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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前 言

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良好生态环境是美好

生活的基础、人民共同的期盼。绿色发展是顺应自然、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是用最少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经

济社会效益的发展，是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已经成为各国

共识。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生生不息、繁衍

发展，倡导“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色。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

展确立为国家战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

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

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绿色成

为新时代中国的鲜明底色，绿色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显

著特征，广袤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人民享有更

多、更普惠、更可持续的绿色福祉。中国的绿色发展，为地球

增添了更多“中国绿”，扩大了全球绿色版图，既造福了中国，

也造福了世界。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坚定践行多边主义，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

议，深化务实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为落实联

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共同构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

智慧、中国力量。

为全面介绍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实践与成效，分享

中国绿色发展经验，特发布本白皮书。

一、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

中国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

发展，协同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走出了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良好生态环境

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随着中国现代化

建设的不断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对优美生

态环境的需要更加迫切，生态环境在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中的

地位不断凸显。中国顺应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大力推行绿色生产生

活方式，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持续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让人民在优美生态环境

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着眼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大自然是人类赖以

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

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立足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

的现实国情，既为当代发展谋、也为子孙万代计，把生态文明

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既要金山银山

也要绿水青山，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让自然财富、

生态财富源源不断带来经济财富、社会财富，实现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

（三）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
绿色发展是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的全方位、革命性变革。中国把系统观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

和生态环境保护全过程，正确处理发展和保护、全局和局部、当

前和长远等一系列关系，构建科学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布局体

系、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约束和激励并举的制度体

系，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

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

低碳发展，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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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四）共谋全球可持续发展
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只

有世界各国团结合作、共同努力，携手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

才能维持地球生态整体平衡，守护好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

家园。中国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积极参与全球环境

治理，向世界承诺力争于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牵引推动绿

色转型，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开展绿色发展双多边国际合作，推

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为全球可持

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绿色空间格局基本形成

中国积极健全国土空间体系，加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用途统筹和协调管控，加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力度，有效扩大

生态环境容量，推动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快速积累，生态环境

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国土是绿色发展的空间载体。中国实施主体功能区战

略，建立全国统一、责权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整

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实现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更高质量、

更可持续。

实现国土空间规划“多规合一”。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

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

划，逐步建立“多规合一”的规划编制审批体系、实施监督体

系、法规政策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

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加快完成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逐步形成全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图”。

统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以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

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科学布

局农业、生态、城镇等功能空间，优化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

功能区、城市化地区三大空间格局。统筹划定耕地和永久基

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以及各

类海域保护线，强化底线约束，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筑牢

国家安全发展的空间基础。

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管理。着力防控化解生态风险，将

承担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要

生态功能的县级行政区确定为重点生态功能区，以保护生态

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为重点，限制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

开发，推动自然生态系统总体稳定向好，生态服务功能逐步增

强，生态产品供给水平持续提升。

（二）强化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中国加强系统治理、综

合治理、源头治理和依法治理，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

大力推动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筑牢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

初步建立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自然保护地是生态建设

的核心载体。中国努力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

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正式设立三

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首批 5 个国家

公园，积极稳妥有序推进生态重要区域国家公园创建。截至

2021 年底，已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处，占国土陆域面

积的 17%以上，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和 74%的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了有效保护。

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是国家生态安全

的底线和生命线。中国将生态功能极重要、生态极脆弱以及

具有潜在重要生态价值的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包括整合

优化后的自然保护地，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截

至目前，中国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

过 30%。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和编制生态保护修复规划，

巩固了以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含黄土高原

生态屏障）、长江重点生态区（含川滇生态屏障）、东北森林带、

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海岸带等为依托的“三区四带”

生态安全格局。

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以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启动实施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统筹推进系统治理、综

合治理、源头治理。陆续实施三北、长江等防护林和天然林保

护修复、退耕还林还草、矿山生态修复、“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海岸带保护修复、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红树林保护修复等一

批具有重要生态影响的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工程，科学开展大

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动森林、草原、湿地、河流、湖泊面积持

续增加，土地荒漠化趋势得到有效扭转。2012—2021 年，中国

累计完成造林 9.6 亿亩，防沙治沙 2.78 亿亩，种草改良 6 亿亩，

新增和修复湿地 1200 多万亩。2021 年，中国森林覆盖率达到

24.02%，森林蓄积量达到 194.93 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和森林

蓄积量连续 30 多年保持“双增长”，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

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实现了

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双减少”，对

全球实现 2030 年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发挥了积极作用。自

2000 年以来，中国始终是全球“增绿”的主力军，全球新增绿化

面积中约 1/4 来自中国。

（三）推动重点区域绿色发展
中国充分发挥区域重大战略的提升引领作用，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着力打造绿色

发展的第一梯队，带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水平整体

提升。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保率先突破。实施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在交通、环境、产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协同推进，

强化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以京津冀地区为重点，开展华

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扭转了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华北

地下水位逐年下降的趋势。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

区，围绕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构建布局合理、蓝

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打造绿色高质量发

展“样板之城”。2021 年，京津冀 13 个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例达到 74.1%，比 2013 年提升 32.2 个百分点，北京市大气环

境治理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样本。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建

设。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

撑。中国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协调推

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绿色发展示范带，使长江经济带成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主

战场。发挥产业协同联动整体优势，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加快

区域经济绿色转型步伐。大力推进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深

入实施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化工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船舶污染治理和尾矿库污染治理“4+1”工程，全面实施长

江十年禁渔，开展长江岸线利用项目及非法矮围清理整治。

2018 年以来，累计腾退长江岸线 162 公里，滩岸复绿 1213 万平

方米，恢复水域面积 6.8 万亩，长江干流国控断面水质连续两

年全线达到Ⅱ类。

发挥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表率作用。加快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率先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

社会发展优势、从项目协同走向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依托优

美风光、人文底蕴、特色产业，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夯实绿色发

展生态本底，打造绿色创新发展高地。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把保护黄河作为

中华民族发展的千秋大计，坚持对黄河上下游、干支流、左右

岸生态保护治理工作统筹谋划。开展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治

理，推动上中游水土流失和荒漠化防治以及下游河道和滩区

综合治理，黄河泥沙负荷稳步下降，确保黄河安澜。坚持以水

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走水安全有效保障、水

资源高效利用、水生态明显改善的集约节约发展之路。沿黄

地区在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发展特色产业上积极探索，培

养壮大新产业新业态，推动生态、经济价值同步提升，让黄河

成为惠民利民的生态河、幸福河。

建设美丽粤港澳大湾区。以建设美丽湾区为引领，着力

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探索绿色低碳的城市建设运营模式，促

进大湾区可持续发展，使大湾区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打

造 生 态 安 全 、环 境 优 美 、社 会 安 定 、文 化 繁 荣 的 粤 港 澳 大

湾区。

（四）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家园
城乡是人们聚居活动的主要空间。中国把绿色发展理念

融入城乡建设活动，大力推动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建设，突出

环境污染治理，着力提升人居环境品质，打造山峦层林尽染、

平原蓝绿交融、城乡鸟语花香的美丽家园。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城市。中国把保护城市

生态环境摆在突出位置，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科学规

划布局城市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打造宜居城

市、韧性城市、智慧城市，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丽家园。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依托现有山水脉

络等独特风光推进城市建设，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持续拓展城市生态空间，

建设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推进城市公园体系和绿

道 网 络 建 设 ，大 力 推 动 城 市 绿 化 ，让 城 市 再 现 绿 水 青 山 。

2012—2021 年 ，城 市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由 39.22% 提 高 到

42.06%，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由 11.8 平方米提高到 14.78 平方

米。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建筑，推进既有建筑改造，建筑节能水

平持续提高。

打造绿色生态宜居的和美乡村。中国将绿色发展作为推

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探索乡村绿色发展新路径。积极发展

生态农业、农村电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健康养老等新产

业、新业态，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推动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的目标不断实现。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完善乡村公路、

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加强生活垃圾、污

水治理，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全面推进乡村绿化，持续开展现

代宜居农房建设，越来越多的乡村实现水源净化、道路硬化、

夜晚亮化、能源清洁化。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提升乡村风貌。广大农村生态美起来、环境靓起来，

丛林掩映、果菜满园、满眼锦绣，呈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

美人和的美丽画卷。

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

丽，蓝天也是幸福。中国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以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大气、水、土壤污染等突出问题为

重点，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区域联防联控和重

污 染 天 气 应 对 成 效 显 著 ，全 国 地 级 及 以 上 城 市 细 颗 粒 物

（PM2.5）年均浓度由 2015 年的 46 微克/立方米降至 2021 年的

30 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7.5%，成为全球

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工业、农业、生活污染源和水

生态系统整治加快推进，饮用水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污染严重

水体和不达标水体显著减少，2021 年全国地表水水质优良断

面比例达到 84.9%。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实现固体废物“零

进口”目标，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蓝天白云、繁星闪

烁，清水绿岸、鱼翔浅底，人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喝的水更干

净、吃的食物更放心、生活的环境更优美，切实感受到生态环

境变化带来的幸福和美好。

三、产业结构持续调整优化

中国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

创新驱动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以资源环境刚

性约束推动产业结构深度调整，以强化区域协作持续优化产

业空间布局，经济发展既保持了量的合理增长，也实现了质的

稳步提升，开创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一）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作为调整产业结构、

促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动力和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

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和含绿量显著

提升。

科技创新投入力度逐步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由 2012

年的 1.03 万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2.80 万亿元，研发投入强

度 由 1.91%提 高 到 2.44%，已 接 近 经 合 组 织 国 家 平 均 水 平 。

企业研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例达到

76%以上。截至 2021 年底，中国节能环保产业有效发明专

利 4.9 万件，新能源产业有效发明专利 6 万件，分别是 2017

年底的 1.6 倍、1.7 倍。2011 年至 2020 年，中国环境技术发明

专利申请总量接近全球 60%，是全球布局环境技术创新最

积极的国家。

新兴技术成为经济发展重要支撑。人工智能、大数据、

区块链、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加快应用，培育了智能终端、远

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新产品、新业态，在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

用不断增强。数字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位，“十三五”期间

（2016—2020 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

年均增速高达 21%。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新兴技

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步伐加快，2021 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 15.1%、32.4%，较 2012 年分别提

高 5.7 和 4.2 个百分点，“中国制造”逐步向“中国智造”转型

升级。

绿色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迅速，风

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设备生产规模居世界第一，多晶硅、

硅片、电池和组件占全球产量的 70%以上。节能环保产业质

量效益持续提升，形成了覆盖节能、节水、环保、可再生能源等

各领域的绿色技术装备制造体系，绿色技术装备和产品供给

能力显著增强，绿色装备制造成本持续下降，能源设备、节水

设备、污染治理、环境监测等多个领域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综合能源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合同节水管理、环境污染

第三方治理、碳排放管理综合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发展

壮大，2021 年节能环保产业产值超过 8 万亿元。各地方积极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路径，都市现代农业、休闲农业、

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精品民宿、田园综合体等生态产业新模

式快速发展。 （下转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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