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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是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研究项目“生态文明建设若干战略问题研究（三期）”综合成果，文章评估了 2017 年我

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状况及动态变化，以我国生态文明发展区域不平衡问题为重点，选择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生态脆

弱区及京津冀区域，围绕大城市群环境一体化综合整治、重点开发区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生态脆弱区生态资源资产协同增

长以及先发地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问题，总结分析了我国生态文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突出问题，提出我国生态文明区域协

调发展的战略与对策，为国家新时代生态文明发展与建设的宏观决策提供战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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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

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不断探索研究

生态社会建设与消费理念相渗透、生态工业建设与

城镇生态相融合、生态农业建设与乡村生态相协调

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聚焦研究资源环境承载力与

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和固体废物分类资源化利用等战 
略 [1,2]。党的“十九大”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

成就 [3]。但城乡生态文明发展不平衡、区域生态

文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不平衡等生

态文明建设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本研究在前期研

究的基础上，以区域性问题为重点，围绕“十三五”

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部崛起，西部生态安全屏

障建设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等战略需求，从

区域、省域、市域、县域等不同的尺度选择典型地

区，开展生态文明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研究。研究重

点从整体上梳理我国生态文明的发展成效，从区域

上找准生态文明建设的差异与问题，以区域协同为

突破口提出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与对策，对贯彻

新发展理念、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经济绿色发展、

改善生态环境、持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

二、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

为客观反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绩，准

确量化我国生态文明的发展态势，课题组完善了二

期项目研究构建的中国生态文明指数的指标体系、

基准与评估方法等 [4,5]，评估了 2017 年我国生态

文明发展水平，分析了 2015—2017 年期间的年际

变化。

（一）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整体接近良好水平

2017 年我国生态文明指数得分为 69.96 分，达

到优秀或良好水平的城市总数为 179 个，占所有

评估城市总数的比例超过 55%，约占国土面积的

44%。在所有评估城市中，属于优秀（A）、良好（B）、
一般（C）、较差（D）等级的城市个数占比分别为

0.62%、54.46%、42.46% 和 2.46%（见表 1）。福建

省、浙江省和重庆市在省（市）中位列前三，排名

前十的城市依次为厦门市、杭州市、珠海市、广州

市、长沙市、三亚市、惠州市、海口市、黄山市和

大连市，平均得分达到 78.47 分。

（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与 2015 年相比，2017 年我国生态文明指数得

分提升了 2.98 分， 37 个城市生态文明指数显著上

升，198 个城市生态文明指数明显上升，全国约六

成国土生态文明水平取得明显提升（见表 2）。两年

期间，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质量得到

持续改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平均增长

6.2%，为中国生态文明指数的增长贡献了 0.19 分；

空气质量指数（AQI）和城市水质指数（CWQI）
平均下降 11% 和 20%，分别为中国生态文明指数

的增长贡献了 0.53 分和 0.48 分。

表 1  2017 年中国生态文明指数等级情况

生态文明指数等级 城市个数 / 个 得分均值 / 分 比例 /%

A 2 80.47 0.62
B 177 73.34 54.46
C 138 66.16 42.46
D 8 58.09 2.46

表 2  2015 年、2017 年中国生态文明指数等级及变化情况

生态文明指数等级 2015 年城市个数 / 个 2017 年城市个数 / 个 城市数量变化 / 个

A 0 2 2
B 105 177 72
C 192 138 –54
D 28 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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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生态文明的突出短板得到明显缓解

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得到缓解，环

境质量指数未达标城市占比由 2015 年的 18% 下降

到 2017 年的 9%，环境空气质量与地表水环境质量

的提升分数大于 5 分的城市分别有 157 个和 89 个。

重点区域的环境质量明显好转，生态文明指数提升

最快的北京市增加了 7.54 分，环境质量改善为生态

文明指数的增长贡献了 6.38 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不协调的问题得到缓解，环境质量指数与产

业优化指数同步提升的城市达到 142 个，占所有评

估城市总数的比例超过 43%。

三、我国生态文明发展区域差异与问题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生态文明指数依次为

71.17 分、69.91 分和 68.98 分。优秀及良好水平的

城市主要集中分布在皖、浙、闽、粤地区，一般水

平的城市分布较分散，较差水平的城市则在华北、

西北地区较为集中。东部地区约有 62% 的城市达

到良好及优秀水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无优秀水

平的城市，良好水平的城市分别为 59% 和 46%（见

表 3）。这表明，区域发展不协调、经济与生态环境

发展不均衡仍然是我国生态文明发展的突出问题。

（一）东部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不协调

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生态

文明发展建设水平与中部、西部相比也相对较高。

2017年东部地区生态文明指数平均得分为 71.17分，

属于良好水平，2015—2017 年生态文明指数得分提

高了 2.95 分。2 个城市达到优秀水平，61 个城市达

到良好水平，38 个城市为一般水平，仅 1 个城市为

较差，分别占城市总数的 1.96%、59.80%、37.26%
和 0.98%。但是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

护不协调，绿色生产得分为 71.47 分，比中部高 
3.38 分，比西部高 4.03 分；东部地区绿色环境得

分为 67.85 分，比中部低 2.1 分，比西部低 2.92 分；

东部地区绿色环境与绿色生产得分相差 3.62 分， 
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城乡发展不平衡表现为城乡

居民收入比为 2.03，比中部高 0.17，比西部低 0.64，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两倍。东部地区作为我国的优先发展地区

在发展过程中付出了一定的资源环境代价，有些

地区还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未来应持续优

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加大污染

治理的力度、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二）中部地区面临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重压力

中部地区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

地位，是我国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

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 
纽 [6]，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核心区、全国新型城

镇化重点区。2017 年中部地区生态文明指数平均

得分为 69.91 分，属于一般水平，2015—2017 年生

态文明指数得分提高了 2.78 分。无城市达到优秀水

平，61 个城市达到良好水平，39 个城市为一般水平， 
3 个城市为较差，分别占城市总数的 59.22%、

37.86% 和 2.92%。但是中部地区仍然面临产业整体

结构不合理和三次产业内部结构效益不高的问题，

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资源开采粗放，生态破坏严重。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仅为 43%，比东部低

4%，绿色环境得分为 69.95 分，比东部高 2.1 分，比

西部低 0.82 分。中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

表 3  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指数评估结果

东部 中部 西部

领域 得分 指数 得分 领域 得分 指数 得分 领域 得分 指数 得分

绿色环境 67.85 生态状况 60.56 绿色环境 69.95 生态状况 65.20 绿色环境 70.77 生态状况 56.93

环境质量 72.71 环境质量 73.12 环境质量 80.00

绿色生产 71.47 产业优化 71.78 绿色生产 68.09 产业优化 65.78 绿色生产 67.44 产业优化 65.48

产业效率 71.02 产业效率 71.54 产业效率 70.38

绿色生活 69.20 城乡协调 67.84 绿色生活 66.14 城乡协调 64.84 绿色生活 61.62 城乡协调 59.22

城镇人居 70.82 城镇人居 67.69 城镇人居 64.40

绿色设施 79.64 污染治理 95.88 绿色设施 77.56 污染治理 95.16 绿色设施 76.81 污染治理 92.25

自然保护 47.56 自然保护 46.38 自然保护 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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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源、劳动力要素和投资驱动依赖较重，产业升

级、动能转换等难度更大。未来应着力聚焦高质量

发展，平衡好在“保护中发展”和在“发展中保护”

的关系。

（三）西部地区生态安全与脱贫攻坚迫在眉睫

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承载着水

源涵养、防风固沙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要生态功

能，是我国主要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少数民族人

口集聚区。这些区域为了维护民族团结和稳固边疆

需要加快经济发展，面临着既要保护“绿水青山”

又要创造“金山银山”的双重任务，协调保护和发

展难度较大。2017 年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发展指数平

均得分为 68.98 分，属于一般水平，2015—2017 年

生态文明指数得分提高了 3.17 分。无城市达到优秀

水平，55个城市达到良好水平，61个城市为一般水平，

4 个城市为较差，分别占评估城市总数的 45.83%、

50.83% 和 3.34%。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滞后，绿色设施得分为 76.81分，比东部低 2.83分， 
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比高达 2.67，比

东部和中部分别高 0.64 和 0.17，城市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约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 倍。西部

地区自然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社会欠发达造成生态

文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未来应加大污染治理和交

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产业，

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发展水平。

（四）京津冀地区区域、城乡生态文明发展双重不

均衡

京津冀地区是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

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

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2017 年京津冀地区生态文

明指数得分为 64.83 分，2015—2017 年生态文明指

数得分提高了 4.28 分，其中北京市生态文明指数涨

幅排名全国第一，两年间提高了 7.54 分，主要原

因是大气和水环境质量指标得分分别提高了 15.84
分和 14.53 分。但是京津冀高污染区域呈现排放物

强度大、环境复合污染突出等问题，治理技术与发

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综合治理难度大，河北产业

效率指数得分仅为 59.76 分。同时，京津冀地区城

乡发展差距较大，区域整体发展不佳，对整个区域

生态环境的改善带来一定的困难，北京、天津、河

北城乡协调指数得分分别为 72.61 分、74.06 分和

60.57 分，河北城乡发展差距高于北京和天津。京

津冀地区应强化实施一体化战略，通过体制机制创

新破解区域、城乡生态文明发展的双重不均衡。

四、生态文明区域协同发展战略

（一）总体目标

紧密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坚持绿色引

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绿色低

碳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实现人民群

众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态资源资产的双重富裕。

到 2035 年，全面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资

产双增长，人均 GDP 将达到 2 万美元，生态资源

资产总量比 2015 年提高 35%，形成低碳、无毒、

少废社会，生态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到 2050 年，基本实现物质财富与生态福祉的双重

富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 GDP 将达到 
3 万美元，生态资源资产总量比 2015 年提高 50%；

基本形成零碳排放的“无废社会”，全面建成反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的“美丽中国”，为

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样板”。

（二）基本原则

坚持共生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在拥有高度富裕

物质生活的同时拥有高度优质的生态产品；坚持和

谐共赢，以带动城乡、产业、区域协同增长与和谐

共赢为宗旨，促进经济增长、生态保护和社会福祉

的协调发展；坚持碳素平衡原则，促进在生产过程

中碳排放被自然生态系统完全吸收，实现碳素平衡；

坚持无废循环，引导生产过程实现全元素闭环循环

的发展体系，基本不向自然排放废弃物；坚持双侧

发力，从培育绿色需求市场与生态产品供给两个方

向使力，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

（三）战略思路

一是主体功能驱动促进均衡发展。以主体功能

定位确定分区发展方向，利用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

先发优势辐射带动中西部发展，发挥中部承东启西

的区位优势和农业优势，强化西部生态保护与建设

作为生态资产的战略储备基地；健全城市反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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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

化发展；加大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投入力度，促进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是市场驱动培育生态产业新业态。市场是经

济发展的基础，只有通过消费市场拉动才能调动企

业发展积极性；当前公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日

益强烈、消费方式正逐步转换与升级，可以创造出

巨大的政策和市场需求，形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

绿色引擎，推动经济生产方式绿色化，构建科技含

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绿色业态，提升

自然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

三是创新驱动支撑高质量发展。以绿色科学技

术的群体性突破引领生态环境、资源能源利用效率

实现革命性的提升，促进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提升；

实现绿色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协作贯通，

原始创新与再创新、集成创新融合迸发，促进绿色

科技创新及时转化为生产力，推动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和新模式的融合创新和跨界发展，为高质量

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四是制度驱动保障区域协同发展。同步推进财

税、金融、价格、投融资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平公

正并存的市场主体激励约束机制、奖惩分明的政府

责权利机制和依法保护治理机制，构建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运行高效、以人为本的制度体系，使制

度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有力保障。

（四）对策建议

1. 持续推动大城市群跨区域环境治理，创新体

制机制

跨区域协同发展涉及不同地方政府、不同部门

等，建议建立大城市群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协调机

制，尽快制定区域环境污染防治条例，积极实施区

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技术；建立跨区域环境保护合

作机制与环境联合监察执法工作制度，提升区域环

境监测预警与应急能力；优化监测统计体系，形成

覆盖全部县域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体系，并定

期开展统计监测工作，实现县域生态文明指数评估。

2. 强化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助

力脱贫攻坚

在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保护地进

行科学管护，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以“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工程为依托，统筹实施生态修复与

治理工程，巩固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制定生态

保护红线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策略，在保障生态产

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的基础上，使生态产品生产者

和保护者获得收益，构建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能力

以实现脱贫；加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缩短城乡区域发展差距 [7]。
3. 找准自身特点，深入推进重点开发区产业生

态化发展之路

重点开发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牢牢把握住生

态红线底线不动摇、在环境容量允许范围内发展；

集中力量破解大气、水环境以及土壤污染等关键生

态环境问题和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等突出重点问题，

统筹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统筹产业布局与生态功

能保护的问题；产业发展要以绿色为标准，着力推

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支持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优

势特色农林产业，绿色生态旅游业，形成新的绿色

经济增长点，强化节能减排，促进经济低碳发展；

选择基于特色产业、生物质、水环境及资源型经济

转型为抓手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带动区域整体发

展；根据地域特点分别制定加速新兴产业发展、生

物质能源优化发展、水环境保护以及资源型经济转

型等相关发展规划，深入贯彻“保护中发展”的指

导思想。

4. 构建确保生态资源资产协同增长的西部生态

脆弱贫困区发展策略

加快建成西部生态屏障保护制度体系，形成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西部生态屏障保护体系；强化生

态修复促进生态资产正增长，深入实施各类重点生

态修复工程，完善生态修复投入机制，加强生态资

产用途管制；积极探索建立西部绿色低碳循环产业

体系，发展特色优势绿色农牧业与生态旅游业，保

护性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发展循环工业，探索西部

碳汇产业；建立统一集中的国家生态补偿专项基

金，研究将环境保护税扩展用于生态补偿专项基金，

按比例提取重点开发区、优化开发区土地出让金，

探讨发行生态彩票、生态债券、生态损害保险等资

金筹集方式，扩大生态补偿专项基金渠道。综合考

虑各地生态保护、民生改善、公共服务的需求，确

定各县区生态补偿资金额度并编制生态产品生产保

障供给规划及预算，通过生态产品许可证交易的方

式使农牧民的收入与土地生态质量挂钩，调动农户

主动开展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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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若干战略问题研究（三期）”重

大咨询研究项目紧紧围绕“十三五”期间典型地区

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需求，从多个尺度开展案例研

究与实践分析，提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区域协同

发展的战略与对策，对于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

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

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

期。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突出

短板依然存在，环境质量、产业效率、城乡协调等

主要生态文明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项目组将继续长期、稳定和深入跟踪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最新进展，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上持续发

力，在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生态化智慧农

业道路上持续发力，在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加强

绿色消费与文化教育、加快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

五大体系上持续发力，适时开展长江经济带以及黄

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若干战略问题研究，为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新观点、新认识和新办法。

参考文献

[1] 生态文明建设若干战略研究综合组. 生态文明建设若干战略研

究 [J]. 中国工程科学, 2015, 17(8): 1–7.
 Th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Group for Research on Several Stra-

tegic Issues on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Research on several 

strategic issues on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J]. Study of CAE, 
2015, 17(8): 1–7.

[2] “生态文明建设若干战略问题研究（二期）”综合组. 生态文明

建设若干战略问题研究 [J]. 中国工程科学, 2017, 19(4): 1–5.
 Th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Group for Research on Several Stra-

tegic Issues on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Research on several 
strategic issues on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J]. Study of CAE, 
2017, 19(4): 1–5.

[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 [R].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2018.
	 Xi	J	P.	To	finish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to	win	

the great vict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R]. Beijing: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
nist Party of China, 2018.

[4] 解钰茜, 张林波, 罗上华, 等. 基于双目标渐进法的中国省域

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评估研究 [J]. 中国工程科学, 2017, 19(4): 
60–66.

 Xie Y X, Zhang L B, Luo S H, et al. Evaluating the level of pro-
vinci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using the 
double-benchmark progressive method [J]. Strategic Study of 
CAE, 2017, 19(4): 60–66.

[5] 舒俭民, 张林波. 国家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研究与评估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9.

 Shu J M, Zhang L B.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of national ecologi-
cal civilization index system [M]. Beijing: China Science Publish-
ing & Media Ltd (CSPM), 2019.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十三五”规划的批复 [R].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16.
 State Council of the PRC. Reply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the “13th 

Five Year” plan for promoting the rise of the central region [R]. 
Beijing: State Council of the PRC, 2016.

[7] 张林波, 虞慧怡, 李岱青, 等. 生态产品内涵与其价值实现途径 
[J]. 农业机械学报, 2019, 50(6): 173–183.

 Zhang L B, Yu H Y, Li D Q, et al. Connotation and value imple-
mentation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products [J]. Transa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Agricultural Machinery, 2019, 50(6): 
173–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