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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求，发挥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的引领作用对于支撑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价值。本文梳理了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建设的战略需求、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的理论和实践进展，凝练了标准体系构

建和实施中存在重点领域标准缺失、实施率不高等问题；对照《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发展行动指南（2018—2020 年）》，

研究了标准体系框架和内容的调整优化建议，就体系中亟需加强的重点领域提出实施路径。研究建议，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标准体系，支撑生态经济发展；优化生态和环境质量标准体系，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完善陆地和海洋标准体系，支撑国土

空间布局；建立绿色生活标准体系，规范生态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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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currently deman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a standards system 
can guide and suppor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is study, we review the strategic demand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gress of the standards system, and 
summarize the problems regar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ent standards system, such as lack of standards in key areas and a low 
implementation rate. Moreover, we propose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framework and content of the standard system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for key areas. Specifically, a standards system for realizing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economy; the standards system for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should be improved 
to guarantee nation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terrestrial and marine standards systems should be promoted to support 
territory spatial arrangement; and a green living standards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regulate the ecological cultur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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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国已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

体布局，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

道路。“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将实现

新进步，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

量发展新途径；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

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是我

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求。

发挥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的引领作用，对于

支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现行生态文明建设

标准体系的发展正处于探索阶段，为我国经济社会

全面发展、绿色转型提供了建设依据和方向指引。

也要注意到，现有标准体系尚不完备，存在重要领

域标准缺失、标准制定者权威性不够、标准实施率

低等一系列问题；对标“五位一体”全面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亟需构建新时代的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

标准体系。

本文从高质量发展要求与生态文明重点建设领

域结合的角度入手，着重研究标准体系框架和内容

的调整优化建议，就体系中亟需加强的重点领域提

出实施路径，以期为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标准体系

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二、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建设标准体系的宏

观需求

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建设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构建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政策制度体系，推动形成具有

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相应标准体系着

重体现了以下方面的需求 [1~5]。
一是健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转化标准。强

调绿水青山的价值转化，一方面要求对生态产品

价值核算的原则、对象、流程、方法等提供指导

性意见，另一方面要求健全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

和实现机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

见》，要求建立生态产品调查监测机制、生态产品

价值评价机制、生态产品经营开发机制、生态产

品保护补偿机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进机制。

二是强化生态保护的整体性标准。遵循生态保

护的整体性原则，构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红

线、自然保护地等不同层次的生态保护标准体系；

落实“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保障

国家与区域生态安全。

三是强调生态修复的系统性标准。遵循生态系

统内在机理，制定生态系统“格局 – 过程 – 功能 –
服务”标准体系，系统地解决生态问题。以生态本

底和自然禀赋为基础，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

为辅，推进一体化生态修复工作。

四是提升环境治理标准水平。生态文明高质量

发展，应在大气、水、土壤等主要方面制定更高要

求的环境监测、环境治理效果评价标准，持续优化

提升环境治理标准体系。

三、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的发展现状及问

题研判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生态文明

建设是关系居民福祉、国家未来的大计 [5~7]。生

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在不断丰富 [2,5~10]，使得生态

文明建设标准体系涉及的内容愈发广泛，涵盖国土

空间布局、生态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

化建设四大方面 [11,12]。

（一）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现状

在相关政策推进方面，2015 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进行了战略部署，提出了推动实现“美

丽中国”目标的生态文明建设重点领域。随后，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

规划（2016—2020 年）》，明确了标准体系建设的

6 项主要任务，以期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准化 
进程。

2018 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印发了《生态

文明建设标准体系发展行动指南（2018—2020 年）》，

从基础与管理、空间布局优化、生态经济发展、生

态环境保护、生态文化培育 5 个方面提出了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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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建设标准体系的基础框架，为全面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标准体系的研制和实施提供了依据 [11]。
2021 年 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

对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重点领域的建设内容进行

了进一步明确。

相关管理部门、各省市积极制定生态系统评估

核算方面的标准，使得自然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

体系具备了基础条件。2020 年 10 月，浙江省正式

发布全国首部省级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

算标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

规范 陆域生态系统》，推动 GEP 核算成果进规划、

进考核、进政策、进项目，更好地发挥标准引导作

用。同时，由全国环境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并归口的《生态系统评估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
核算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完成起草工作，进入广泛

征求意见阶段。2021 年 3 月，深圳市发布全国首个

针对高度城市化地区的 GEP 核算规范——《深圳

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规范》，进

一步探索实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制度。

（二）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问题研判

整体看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的基础

框架已经形成，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工作初见成效，

但仍然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一是尚未根据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要求

构建完整的标准体系。在我国政治建设、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发展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

在较长时期内处于缺失状态 [9]。目前的标准体系

是根据各部门、各行业的管理要求搭建的，不能适

应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整体性要求，亟需

对相关标准进行全面梳理和重构。

二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领域标准缺失。已

有标准，尤其是资源开发利用、生态保护与修复、

环境质量和治理的相关标准体系，没有全面体现生

态文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9~10,13]。同时，在生态

系统监测与评估、生态安全格局构建、自然保护地

构建、生态修复、生态产品价值化等保障生态产品

供给与实施的重点领域，国家标准较少。此外，生

态环境相关标准更新缓慢，既不能满足生态文明建

设背景下的资源高效循环利用要求，也没有体现前

沿科技进展。

三是标准制定者的权威性不够，导致实施率不

高。标准制定处于条块分割状态，一些标准由与行

业关联不密切的部门或团队编制，高水平技术专家

参与程度低，因标准权威性不高而影响了标准的实

施范围和效果。根据本研究调研，某省由国家重点

监控、200 多家企业执行的环境类标准共有 40 项（含

国家标准 32 项），但标准实施率仅为 8%。

四、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的调整建议

《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发展行动指南（2018—
2020 年）》提出的标准体系基本框架包括 4 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总标准体系，第二层次为四大标准子体

系（空间布局、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

第三层次包括 15 个具体方面，第四层次为可动态

调整的数个具体领域 [11,12]。
本研究结合新的发展需求，对上述框架和内

容进行了调整优化，形成了新的框架体系建议方

案。①在第二层次中，将“空间布局”更名为“国

土空间布局”，使该子体系指向性更加明确（见

图 1）。②在第三层次中，根据当前海洋空间布局

的发展需求，修正海洋空间布局，增加了“蓝碳”

等当前国家大力发展的重点领域（见图 2）；根

据“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的要求，将“生态经

济”子体系中的“生态农业、绿色工业、生态服务

业”三方面合并为“绿色生产”（见图 3）；在“生

态环境”的下一级中，增加缺失的“生态环境监测”，

响应国家“空天地”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多元化

监测数据互联共享的要求（见图 4）；将“生态文化”

下一级体系中的“绿色消费”“绿色出行”两方面

合并为“绿色生活”（见图 5）。③根据新增和修正

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

国
土
空
间
布
局

生
态
经
济

生
态
环
境

生
态
文
化

图 1  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层次的调整建议方案
注：根据《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发展行动指南（2018—2020 年）》 

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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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 – 生态环境的调整建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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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的重点领

域实施建议

（一）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标准体系，支撑生态

经济发展

在政策引导方面，建议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标准化工作的顶层设计，推动试点成果及时转化

为标准；发挥市场在生态产品定价、生态产品交

易过程中的协调作用，地方政府在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标准化工作中的主导作用；研究建立对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有指导作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明确生态产品价值的内涵与外延，构建“两山”

理论的依据 [14]。
在机制保障方面，建议明确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所需的法律支持，制定完善的规则，据此规范

各方行为、明确权利义务内容，使市场发展趋于成

熟规范，促进形成有效机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创新基地，或在现有生态文明建设创新基地中组

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相关部门，具体承担相应的

标准制定工作；对于积极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

果转化为标准的地区、机构、创新基地等，进行合

理的财政扶持和金融倾斜；引导优势标准化机构加

入区域性 / 国际性标准化联盟，灵活参与区域性 /
国际性的标准化事务，提高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相关标准的国际影响力。

（二）优化生态和环境质量标准体系，保障国家生

态安全

在政策引导方面，建议国家层面出台“关于

推进统筹监测生态环境的决定”相关文件，推动

生态环境监测由单一站点单要素监测提升为覆盖

环境质量、污染源、生态、生物多样性的全要素、

多站点共享监测；针对不同类别自然保护地条例

相互矛盾、存在冲突的问题，建立协调统一的保

护条例；出台与“关于推动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

防联治示范成果标准化的指导意见”相关的政策

文件，增强区域内地方政府、生态环境相关部门

实施联防联治的标准化意识，推动联防联动机制

的进一步完善。

在机制保障方面，建议设立监督和执法相结

合的互动机制，推动在生态环境监测、生态保护

修复等领域高效执行各项标准和条例；建立生态

环境监测与政府监管的联动机制，推动监测机构

监测行为标准化，防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探索

建立分级管理、分区管控的差别化管理机制，确

保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得到科学严格保护；开

展生态资源质量评价工作，将评价结果纳入地方

政府的绩效考核，推动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实施；

构建“举报 – 信息处理 – 反馈 – 调查评估 – 改进 –
监督”的闭环公众监督机制，保障监测数据可信、

生态资源保量高质。

（三）完善陆地和海洋标准体系建设，支撑国土空

间布局

在政策引导方面，建议修订国土空间规划实施

评估指南，更新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空间用途管

制等方面的标准；支持海底天然气水合物、矿产

资源、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 / 海水淡化产业等标

准的制定。

在机制保障方面，建议制定《国土空间开发保

护法》《海洋基本法》等配套法规制度，加强国土

空间规划、生态人居环境、给排水基础设施、公共

交通等方面标准与法律法规的配套结合，定期开展

评估和调整，及时更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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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文
化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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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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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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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生态文明建设标准体系 – 生态文化的调整建议方案

的第三层次，重新调整第四层次的领域。④将具

体领域标准化的时序优先性分为 3 类：有一定标

准化基础的，未来需要重点提升标准化能力水平

的领域；目前标准化处于起步阶段，未来需要大

力发展的领域；目前标准化基本是空白，需要提

前布局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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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的长效机制，

构建生态城镇、美丽乡村标准体系，促进鸟语花

香、绿树成荫、天蓝水清的人居环境建设；建立

国土空间规划、海洋、生态基础设施标准实施评

估体系，不断提升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规范性、

协调性、适用性，成为政策执行、法律法规制定

的参照性依据。

（四）构建绿色生活体系，支撑国家生态环境安全

标准体系建设

在政策引导方面，建议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联合出台“关

于通过标准化加速形成绿色生活方式的意见”，推

动相关部门加快组织绿色生活基础设施建设，调动

居民绿色生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在机制保障方面，建议建立多部门联合工作机

制，依托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初步构建以智能化、

低碳化为特征的绿色生活标准体系；成立多部门联

合工作小组，组织开展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等绿色

生活的示范试点，推动试点成果的标准转化；逐步

提高全社会的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标准化意识，改

变地方政府经济增长优先于生态环境的传统政绩

观，在全社会推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

态意识；培育共享经济标准化的社会环境，提升绿

色发展标准化意识，转变消费观念，促进共享经济

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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