的绿色矿山建设标准，严格资源开发

准入和监管，使新建矿山按照绿色矿山的标准进行规划、设计和建设。加强对

生产矿山监督，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改进开发利用方式，落实企业责任。 

  （三）构建多元化产业体系。依托资源型城市产业基础，发挥比较优势，

大力发展接续替代产业，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提升产业
竞争力，形成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新格局。  

  １.优化发展资源深加工产业。依托产业基础，有序推进资源产业向下游延

伸，发展资源深加工产业，加快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 

  （１）发展油气开采产业。充分利用松原市等油气资源相对丰富的优势，推

进石油、天然气的开采利用，鼓励石油开采企业加快合资合作，实施原油增产

工程，逐步把松原市打造成我省重要的石油化工产业基地。 

  （２）改造提升“油头”石化产业。提高油气、炼油、乙烯产能，加快推进

炼化一体化，延伸产业链。打造吉林油田千万吨级油气田生产基地，加快吉化
公司炼油及二次加工项目建设。推进吉化基本有机化工产业基地和国家级吉林

化工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建设。依托扶余、前郭、长岭、桦甸、汪清等地油页岩

资源优势，大力推进页岩油产业发展。 

  （３）延伸有色金属产业链条。加大钨、钼、镍、镁、钴、金等有色金属产

业向精深加工方向延伸。支持昊融集团发展镍盐系列及羰基铁、羰基镍产品，

打造全国领先的镍金属深加工产业基地。发展钼金属冶炼和深加工，加快稀土

镁合金开发及应用，鼓励铜、铝等有色金属回收再利用。支持辽源中国高精铝

加工基地建设和中钢铁合金、中钢吉炭异地搬迁改造工程。 

  ２.培育壮大优势替代产业。 

  （１）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风电设备、换热设备、农机装备、矿山

机械、石油机械、起重设备等产业，培育集工程设计、产品开发、设备制造、

工程成套设备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构建创新

能力强、市场占有率国内领先、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形成特色产品

优势突出、专业化协作分工合理、配套较为完备的产业格局。重点建设辽源矿

业集团公司方大锻造有限公司大型锻压、通化市顺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厦工机

械配套件生产加工、松原市自走式玉米收获机扩能改造等项目。 

  （２）发展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生物制药、现代中药、化学合成药、医疗

器械、保健产品和服务，重点建设吉林省博大伟业年产３００万支（冻干针）

人重组改构白介素－１１生物制药高新技术产业化等项目。推进医学与信息、

材料等领域的新技术融合，发展新药合成研发、临床试验服务、生物疫苗、基

因工程、健康管理等新业态。重点建设通化、延边等医药产业基地，做大做强

修正集团、吉林敖东、通化东宝等龙头企业。 



  （３）发展新能源产业。推进传统能源清洁利用，开发和利用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完善电力基础设施，形成火电、水电、风电、核电、生物质发电共

同发展的格局。重点建设前郭查干花风电场２０万千瓦清洁供暖、乾安庆达太

阳能光伏发电等项目。发展以动力电池为主的新型能源产业，培育发展较大规

模的锂离子动力电池及磷酸亚铁锂材料生产基地。将辽源市、白山市、松原市

等地建成新能源产业基地。 

  （４）发展新型建材产业。发展节能环保新型建材，加速产品更新换代，

提高应用比重，重点推进亚泰、金刚、冀东等大型水泥企业升级扩能改造。加

快推进以煤矸石、粉煤灰为原料的新型建材产业化。加快中国天岗石材城、桦

甸陶瓷产业园建设。 

  （５）发展新材料产业。支持资源型城市发展以特种纤维、合金材料、复

合材料为主的新材料产业，重点支持中油吉化千吨级高性能碳纤维、中钢吉炭

２０００吨碳纤维原丝、吉林碳谷５００吨碳纤维及制品等项目。围绕有机高

分子材料、新型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先进复合材料等领域，加快成果

转化，形成产业发展新的增长点，重点建设吉林高琦聚酰亚胺纤维、吉林正基

导电聚苯胺等项目。依托油页岩、硅藻土、硅石、矽砂、膨润土、紫砂陶、玛

瑙石、高岭土、泥炭、石英等丰富的非金属矿产资源，重点建设华夏石头纸业

３０万吨石塑材料等项目，推进白山硅藻土产业园、光伏材料产业园建设。 

  （６）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加快节能环保技术在锅炉改造、电机系统节能
等领域推广应用，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和再制造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示

范，提高城市建筑废弃物、粉煤灰等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研发适应北方气候特

点的污水处理和脱硝、脱硫等技术和装备。推进市场化节能环保服务体系建

设，重点建设东丰低碳工业园区等项目。 

  （７）发展高端生物质产业。鼓励资源型城市利用农林废弃物、畜禽粪

便、城市和工业有机废弃物、能源植物等可再生或循环的有机质，制造生物能

源和生物基产品。积极发展气态生物燃料，适度发展生物质直燃发电，有序发

展城市生活垃圾发电。启动实施秸秆制糖基础原料工程、百万吨聚乳酸产业延

伸工程、生物基化工醇替代工程、糠醛与酒精改造提升工程、生物质液体燃料

工程、生物质气态燃料工程、固体成型燃料工程、生物质资源多联产工程、城
市垃圾发电工程、生物质产业配套支撑工程。推动松原市进入我国生物质资源

高端化利用试点示范范围。 

  ３.积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发展带动就业能力强、市场前景好的
产业，扶持形式多样的小微企业，重点解决困难群体就业问题。 

  （１）发展农畜产品深加工产业。扶持资源型城市充分利用农畜产品资源

优势，重点发展粮食精深加工、畜禽乳深加工等产业，重点建设长岭中粮２０

０万生猪肉食产业链等项目。推进农畜产品加工向终端食品、生物保健品方向

延伸。扩大生产规模，创新产品营销战略，打造地域特色品牌，促进农畜产品

精深加工体系化。推进辽源、松原、九台、舒兰、梅河口等农畜产品生产基地

建设。 



  （２）发展旅游业。深入挖掘森林、湖泊、湿地、草原、民俗、矿山等旅

游资源潜力，支持资源型城市发展特色旅游产业。推进旅游与体育业融合发

展，大力开发滑雪、登山、徒步、自驾、漂流、狩猎等项目。积极开发长白山

风光游、界江边境游、地热温泉游、西部草原湿地游、资源开采文化游等旅游

产品。重点建设长白山国际旅游度假区、长白山十八坊旅游产品产业园区、吉

林北大壶滑雪场、延边中国朝鲜族风情园、沿图们江旅游带、松原查干湖全球

特色旅游体验集聚区等项目。 

  （３）发展森林生态产品加工业。围绕黑木耳、葡萄籽油、山榛子果仁、

人参、蓝莓和林蛙等系列产品开发，支持白山、通化、延边等发展生态保健食

品加工业，建设长白山医药健康产业基地。实施人参产业振兴工程，培育 “长

白山人参 ”品牌，推进重点产业园区建设；推进长白山天然矿泉水品牌国际

化，建设中国优质矿泉水产业基地，重点推进广州恒大千万吨级矿泉水、吉林

草还丹药业高品位东北人参加工等项目建设。 

  ４.大力发展服务业。依托发展基础，发挥产业优势，发展类型丰富、特色

鲜明的现代服务业，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 

  （１）发展现代物流业。完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提升物流业发展水平。

依托珲春、图们、和龙等沿边区域和边境口岸，发展跨境物流。发展第三方、

第四方物流，促进企业内部物流社会化，降低企业物流运营成本，提高物流营

运效率。大力发展农村物流。重点推进龙嘉机场现代物流园区、九台中澳城东
北金属交易中心、图们物流集散港、松原内陆港物流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 

  （２）发展信息服务业。促进信息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和互动发展。

加快推进三网融合，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智慧城市 ”建设，开展

辽源市、吉林市、磐石市等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培育发展物联网产业，开展农

业物联网应用试点示范，推动物联网技术集成应用，重点推进吉林森工集团森

林资源安全监管与服务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等项目建设。推广应用电子商务，

鼓励传统批发、零售企业与电子商务企业建立发展联盟，实体虚拟融合发展，

推进吉林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创建，重点推进吉林市耐特兰科技有限公司对

俄Ｂ２Ｃ电子商务等项目建设。  

  （３）发展文化产业。打造具有资源型城市特色的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与

科技融合、文化与旅游融合。实施数字媒体与文化艺术融合应用示范工程、交

互式虚拟现实体验技术应用示范工程和互动电视媒体应用聚合云服务技术应用

示范工程，推动文化产业升级。重点建设辽源凯旋王国创意园、吉林市闯关东
创意文化旅游基地、敦化长白山渤海文化园和中国图们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主题公园等项目。 

  （４）发展商贸流通业。推进零售行业转型升级，支持延吉百货大楼等一

批重点零售企业实施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或跨区域经营。推动

长白山特产市场、梅河果仁市场、抚松人参市场、蛟河食用菌市场、东丰畜禽

交易市场、松原三井子杂粮杂豆综合市场等辐射国内外特色专业市场升级改

造。推进吉林国际物流商贸城、通化县人参产业园区等项目建设。 



  （５）发展养老服务业。加快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推进城乡社区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加强城镇公办养老机构设施建设，提升服务能力。促进

医养融合发展，支持养老机构内设门诊、医院等医疗机构和农村幸福院建设。

引导家政清洁、物流等服务企业向养老服务领域延伸，支持商场、超市、批发

市场设立老年用品专区专柜。发展老年电子商务，为老年人提供紧急呼叫、健

康咨询、物品代购等服务项目。加快建设通化生态养生、万昌温泉康复保健等

特色老年产业园区。 

  （６）发展健康服务业。全面强化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加强村卫生室建

设，有序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改革。重点推进辽源市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改建

和九台市吉大医院养老服务等项目建设。发展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打造药品

研发、保健食品开发与产业化、医疗器械开发与产业化、公共服务平台。重点

建设辽源市泓源制药有限公司年产３亿袋（瓶）水解蛋白等大容量注射液项

目、东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通化生物科技园重组人血清白蛋白等项目。加强基

层多功能群众体育健身设施建设，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兴办青少年校外

体育活动中心、体育俱乐部等场所。加强基层特别是县级公共体育设施建设，

鼓励有条件的体育场馆、学校体育设施等面向社会开放。 

  ５.合理引导产业集聚发展。依托原有基础，改造和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专

业化产业园区和集聚区，加强交通、供水、供电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搭建产

业集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以科技含量、环保水平、投资强度、吸纳就业

能力为标准，培育和引进龙头骨干企业。完善产业链条，提升产业配套能力，
促进关联产业协同发展，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重点培育白山人参及矿泉

饮品产业集群、辽源袜业产业集群、高精铝产业集群、松原生物质能源产业集

群、通化医药产业集群、延边木制品深加工产业集群、延边利用俄煤资源发展

新型煤化工产业集群及吉林市哈达湾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等。 

  （四）着力解决和改善民生。努力破除资源型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积极扩

大就业，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改善生产生活环境，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稳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使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广

大人民群众。  

  １.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把扩大就业放在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
置。优先支持资源型城市失业矿工、林区失业工人、工伤残疾人员、棚户区改

造回迁居民及失地农民等困难群体就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资源

型城市就业容量，实现经济增长、城市转型与扩大就业的良性发展。鼓励自主

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形成灵活多样的创业就业格局。解决资源型城市 “零

就业家庭 ”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建立规范的最低

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工资支付监控和工资保障金制度，全面推行企业工资集体

协商制度。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建立健全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长

效机制。重点支持辽源、九台等资源型城市建设创业基地和职业技能公共教育

实训基地。 

  ２.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加快推进资源型城市各类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实施城市、林业、独立工矿和国有企业棚户区改造。加大保障性住房、廉



租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力度，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加快配套设施建设，解决

低收入居民住房困难问题。开展采煤沉陷区民房搬迁维修改造工程评估工作，

对维修后受损状况继续恶化的沉陷区民房实施搬迁。实施“暖房子”工程，改

善资源型城市困难群体居住条件，确保城市危房和塌陷棚户区改造全部完成。

重点支持辽源、白山等资源枯竭城市采煤沉陷区和工矿棚户区建设。 

  ３.加强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服务。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保障和改

善民生。提高医疗卫生保障水平和服务能力，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

生制度，满足群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 

  （１）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推动资源型城市城乡低保标准与当地经济发展

水平同步增长，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推动城

乡低保制度统筹发展，有效保障资源型城市贫困群体基本生活。健全以最低生

活保障为基础，以特困人员供养、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

助、临时救助和受灾人员救助等专项救助相配套，以慈善和社会帮扶为补充的

社会救助体系。 

  （２）着力解决国企改制、矿山关闭、厂办大集体改革职工社保欠费、经

济补偿、转岗培训等问题。逐步解决关闭破产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医疗保

险、“老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等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完善基本养老、基

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制度，推进各类困难群体参加社会保

险，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基本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
险制度合并实施，并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加大失业保险工作力

度，实现覆盖各种所有制企业和团体的就业人口。依托职业院校、技工院校，

面向国企改制、矿山关闭、厂办大集体职工免费开展转岗技能培训，提高其就

业创业能力。 

  （３）加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卫生监督体

系、突发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妇幼保健体系、结核病防治体系和健康教育体系

建设。加强资源型城市重大疾病防控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装备水平，重

点提高各级疾控中心实验室设备配置水平。加强精神卫生防治机构建设。加强

采供血服务能力建设，支持血站核酸检测实验室建设和设备配备。做好重点传

染病、地方病、慢性病防治和精神卫生、口腔卫生工作，加大对尘肺病、慢性
胃炎、皮肤病等矿业工人职业病和常见病的预防和救治力度。 

  （五）加强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可

持续发展工作全过程，坚持开发和保护相互促进，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
展、低碳发展，切实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１.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科学规划、整理和利用土地资源，有效解

决老矿区遗留的污染、闲置土地等问题，重点推进辽源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工程、通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示范工程、汪清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和满天星

国家森林矿山公园等项目建设。加大对采沉区、深部采空区、地下矿井、特大

型矿坑、矸石山和尾矿库等地质灾害隐患及油气开采造成的地下水污染治理力

度。推进废弃土地复垦、生态恢复和废旧矿山改造，开展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



复垦利用试点，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矿山环境治理。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规划和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强对资源开采活

动的环境监理，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强化同步恢复治理。 

  ２.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加大节能工作力度，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

标准，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１）强化重点污染物减排和防治。严格执行重点行业环境准入和排放标

准，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作为新建和改扩建项目的前置条件。防范

地下勘探、采矿活动污染地下水体，加快现有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加强污染
减排目标责任考核，严格污染物排放标准。加大资金技术投入，开展矸石山、

尾矿库综合治理和重金属污染防治试点工程。实施燃煤机组脱硫工程，推进３

０万千瓦以上燃煤机组脱硝工程、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程，加大机动车

尾气治理力度。健全完善脱硫脱硝优惠电价、脱硫脱硝机组优先发电调度、污

水管网建设以奖代补、政府绿色采购等环境经济政策，建立污染治理设施稳定

运行的长效机制，开展松花江流域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试点。 

  （２）加快节能技术进步，推进节能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在工业、建

筑、交通等领域的应用。实施燃煤锅炉改造、余热余压利用、节约和替代石油

等重点节能工程。加强节能体系建设，建立健全节能标准、统计、监测、考

核、政策等五大体系，强化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加强重点用能单位的监

管。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全面开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加
大舆论宣传和引导，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 

  （３）加强水资源节约。在火力发电、石油石化、钢铁、纺织等高耗水行

业，重点实施节水工艺改造及循环利用水工程，全面提升工业用水效率。加强

城市节约用水，强制推广应用节水产品和器具，加快城市供水管网改造、居民

社区节水示范、城市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回用等工程建设。建立用水计量与节水

监督服务体系。  

  ３.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１）推行循环型生产方式。推进清洁生产，对原有工艺设备进行清洁生

产审核，严格执行新上项目节能评估审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从源头上减少

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开展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建设，加强对吉

林、白山、延边、通化等地区老矿区低品位、共伴生矿产及尾矿、废石的综合

利用，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和综合回收率。推进钢铁、化工、火电等行业大宗
工业废弃物和建筑、道路废物以及农林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２）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回收站点、集散市场、分类拆解 “三

位一体 ”的回收网络，建立健全垃圾分类回收制度，推进餐厨废弃物等垃圾资

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促进再生资源规模化利用。推进吉林市高新区国家 

“城市矿产 ”示范基地建设，开展延吉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试点。 



  （３）建立循环经济技术研发平台，推广循环经济典型模式。推进源头减

量、循环利用、再制造、零排放和产业链接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实施循环经济

示范项目，重点推进吉林市化学工业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工程。 

  ４.促进重点地区生态建设。坚持保护优先、综合治理、集约利用的原则，

加强森林草原、湿地和河流等重点区域的保护和治理，建设重要的生态屏障
区。 

  （１）推进生态建设。加强东部地区森林资源和矿产资源保护、天然植被

的保护和恢复。推进东中部地区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加强水资源保护工程
建设，优化配置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控制地下水开采。实施中部地区水土

流失和小流域治理及黑土地保护。强化西部地区生态修复、草原湿地保护、荒

漠化和盐碱化治理。建立上下游地区、自然生态保护地区和建设开发地区之间

的生态补偿机制，保护和科学开发生态资源。 

  （２）统筹城乡环境治理。加强资源型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加快城镇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国家环保模范城的创建活动，建设重点建制镇污水处理

厂，实施现有污水处理厂的升级改造和配套管网建设；提高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水平，县级以上城市全部建设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加大对农村环境连片治理投入，在资源型城市选择规模较大的村庄进行综

合治理。 

  （３）推动长白山林区生态保护和经济转型。加强森林生态资源保护和林

业资源培育，建设林区生态功能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长白山特色资源

产业和旅游业。健全林区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林区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森林资源管理体制、国有林场和集体林权改革，加大支

持力度，推动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４）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在吉林、白山、辽源、通化等资源型城市开展

重点环境风险源和环境敏感点的调查和综合评估，加大对重金属、持久性有机

物、危险废物、危险化学品污染防治力度，推动历史遗留的环境隐患治理。 

  （５）加大环境监管。加强环境监测、预警和应急能力建设，实施环境监

察监测标准化建设，建设国、省控断面和空气点位自动监测站，提升环境监管

能力水平。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实行严格的环境准入，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

价。健全重点环境事件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制度，建立环境社会约束和监督机

制。 

  （六）全面提升资源型城市支撑保障能力。加强基础设施和软环境建设，

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为资源型城市可

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１.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的文

化、科教、金融、商贸、休闲娱乐等功能。推进城市交通、通信、供电等基础

设施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展。结合城区工矿废弃地整理，建设总量适宜、景



观优美的城市绿地和景观系统。加大资源型城市之间、资源型城市与非资源型

城市之间的快捷交通通道建设，增强城市之间联系。加强城区与工矿区联系，

推动城区市政公用设施向矿区、林区对接和延伸。 

  ２.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整体素质和创新能

力，满足资源型城市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开展职业教育和在岗培训，加强职
业教育和实训基地建设，提高生产一线人员科学素质和劳动技能。充分发挥人

才智力支撑作用，鼓励省直机关和资源型城市选派优秀干部双向挂职。培养和

吸引一批复合型、专业型、技能型、实用型技术人才和大学毕业生到资源型城

市工作。在具备条件的城市，建立归国人员创业平台，吸引在外留学人员到资

源型城市创业。 

  ３.挖掘传承精神文化资源。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倡导敬业诚

信、勤劳致富、团结友善的社会风尚。保护利用东北沦陷时期辽源矿工墓陈列

馆等设施，重点建设辽源扎兰芬围民俗文化园和延吉千年松文化展览馆等项

目。 

  （七）推进资源型城市加快改革创新。推进资源型城市在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的改革。破解制约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推进市场化改革、转

变政府职能和构建城乡一体化，建立资源开发秩序约束机制、资源性产品价格

形成机制、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利益分配共享机制。理顺资源产权关系，健全

资源产权交易机制，规范探矿权、采矿权交易市场，促进资源产权有序流转和
公开、公平、公正交易。强化资源开采企业的社会责任，建立和谐共赢的矿地

关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优势企业跨地区、跨所有

制兼并重组。继续深化国有、民营、厂办大集体企业改革，推进国有林场、林

区管理体制改革。鼓励发达地区城市对口帮扶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引导外
资投向资源型城市发展接续替代产业。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兴业。鼓

励外资参与矿山生态环境恢复。全面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鼓励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资源开发、接续替代产业发展等领域。支持资源型城市

加快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 

  三、支持政策和保障措施 

  （一）加强政策支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重点支持国家级资源型城市转

型，同时兼顾省内其他资源型城市。 

  １.从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２０年，统筹使用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和省级
财政相关专项资金及转移支付，支持资源型城市发展接续替代产业，重点用于

引导和补助产业结构调整、接续替代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吸纳就业等

方面重点项目。 

  ２.支持资源枯竭城市矿产资源整装勘查，加快勘查进度，允许矿业企业的

矿产资源勘查支出计入矿产品成本。 



  ３.资源型城市开发利用共伴生资源、尾矿和废弃物等发展符合循环经济的

接续替代产业项目，省直有关部门给予重点支持，当地政府给予必要的优惠政

策。 

  ４.加大环保专项资金支持力度，重点支持资源型城市的污染防治和生态环

境保护。 

  ５.鼓励资源型城市在现有工业集中区或开发区中建设接续替代产业园，享

受相关优惠政策；对确需新建的接续替代产业园区，经省直有关部门认定，在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上优先予以保障，并享受工业集中区和开发区相关优惠
政策。 

  （二）保障措施。 

  １.建立省、市、县三级协调联动工作机制。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涉及面

广、系统性强，各级政府务必做到工作到位、人员到位和责任到位。各有关部

门要结合各自职能，加强合作与协商，制定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积极帮助资
源型城市解决转型发展中面临的现实矛盾和困难，争取国家相关部门支持，形

成工作合力。各相关市（州）、县（市、区）政府作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第一责任主体，要有相应的组织推进机构，切实把本地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

展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尽快制定具体的工作实施方案，深入细化各项目

标，明确工作时序和工作重点，将任务落到实处。 

  ２.实施国家级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年度绩效考核评价和资源型城市地区发展

成果考核评价。各资源枯竭城市要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委组织实施的资

源枯竭城市转型年度绩效考核评价标准和要求，切实抓好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

各项重点工作，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省政府有关部门要做好指导和监督检

查工作，力争取得较好的评价成效。同时，按照我省实施的市（州）绩效考核

评价体系要求，对资源型城市地区依照资源有序开发、接续替代产业发展、安

全生产、失业问题解决、棚户区搬迁改造、矿山环境恢复治理、林区生态保护

等工作情况实行考核，考评结果作为评价资源型城市政府年度工作成效的重要

依据。 

  ３.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全方位地宣传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性，形成人人关心可持续发展、全社会支持转型工作成效的良好氛围。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２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