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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美丽中国”作为国家发展目

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的目

标要求 [1]。建设美丽中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深刻把握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形势，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不断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是

对未来中长期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

的统领性目标要求 [2,3]。建设美丽中国既是一项长期

的历史过程，也是一项紧迫的现实任务，是一项开拓

性、系统性、复杂性工程，需要从学术层面深入开展

理论探索，从国家决策层面统筹规划设计，还需要各

地积极实践推动。

“美丽中国”提出以来，关于“什么是美丽中

国”“为什么建设”以及“如何建设美丽中国”等议

题，成为研究、研讨及实践的热点与重点方向。当

前，国内外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对美丽中国建设的科

学内涵、进程目标、评估方法、指标体系、任务路

线、推进思路等进行了深入研究。王金南等 [4,5] 基于

美丽中国的目标要求研究设计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框

架，并从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下分析美丽中国建设的

战略目标与路径；万军等 [6] 探索提出美丽城市的“六

美”内涵体系，并应用于美丽杭州建设的地方实践

中 [7]，提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为核心内涵，

表现为“标志美、内核美、支撑美”三个层次的美丽

中国内涵认识，提出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及任

务框架 [8]；方创琳等 [9] 构建了包括生态环境等 5 个维

度的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并对城市层面美丽

建设成效进行了系统评估。朱婧 [10]、谢炳庚 [11]、陈明

星 [12]、高卿 [13] 等相关研究学者从经济地理角度切入，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等结合，研究提

出了美丽中国内涵及评价方法体系，并从省级、市级、

农村等视角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的要求，这些研究为美

丽中国建设研究提供了理论方法探讨。在国家管理及

地方实践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美丽中国建设

评估指标体系及实施方案》，提出了涉及空气清新、水

体洁净、土壤安全、生态良好、人居整洁 5 个领域指

标，评估美丽中国建设进展。省市层面，以浙江省、

杭州市具代表性，较早发布了省级、市级美丽中国建

设实践实施纲要，天津、海南、江苏、广东、山东等

省份，深圳、宁波等城市开展了美丽中国建设实践的

相关研究，出台相关文件。总的来看，省级、市级层

面研究和实践工作关注领域广泛，注重突出地方特色。

综合来看，随着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目标、美丽中国建设要求进一步明确，需要各方面深

入研究美丽中国建设内涵、中长期行动路线与实施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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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机制。本文在分析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内涵认识的

基础上，对标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

展国家收入水平等目标要求，研究分析美丽中国建设

的生态环境保护关键目标指标，研究设计美丽中国建

设生态环境保护路线图，并从绿色发展、气候变化、

环境质量、治理体系等重点领域，提出美丽中国建设

的实施路径，以及美丽中国建设的规划建议。

1  美丽中国建设的内涵认识

1.1  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要求

美丽中国提出并成为党的执政目标。2012 年，党

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建设，把“美丽

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提出“把

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

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是“美丽中

国”首次作为执政理念提出，也是中国建设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2015 年，“美丽中国”被纳入

“十三五规划”规划纲要内容，“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

善”列入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

美丽中国明确成为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2017
年，党的十九大将“美丽”写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目标，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 21
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 [14,15]。“美丽”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既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总

体目标，也是指导“十四五”及更长时期的中长期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新的“历史坐标”。2018 年，全国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进一步提出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时

间表”和“路线图”。

美丽中国的目标要求丰富完善。2020 年，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搫画了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远景目标，提出到 2035 年广泛形成绿色生产

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

转，基本实现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并在“十四五”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进一步明确目标要

求，丰富了美丽中国内涵，为生态文明建设和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描绘了美好蓝图。

1.2  美丽中国的内涵认识

1.2.1 理论认识

从词源角度来看，“美丽”的含义是外“美”内

“丽”，即表象愉悦、内质健康。从美学角度来看，“美

丽”的本质是在形式、比例、布局、风度、颜色或声

音上接近完美或理想的状态，以使各种感官极为愉

悦。因此，美丽中国的表现特征其一是美在祖国的大

好河山，是具备天蓝、地绿、水清的优美生态环境的

外在美；其二是经济社会发展绿色高效可持续，支撑

美丽中国建设的机制健全、高效，实现环境—经济—

社会复合系统中多系统的美丽属性，实现外“美”

内“丽”。

从可持续发展理论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核心要义与理论之基。美丽

中国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

一脉相承，就是要把自然与文明结合起来，让人民在

优美的生态环境中享受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也要让自然生态在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下更加宁

静、和谐、美丽。

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辩证

统一的关系，阐明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从根本上指出

了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环节，即要实现绿色发展、环

境优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2.2 内涵认识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美丽中国的核心要义是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其理论内涵体系由表及里

表现为三个美丽层级，即表象为生态的清洁优美、本

质为发展的高质量、内在机制为制度的现代化，概括

起来即为标志美、内核美、支撑美。

标志美，实现生态环境优美舒适的美丽中国。首

先要有优美的生态，秀美健康的自然生态本底是基

础，既要山川秀美，也要生物多样，体现为生态安全

屏障牢固，生态系统功能健全，生态系统质量稳定，

能够提供丰富的生态产品。其次要有健康的环境，表

现为蓝天、碧水、净土、碧海，确保百姓在日常生产

生活中，能够享受到安全的饮水、清洁的空气、肥沃

的土壤、美丽的海湾等优质充裕的生态产品。再次要

有美好人居，体现在城乡规划、城乡建筑、基础设施

建设等方面，通过建设风貌独特、设施健全、乡村优

美、建筑绿色的人居环境，让百姓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

内核美，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美丽中国。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关键在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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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现为绿色发展的社会理念、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

发展是其中一项，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绿色转变。绿色

是提升发展质量的关键要素，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就是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

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表现为发展方式友好、

动力内生、过程高效，生活简约适度、行为绿色。积

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是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

重要引擎，围绕碳达峰目标、碳中和愿景，产业结构

和能源结构进一步优化、资源能源使用效率进一步

提升。

支撑美，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的

美丽中国。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美丽中国建设

的内核，是实现美丽中国“内外兼修”的基础支撑，

体现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具体表现为：生态监管体系完备，环境质量管理制度

严格，体现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导向的环境经济政策

体系和法治体系健全，生态文明领域的统筹协调机制

健全完善，环境现代化治理能力得到有效保障，美丽

中国建设大格局建立健全。

2  2035 年美丽中国建设形势及进程对标分析

美丽中国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不可分。当

前至 2035 年，我国将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也将

跨越人口、传统工业行业产品产量、用水用地等主要

资源、煤炭油气等主要能源增长的峰值拐点。这有利

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空间布局、产业结构、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总体形成，生态环境质量和治理水平

基本达到欧洲地区水平。绿色发展水平、生态环境质

量、环境治理能力等与世界先进水平比较仍存在一定

差距，美丽中国建设仍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

要长期努力的领域。

2.1  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预期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增速逐步放缓，到

2035 年经济总量及人均收入较 2020 年翻一番，达到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经济潜在增长率呈下降趋势，预

计到 203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同期美

国的 1/3 以上，大约相当于主要发达国家 2000 年前后

水平。

传统重工业行业主要产品产量，将在 5～10 年左

右的峰值平台期后进入下降通道。到 2035 年，我国

制造业整体将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整体

竞争力明显增强，优势行业形成全球创新引领能力，

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工业制造业仍将是我

国经济的重要支撑，石油化工、金属制品、电子信息

等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将持续提升，

钢铁、水泥、炼化等传统重工业行业将逐渐达到产量

规模峰值，煤炭、火电等行业将越过峰值，进入下降 
通道 [16-18]。

人口将迎来峰值拐点期，城镇化进程总体完成。

2020 年，我国人口总数为 14.11 亿人，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达到 63.89%，城乡发展迈向一体，人民生活水平

与质量全面提高，农村人居条件显著改善。预期我国

人口于 2025—2030 年达到峰值，2035 年基本完成城

镇化。人口发展进入深度转型期，人口数量红利逐渐

减弱，人口老龄化逐步加速（表 1）。

表1  中长期我国主要经济社会关键指标分析

年份
人口 /

亿人

城镇

化率

GDP/ 

万亿美元

人均 GDP/ 

万美元
三次产业结构

2020 14.05 61.5% 14.7 1.05 7.6∶37.8∶54.6

2035
14.3 

左右

72%

左右

30.1 

（29.7～30.6）

2.10 

（2.08～2.15）
5.4∶28.1∶66.5

2.2  能源资源与碳排放形势

能源消费进入高位缓增期，2030 年前实现碳排

放达峰。“十三五”时期，我国单位 GDP 能耗持续下

降。2020年煤炭消费比重比2015年降低7.2个百分点，

碳排放强度比 2005 年下降 48.14%。在我国落实并强

化 2030 年前自主决定贡献目标要求下，预期煤炭消

费总量达到峰值并进入下降阶段，能源消费增长动力

逐渐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和建筑、交通等居民生活

用能转变。2030 年后我国将步入绿色能源时代，风、

光等可再生能源规模显著增大，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有

望持续降低。

用水需求总量呈现更为明显的“两增两减”结构

特征。“十三五”时期，我国用水总量基本保持稳定，

用水结构呈现出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减少，而生活用

水、生态用水增加的格局，用水效率稳步提高。预期

至 2035 年，我国农业用水、工业用水需求占比持续下

降，技术发展与产业迭代升级有望推动用水需求与经

济增长脱钩。人口向城市集聚以及对粮食安全、生态

安全的日趋重视将推动生活用水、生态用水需求上升。

2.3  对标国内外发达地区生态环境治理进程分析

预期至 2035 年，我国生态环境整体水平达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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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部分领域接近或者达到发达

国家当前水平。“十三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约束

性目标全面超额完成，2020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为 87%，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下降到 33μg/m3。全国地表水达到或好

于Ⅲ类水体比例提升到 83.4%，劣Ⅴ类水体比例下降

到 0.6%。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土壤安全利用

水平稳定提升。预期至 2035 年，大气环境实现根本

好转，实现分区域、分阶段达标，整体接近目前欧洲

水平，其中，海南、福建、西藏、广西、广东等一批

省份接近或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过渡时期第三阶段目标

（15μg/m3）。采用相同理化指标因子比较，全国水环境

质量达到欧盟 2004 年左右、美国 2009 年左右水平。

根据生物状况、化学胁迫等综合因素评价结果，近岸

海域生态环境质量优于美国 2010 年水平。根据治理

经验，对土壤污染采取源头控制、风险管控、治理修

复的投入比例大致为 1∶10∶100，土壤环境治理投入

较大、进程慢、周期长，预期至 2035 年，以保障农

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为底线，加强风险管控和安

全利用，辅以治理修复，土壤污染防治进程达到发达

国家目前水平。

预期至 2035 年，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显著减小。

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发达地区经济

社会整体发展水平领先全国 5～10 年左右。东南沿海

地区将较早进入资源能源消费零压力增长阶段，中西

部地区则滞后 10～15 年。全国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水

平相当于目前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治理水平。城

市品质明显提升，重点以提升城市生态功能为主，注

重城市环境管理手段精细化与

智能化相结合，智能、低碳和

生态化发展是城市建设发展的

主要方向，生态宜居成为城市

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全国农村建设发展的整体水平，

基本达到目前浙江省“美丽乡

村”建设水平。

3  美丽中国建设的中长期战
略框架体系设计

3.1  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

分析

3.1.1 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维度

面向 2035 年，美丽中国建

设具有丰富的目标内涵，综合考虑党和国家对美丽中

国建设的目标要求、美丽中国建设的内涵体系、美丽

中国建设面临的形势和国内外生态环境治理进程，应

从时间维度、区域维度、领域维度、要素维度四个目

标维度进行分析（图 1）。

从时间维度看，党的十九大确立了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第二个百年目标分为到 2035 年、到 21 世

纪中叶两个阶段目标，其中 2035 年生态环境根本好

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21 世纪中叶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

确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目标及战略部署。在此基

础上，结合国家五年规划计划要求，进一步细化至

“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目标要求，分步推进。

从区域维度看，美丽中国建设具有整体性，是全

国所有地区实现美丽中国，而不是部分地区，应涵盖

国家、省、市、县、乡、村等各层级。同时，基于美

丽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要义，美丽中国建设

要推动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要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

适应。我国地形地貌、自然生态系统、资源环境禀

赋、人口、产业等空间布局差异明显，虽然“美丽”

的本质内涵一致，但区域间、不同行政单元间“美

丽”的标志、特征各具特色，美丽建设的具体要求、

面临的问题及建设重点也将有所差异。

从领域维度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广

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

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和系统性，是美丽中国建设的

关键目标领域。基于这一维度，美丽中国建设包括了

图1  美丽中国建设的四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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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等四大

领域。

从要素维度看，美丽中国建设具有广泛性，即生

态环境质量改善是全国所有要素的改善，而不是部分

要素的改善，美丽中国建设涵盖大气、水、土壤、海

洋、生态、风险、城乡、制度等多个要素领域协同

推动。

3.1.2 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分析

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目标为：生态环境根本好

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一是节约资源和保护环

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总体

形成，绿色低碳循环水平显著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蔚然成风。二是实现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三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大幅

提升，全国环境质量达到标准，空气质量根本改善，

水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环境

风险得到全面管控，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稳定恢复，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成为常态，基本

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四是国家生态环境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3.2  美丽中国建设的指标体系设计

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美丽中国建设愿景目标

要求，基于美丽中国建设领域框架，梳理借鉴参考国

内外现有相关指标体系（表 2）。在指标选取过程中，

综合考虑了战略性和系统性、科学性和代表性、持久

性和阶段性、动态性和差异性、状态性和成效性等原

则，既要能反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

进展与成效，也要能有效促进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的

生态环保工作，同时合理引导社会预期。研究初步建

立了美丽中国建设指标体系框架，覆盖绿色发展、应

对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 4 个领域、40

项指标（表 3）。

3.3  美丽中国建设战略框架研究

围绕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本文从提升绿色

发展水平、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根本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实现环境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等方面，设

计建设框架。

3.3.1 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变发展方式，建立绿色生产和

绿色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强化生态环境空间

管控，优化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建立健全低碳循环

发展的经济体系，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

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全面

节约能源资源，推动绿色消费革命，形成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绿色行动体系，从源头上推动经济实现绿色转

型，减少资源消耗，减少生态破坏，协同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2035 年，应广泛形

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

保护协调统一。能源、水等资源利用效率大幅提高，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能源消耗完

全脱钩。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消费模式逐步形成，绿色建筑设计、建造全面推

进，城市绿色出行全面推广。

3.3.2 有效应对气候变化

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建设美丽中国也是协

同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要着眼

长远，系统谋划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主要目标和重点任

务，做好生态保护、环境治理、资源能源安全、应对

气候变化的协同控制、协同保护、协同治理。立足新

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突出以降碳为

表2  国内外相关指标体系梳理

类别 已发布目标指标体系

聚焦于自然生态的指标体系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3—2020 年）》

2. 生态环境部《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HJ 1173-2021）

3. 联合国《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

聚焦于生态环境的指标体系
4. 国家发展改革委《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实施方案》

5. 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

综合型指标体系

6. 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7. 国家发展改革委《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8. 生态环境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建设指标》

地方美丽中国建设指标体系 9. 美丽浙江、美丽杭州、深圳美丽中国典范等规划制定的目标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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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治理的“牛鼻子”，牵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

全面绿色转型。2035 年，应实现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

降。围绕碳达峰目标、碳中和愿景，在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中发挥更加重要作用。“十四五”时期加快推进

煤炭消费达峰，部分地区和重点行业率先碳达峰。全

国预计在 2030 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2035 年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实现稳中有降。总体来说，碳排放

总 量 经 历“慢（2030—2040 年） — 快（2040—2050
年）—慢（2050—2060 年）”三阶段下降过程后，力

争 2060 年前达到碳中和。

3.3.3 根本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建设美丽中国，生态环境质量很关键。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努力打造青山常在、绿水

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我们要建设天蓝地绿水

清的美好家园；我们要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

烁，水清岸绿、鱼翔浅底，吃得放心、住得安心，鸟

语花香、田园风光。这些说的都是生态环境，到 2035
年，要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具体表现为，大气、

水、土壤等环境状况根本改善，生态安全屏障体系牢

固，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

间山清水秀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形成，森林、河湖、

湿地、草原、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明显

改善。总体来说，就是要实现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要

素整体性地“美丽”提升，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拐

点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步入环境与发展良性循环的

通道，美丽的标志与气质鲜明，形成全国的“美丽共

同体”。

3.3.4 实现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

美丽中国的表象为生态环境优美，本质为发展绿

色、低碳与高质量，内在机制表现为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建立健

全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目标责任体系、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安全体系。深化生态环境保护

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构建生态环

境治理体系，改变以往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的做法，综

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手段，健全生态文明体制、

机制和制度体系。2035 年，生态环境领域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主要表现为生态文明体系

全面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健全，生态环境治

理能力与治理要求相适应，治理效能全面提升。

表3  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指标体系框架建议

领域 序号 指标体系

一、绿色发展水平

绿色生产

1 单位 GDP 能源消耗降低 /%

2 单位 GDP 水资源消耗 /（m3/ 万元）

3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4 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 /%

绿色生活

5 人均生活用水量 /（m3/a）

6 城市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 /%

7 新能源汽车比例 /%

8 生活垃圾分类（城市、农村）/%

9 绿色建筑比例 /%

10 “无废城市”建设个数 / 个

二、气候变化应对

气候变化

11 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

12 碳排放总量 / 亿 t

13 非化石能源占比 /%

三、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空气质量

14 城市细颗粒物浓度 /（μg/m3）

15
O3 日最大 8 小时第 90 百分位数的平均值 / 

（μg/m3）

16 氮氧化物等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 / 万 t

17 人群暴露在重污染天气的时间比例 /%

水环境

18 地表水好于Ⅲ类比例 /%

19 水功能区达标率 /%

20 饮用水达标率 /%

21 恢复野生鱼类的河湖数量 / 个

22
COD、氨氮、TP、TN 等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总

量 / 万 t

海洋生态环境

23 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 /%

24 重现土著鱼类或水生植物的水体（海湾）数量 /个

25 自然岸线保有率 /%

土壤环境
26 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

27 污染地块安全保障水平

生态状况

28 生态质量指数（EQI）

29 森林覆盖率 /%

30 自然湿地保有量 / 亿亩①

31 陆地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 亿亩

32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占各省（区、市）管辖海域

面积比例 /%

33 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占国土空间比例 /%

城乡人居环境

34 城镇污水收集处理率 /%

35 城乡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处理率 /%

36 城镇人均绿地面积 /m2

37 绿岛、蓝道建设数量 /km

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38 生态环境机构队伍建设水平

39 生态环境监测评价预警体系

40 生态环境应急处置响应能力

① 亩，中国市制面积单位，1 亩≈ 666.7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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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面向美丽中国的生态环境分阶段路径设计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总体随着国家执政理念、战略

目标、发展模式、产业体系、资源能源利用方式、社

会主流价值观、社会治理，特别是随着走向生态文明

新时代进程的推进，这些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在

不同阶段将会有标志性的发展态势。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基础上，美丽中国建设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衔

接，谋划未来三个五年阶段目标与总体进程（图 2）。

“十四五”时期：到 2025 年，生态文明建设实现

新进步，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

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稳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口

达到 14.25 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5% 以上。煤

炭消费总量达到峰值，钢铁、石化、化工、建材等主

要工业产品产量将从高位平台开始下降，生态环境结

构性压力高位趋缓。坚持绿色发展引领，以绿色低碳

为传统产业生态化改造路径，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

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

幅提高，碳排放强度持续降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PM2.5 和 O3 污染协同控制，基本消除重污染天

气、国控断面劣 V 类水体、城市黑臭水体，生态系统

质量和稳定性逐步提升，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生

态环境治理能力突出，短板加快补齐，生态环境治理

效能得到提升，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明显进展。

“十五五”时期：到 2030 年，生态文明建设实现

新提升，生态环境全面改善。经济稳步增长，人口达

到峰值，城镇化进程逐步放缓，钢铁、建材等工业产

品产量波动下降，石油消费总量达到峰值，煤炭消费

持续下降。以碳达峰为硬约束，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

展水平持续提升，二氧化碳排放尽早达到峰值；以环

境治理为主向环境治理、环境健康、生态保护修复并

重转变，统筹推进城乡环境公共服务，更加注重生态

服务功能提升，全国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全国城

市 PM2.5 和 O3 浓度持续下降，水生态功能初步恢复，

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重要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现

代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健全。

“十六五”时期：到 2035 年，生态文明体系全面

建立，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

现。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预计人均收入比 2020
年翻一番，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广泛形成绿色生

产生活方式，基本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

系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能源、水等资源

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绿色低碳发展和应对气

候变化能力显著增强，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空气

质量根本改善，水环境质量全面提升，水生态恢复取

得明显成效，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环境风险得

到全面管控，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体

图2  美丽中国建设战略路径设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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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成为常态，基本满足人民对

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健全高

效，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4  对美丽中国建设的规划建议

用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

政的一个重要方式。美丽中国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

重要目标之一，亟须强化美丽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

系统谋划、研究编制建设美丽中国中长期规划和美丽

中国建设指导意见等，明确美丽中国建设的路线图和

施工图。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鼓励各省（区、市）、

各城市和乡村因地制宜编制中长期规划，开展美丽省

份、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等建

设，形成区域特色彰显、形式多样丰富的美丽中国建

设实践模式。同时，要研究建立美丽中国建设评价指

标体系，引导各地区持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建设美

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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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Goal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in 2035
WAN Jun, WANG Jinnan, LI Xin*, QIN Changbo, QIANG Ye, SU Jieqiong

(Beautiful China Research Center, Chinese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100012, China)

Abstract: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and seeking a kind of modernization that promotes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and 
nature,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and main content of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benchmarking analysis, model prediction,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require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and analyses the situation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According to China’s goal of becoming a moderately developed country and doubling the GDP per capita by 
2035, and by comparing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advanced domestic regions such as Zhejiang and Guangdong,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framework of target index syste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From the aspects of green development, climate chang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overall framework and main path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are designed, and planning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are proposed.
Keywords: Beautiful China;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medium and long term strategy; strategic p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