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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地域辽阔，区域特征明显，社会经济发展与

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差异悬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丽中国，需要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全民动

员、共同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建设美丽中

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

每一个人的努力”“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共建美丽中国”“希望全社会行动起来，做生态

文明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身体力行、真

抓实干，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

园”[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意见》强调，深入推动美丽中国地方实践 [2]。

各地区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紧密

结合地方实际情况，积极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实践，取

得了显著的成效和宝贵经验。

1 各地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实践进展情况

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目标以来，

全国各地围绕美丽中国建设实践开展了大量探索，探

索了省、市、县等不同层级美丽中国建设范例和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的建设路径，为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美丽中国建设新篇章提供了宝贵的

实践样本 [3-5]。

1.1 2012—2016 年实践探索情况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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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执

政理念和执政目标被提出，主要任务包括优化国土空

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

和环境保护力度和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 [6]。在此

背景下，2013 年，浙江省提出“建设美丽浙江、创造

美好生活”的“两美”浙江战略部署，并于 2014 年

5 月出台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

好生活的决定》，其内容坚持生态省建设方略，包含

对美丽实践的部署安排，还着重强调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美丽浙江建设中的地位 [7]。2013
年，天津市出台《加快建设美丽天津的决定》，中共

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出台《美丽天津建设纲

要》，提出建设美丽天津的目标和重点任务 [8]。2014
年，河南省出台《关于建设美丽河南的意见》。2016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出台《关于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加

快美丽宁夏建设的意见》，提出大力实施生态优先战

略，以生态保护和环境整治为重点，深入持久地推进

美丽宁夏建设，绘就美丽中国“宁夏画卷”。

在城市层级，2013 年，杭州市为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杭州要努力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样

本”重要指示，制定了《“美丽杭州”建设实施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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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20 年）》。该纲要要求深入贯彻“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环境立市，以实现山清水

秀、天蓝地净、绿色低碳、宜居舒适、道法自然、幸

福和谐为主要标志，建设生态美、生产美、生活美的

“美丽杭州”，努力建成美丽中国先行区，率先从城市

层级将“建设美丽中国”由宏伟愿景落实到行动纲

领、实施体系、社会风尚，推进美丽建设成为潮流，

树立美丽城市建设典范 [9]。厦门市在 2014 年发布实施

《美丽厦门战略规划》，从产业升级、机制创新、健康

生活、邻里和美、智慧名城、生态优美、同胞融合和

美丽村居等方面探索美丽厦门建设路径 [10]。美丽城

市的实践探索，重点是以“美丽”作为导向，以改革

创新的手段、共同缔造的方法，加快产业、城市、社

会转型，不断探索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

代化。

1.2 2017—2022 年实践探索情况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美丽”写入现代

化强国建设战略目标，提出到 2035 年生态环境根本

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为中长期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树起了新的历史坐标 [11]。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确保

到 2035 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 21 世纪中叶建

成美丽中国，明确了美丽中国建设分阶段的时间表和

路线图 [12]。在此背景下，涌现出更多的地区，积极

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地方实践。浙江省发布了《深化生

态文明示范创建高水平建设新时代美丽浙江规划纲要

（2020—2035 年）》，明确持续推进“811”美丽浙江建

设行动，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美丽浙江 [13]。山东省出台

《美丽山东建设规划纲要（2021—2035 年）》，“八美共

建”多措并举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山东，努

力打造美丽中国齐鲁画卷。四川省出台了《美丽四川

建设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探索一条生态

好、生活富、经济优、文化兴的发展道路，谱写美丽

中国的四川篇章。福建省出台了《深化生态省建设打

造美丽福建行动纲要（2021—2035 年）》，成就“清新

福建、人间福地”的美丽福建样板。江西省坚定不移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扎实做好“治山理水、

显山露水”文章，努力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广东

省紧抓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双

区”建设，持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扎实做好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着力打造美丽中国的广东样板。总体

上，东部地区在探索美丽中国地方实践中走在了前

列，中西部地区逐步开始推进，形成各具特色的实践

模式。

在城市层面，2020 年 6 月，杭州市制定《新时代

美丽杭州建设实施纲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统筹好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布局，在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宜居城市方面创造

更多经验”工作要求，着力建设新时代美丽杭州。浙

江省 2 个副省级城市和 9 个地级市已全部完成美丽城

市建设规划纲要的编制出台。江苏省积极推进各设区

市编制出台美丽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或实施意见。深圳

市明确提出了提前 15 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造

美丽中国典范城市的目标，为全广东省乃至国家开展

美丽中国城市建设提供深圳经验 [14]。烟台、青岛等城

市积极推进美丽城市建设规划编制，力求在全山东省

美丽城市建设中占得先机、成为样板。

此外，在各要素领域，各地也开展了大量探索创

新。如北京市在美丽蓝天建设中，从法律法规、标准

制定、管理制度、产业政策、机制体制等多方面完善

大气环境治理体系；云南全面推动美丽幸福河湖建

设，建立河湖库渠健康档案，实施“一河一策”精准

治理以及设立专项奖补资金等系列政策。这一阶段，

初步统计全国已有 9 个省（区、市）和几十个城市开

展了美丽省份或美丽城市建设，成千上万个村镇开展

了美丽乡村建设。各地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

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践创新基地、“无

废城市”建设、美丽河湖和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等示

范实践活动，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的美丽建设局面。初步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主

导、生态环境部门统筹协调、各部门分工合作的美丽

中国地方实践模式 [15]。

1.3 2021 年以来实践探索情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

进一步明确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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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16]。2021 年 11 月发

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丽中国”。

在此背景下，各地积极谋划，对美丽中国建设实

践开展了全面部署。初步统计，2021 年 10 月—2022
年 6 月，各省份新一轮党代会报告中均提出了开展美

丽中国建设实践目标和要求。例如，江西省和广东省

明确提出要打造美丽中国省份样板，吉林提出“以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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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生态环境增进人民福祉，为共建清洁美丽中国

作出更大贡献”，青海提出“建设高原美丽城镇示范

省，打造宜居、韧性、创新、智慧、绿色、人文城

市”等。此外，部分省份强调要通过美丽建设厚植高

质量发展的生态底色。例如，西藏提出建设“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宁夏提出“谱写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夏”。还有些省份强调突出

美丽建设载体，促进自身美丽建设，如内蒙古从全民

参与出发，宣传绿色文明理念，倡导绿色低碳生活，

让建设美丽内蒙古成为全区人民的自觉行动，形成共

建共享共治的良好氛围。浙江结合“千村示范、万村

整治”工程，提出要加强美丽县城、美丽城镇、美丽

乡村联创联建，打造现代花园城市群。贵州扎实做好

乡村振兴大文章，大力推进乡村振兴五年行动，打

造“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在美丽中国建设

目标指引下，各省份形成了积极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实

践、打造美丽中国建设样本的普遍认识（表 1）。

2 各地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实践的成效与经验

十年来，各地积极开展各层级、各领域美丽中国

建设实践和先行先试，通过顶层谋划、统筹推进、探

索创新、全民参与等多方面协同发力，推动美丽中国

表1 31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最新党代会报告中对美丽建设的要求

序号 省份 最新党代会报告中关于美丽建设的要求

1 北京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建设美丽家园

2 天津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天津

3 河北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强省、美丽河北

4 山西 一体推进治山治水治气治城，实现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山西

5 内蒙古 倡导绿色低碳生活，让建设美丽内蒙古成为全区人民的自觉行动

6 辽宁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辽宁

7 吉林 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增进人民福祉，为共建清洁美丽中国作出更大贡献

8 黑龙江 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奠定坚实基础

9 上海 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10 江苏 让绿色成为美丽江苏最靓丽的标识

11 浙江 加强美丽县城、美丽城镇、美丽乡村联创联建，打造现代花园城市群

12 安徽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建设环境优的美丽安徽

13 福建 加快推进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美丽福建

14 江西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更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

15 山东 建设人海和谐美丽海洋

16 河南 到 21 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

17 湖北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湖北

18 湖南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美丽湖南

19 广东 持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着力打造美丽中国的广东样板

20 广西 加快建设美丽广西和生态文明强区

21 海南 把美丽乡村打造成靓丽的田园风景线

22 重庆 奋力书写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新篇章

23 四川 加强流域生态保护，推进美丽四川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4 贵州 打造“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升级版

25 云南 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促进边疆繁荣稳定，建设好美丽家园

26 西藏 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27 陕西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美丽陕西

28 甘肃 坚定不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山川秀美、生态优良的美丽甘肃

29 青海 建设高原美丽城镇示范省，打造宜居、韧性、创新、智慧、绿色、人文城市

30 宁夏 全面提升资源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的美丽宁夏

31 新疆 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新疆

3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加快建设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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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实践从理念到行动走深走实。

2.1 注重高位推动，顶层谋划美丽中国建设实践

各地将美丽中国建设实践放在突出位置，纳入社

会经济发展全局，由当地党委政府高位推动。美丽中

国建设实践涉及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治理体系健

全完善等方方面面，需要系统、有序、统筹推进。各

地在美丽中国建设实践过程中，以规划纲要等顶层设

计为总抓手，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组织保障，推动美

丽中国建设实践深入发展。

在顶层设计谋划方面。各地对标 2035 年基本实现

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加强系统谋划，将美丽中国建设

写入最新一轮省级党代会报告。全国 31 省（区、市）

制定出台了本地区“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在

规划中进一步分阶段细化了本地区“十四五”时期和

2035 年美丽建设的目标时间表，将推进本地区美丽中

国建设实践作为规划重点任务。此外，部分省份和城

市积极谋划，编制出台本地区美丽建设规划或意见，

形成指导本地区美丽中国建设实践的系统性纲领性文

件，且部分省份关于美丽建设的规划纲要、指导意

见，均由省委或省政府印发，部分城市美丽建设的规

划纲要、指导意见由市委市政府印发，美丽厦门战略

规划成果经厦门市人大审议通过并全面实施，这些都

提高了美丽建设顶层设计的权威性与执行力。此外，

杭州市持续推进美丽杭州建设，一张蓝图干到底。

在组织推进机制方面。浙江省成立美丽浙江建设

领导小组，由省委书记、省长以双组长形式担任领导

小组组长，统筹推进美丽浙江建设各项工作。建立完

善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各成员单位分工负责的

工作体系，分解落实美丽浙江建设规划纲要目标任务

责任单位，分年度制定工作要点。山东省则明确由省

生态环境委员会统筹协调解决美丽山东建设的重大问

题，分解建设目标任务，分年度制定工作要点，开展

实施情况调度和评估。四川省提出要严格落实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推动美丽四川建设部署落地落实，同

时要求充分发挥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的重要作用，

组织推进美丽四川建设工作。江西省成立由省委、省

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任组长的全面建设美丽江西专项工

作组办公室，负责对美丽江西建设各项工作的整体部

署，分解目标任务并建立相关推进机制 [17]。

2.2 注重统筹推进，协同发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践

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涉及领域多、覆盖范围广的

系统工程，各地以美丽建设战略引领规划转型，推进

统筹规划和重点领域协同发力。在拓展传统生态环

境治理领域的基础上，统筹推进建设美丽蓝天、美

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田园、美丽山川，以及美丽

城市、美丽乡村、美丽园区，实现全领域整体和谐

美丽。

（1）省级层面。浙江省围绕建设向世界展示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窗口、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

展的国际典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转化

的实践样板、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先行标杆、

全民生态自觉的行动榜样等 5 个方面定位，从美丽国

土空间、美丽现代经济、美丽生态环境、美丽幸福城

乡、美丽生态文化、美丽治理体系等 6 个领域推进美

丽浙江建设。山东省围绕建设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先行

区、陆海统筹生态保护样板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等 4 个方面定位，从空间、经济、

环境、生态、健康、城乡、人文、制度等 8 个维度推

进美丽山东建设。四川省围绕建设成美丽中国先行

区、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安全高地、绿色低碳经济发展

实验区、中国韵·巴蜀味宜居地等战略定位，从空间

格局、美丽家园、绿色经济、宜人环境、自然生态、

巴蜀文化、治理体系等 7 个方面开展美丽四川建设。

（2）城市层面。美丽杭州建设提出要“立足当

下，着眼长远，围绕城乡统筹、区域统筹、流域统

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统筹，系统推进美

丽杭州建设”[18]。美丽深圳建设从优美生态、清新环

境、健康安全、绿色发展、宜居生活等 5 个维度构建

了目标指标体系，重点布局高水平建设都市生态、高

标准改善环境质量、高要求防控环境风险、高质量推

进绿色发展、高品质打造人居环境、高效能推动政策

创新和高站位参与全球治理“七大领域”。美丽厦门

建设涵盖了“五位一体”的各方面，概括了美丽厦门

建设的五大特质和内涵，具体包括山海格局美、发展

品质美、多元人文美、地域特色美、社会和谐美 [19]。

2.3 注重创新引领，先行先试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实践

在美丽中国建设实践过程中，各地立足本地区

特色，坚持创新引领、探索各美其美的建设路径和

模式。

（1）建设载体方面。福建省提出打造“美丽城

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园区”的

五美体系，促进生态福建、美丽福建齐头并进。四川

省推进美丽城镇、美丽乡村、美丽河湖、适应气候变

化、绿色低碳产业等试点行动。青岛市围绕山海城相

融的自然地理特征，以山水林田海岛湾基质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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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宜居宜业品质湾区美丽城市。革命老区赣州市从

美丽城市、美丽城镇、美丽乡村 3 个层级开展美丽赣

州建设示范。烟台市以全域“五色”生态建设为重

点，打造美丽典范城市。

（2）制度改革方面。福建省把解决百姓身边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建立生态环境、住

建、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部门联合攻坚机制，对群

众反映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实行统一受理举报、统一

编号登记、统一交办问题、统一信息公开、统一督察

督办，建立“接转办督核”运行机制。江西省形成山

地丘陵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修复模式，同步实

施流域水环境保护与整治、矿山环境修复、水土流失

治理、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地整治与土壤

改良等系统治理五大工程，实施“山上山下、地上地

下、流域上下游”同时治理。贵州联合云南、四川两

省签订赤水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建立跨省流域

生态协商补偿机制。海南省建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捆

绑互促工作机制，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开设绿色

通道，实行部门联动审批。

（3）树立样板典型方面。浙江省近年来开展了

“美丽浙江十大样板地”活动，评选“美丽浙江十大

特色体验地（县、市、区）”“美丽浙江十佳特色体验

地（乡镇、街道）”“美丽浙江十佳特色体验地（村、

景区）”“美丽浙江十大绿色发展示范单位”“美丽浙

江十大经典案例”“美丽浙江生态环境治理十佳优秀

案例”“美丽浙江生物多样性保护十佳特色案例”“美

丽浙江魅力示范点”；开展了为美丽浙江建设等工作

考核先进集体代表授奖牌、授鼎活动。杭州市委市政

府对在 2013—2020 年美丽杭州建设工作中作出突出

贡献的 150 个集体和 350 名个人给予通报表扬，涵盖

了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新闻机构、志愿者、企

业。四川省在攀枝花市等 10 市（州）征集评选出“生

态扶贫、生态保护、生态旅游、污染治理、绿色产

业、循环经济、节能减排、美丽城镇、美丽乡村、组

织领导”等类型共 50 例范例汇编，开展了“十大绿

色先锋”“十大环保守信企业”“十大最美基层环保人”

系列评选活动，为树立美丽四川形象汇聚力量。

2.4 注重全民动员，共同协作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实践

各地在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实践过程中，坚持全社

会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推动构建政府、

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美丽中国建设全民

共治体系。

（1）省级层面。结合“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主题实践活动，广东省明确要求通过深入校园、社

区、农村、机关、企业开展环境宣教、科普益民主题

实践活动，推动全社会形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产生

活方式。目前，广东在全省行政区域内 21 个地级以

上城市、119 个县级行政区均开展了“美丽中国，我

是行动者”主题实践活动。重庆强化川渝环保宣传联

动，创新“云”端联动，携手举办“美丽中国我是行

动者——云上共赏，美丽川渝”六五环境日系列活

动，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长江源”川渝两地主

播说环保活动。浙江省政府新闻办主办、集团运营

的“美丽浙江”抖音号，内容定位“美丽浙江、美好

生活”，通过开设“诗画浙江”等常态化专栏，以及

“美丽乡村看‘浙’里”等系列化专题，着力展现全

省山水之美、生态之美和人文之美。

（2）城市层面。杭州市顺应从“管理”向“治

理”转变的趋势，提出促进社会参与、激发社会活

力、增进人民福祉，推动全市上下、各个层面和各界

群众广泛参与，从促进生态文明行为养成、广泛发动

社会各界和全体市民自觉投身美丽杭州建设、提高市

民生活品质等方面加快美丽杭州共建共享步伐。厦门

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以群众参与为核心，以培育精

神为根本，以奖励优秀为动力，以项目活动为载体，

以分类统筹为手段，从群众能够参与的房前屋后的、

身边的小事实事做起，推动美丽厦门建设共治共享。

湖州市全面启动“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实干争先主

题实践，以党员干部、企业家和群众为实践主体，开

展区县比贡献、部门比服务、镇街比实绩、企业比发

展、干部比担当、群众比风尚等“六比”竞赛，多方

位展示“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面临的总体要求与形势

过去十年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

局性变化，我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美丽中国

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党的二十大报告充分肯定了过去

的成绩与经验，提出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20]，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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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时期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方

向。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推动各地开展美丽中国建设

实践相关工作还需进一步完善。

3.1 国家对美丽中国建设实践的要求

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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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任务要求，进一步指

明了美丽中国建设实践的新内涵、新要求。

一是美丽中国建设要与高质量发展相结合，高质

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要坚

持人民至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明确指出中

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

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

现代化，深刻表达了山清水秀但贫穷落后、强大富裕

而环境污染都不是中国式现代化。美丽中国建设的核

心要义是要把自然与文明结合起来，让人民在优美自

然生态环境中享受极大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也要让自然生态在现代化人类社会治理体系下，更加

宁静、和谐、美丽。

二是美丽中国建设要强化统筹协调，系统推进。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重点是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在方

式方法上，要统筹好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

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

增长，美丽中国建设要坚持系统观念，加强统筹协

调，在美丽中国建设多领域目标中寻找动态平衡，做

到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三是美丽中国建设要注重政策机制创新，要坚持

全民行动。社会生产方式、行为模式受社会体制机制

的源头制约，健全的、有美丽及绿色导向的治理体

系，是保障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支撑。要深入推进改

革创新，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

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将制度优势

更好地转化为国家的治理效能。这进一步阐释了美丽

中国建设过程中要建立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水平，逐步建立起部门协作、全民参与的美丽中

国建设大格局。

3.2 各地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实践面临的形势与困难

目前美丽中国建设实践形成了良好的工作局面，

但面对国家对美丽中国建设新的要求，各地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还存在亟待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一是

我国东、中、西部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自然环境

存在较大差异，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过程中，各地建设时序进程、建

设工作重点、建设目标要求都应有所差异。各地在美

丽中国建设实践中，还需要因地制宜，展现大美西部

新面貌、美丽北国风光、绿色低碳发展的美丽中部、

高品质现代化美丽东部。二是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在

领域和任务上提出了更多要求，强调产业结构调整、

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统筹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

绿色高质量发展一体推进 [21]。三是治理机制和方式

上，当前更多以问题导向为主，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着力解决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进一步强

化目标导向，通过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持续牵引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发展。在治理手段上，还需要持续健全

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共同参与的现

代环境治理体系，充分发挥法律、行政、市场、科

技、社会等多种手段作用，完善监督、执法、督察手

段，强化美丽中国建设的正向激励，发挥美丽中国建

设的内生动力和积极性。

4 深入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践的对策建议

面对当前各地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实践中存在的问

题，结合国家层面对美丽中国建设实践工作的部署安

排，建议从战略引领、分区分类、统筹协同、政策创

新、宣传推广等方面深入推动各地开展美丽中国建设

实践。

4.1 注重系统设计、强化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战略引领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

标之一，需要以 2035 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为目标牵

引，合理有序安排美丽中国建设实践的重点任务。面

向美丽中国建设的宏伟目标，各地在开展美丽中国建

设实践中要强化战略引领，在巩固拓展污染防治攻坚

战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实践中长期

战略谋划，系统谋划本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生态环境

保护、碳达峰碳中和各个领域、各个要素总体目标与

行动路线图。在衔接落实国家和上位规划关于美丽中

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战略部署、总体要求、目标任务

基础上，客观分析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

准确把握生态环境治理的历史进程，实事求是、量力

而行，深刻把握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核心要求，因地

制宜编制出台本地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实践的规划纲要

或实施指导意见，分阶段出台分阶段行动方案，形成

“中长期战略指导，分阶段行动支撑”的实施路径。

推动各地把美丽中国建设列入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重

要议事日程，将工作要求、目标任务融入本地区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重大战略布局、重大项目建

设、重大政策举措等各方面各环节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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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坚持分区分类、各美其美的美丽中国建设实践模式

我国自然地域之间功能定位、绿色发展水平、生

态环境状况差异较大，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实践需要分

区分类施策。要充分发挥不同类型、先行先试具有代

表性地区的示范引领作用，从西部、东北、中部、东

部等四大板块实际和地域特色出发，突出区域重大战

略，鼓励各地开展美丽省份、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等

不同层级和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园区、美丽田

园等不同领域美丽中国建设探索实践。在总结推广建

设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谋划推

动一批美丽中国样板建设示范集群，建设美丽中国先

行区，打造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引擎。在落实美丽中

国建设总体目标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

美丽中国建设实践的中长期目标，定期开展评估，推

动美丽中国建设实践纵深发展。

4.3 突破重点难点，统筹协同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实践

生态环境根本好转是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实现的关

键标志。这意味着全国各地区，东中西部，城市和农

村生态环境质量出现整体性、根本性的改善。同时，

大气、水、土壤、生态等多领域、多要素的生态环境质

量要得到根本性的好转，不是仅解决单一要素、单一领

域的生态环境问题就能实现的 [22]。在污染防治攻坚战

阶段性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之后，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建设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

保障土壤安全。将环境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应对

气候变化、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结合起来，统筹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维护生物多样性。

持续加强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健全覆盖城乡集污

水、垃圾、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处理处置设

施和监测监管能力于一体的环境基础设施体系，形成持

续支撑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的基础设施体系。

推动城市和乡村环境综合整治，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建

设生态环境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在实践方式上，要更

加注重结构调整、系统治理，谋划实施重大工程，发展

绿色低碳环保产业，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

长，实现环境效益、气候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多赢，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协同增效。

4.4 突出激励引导、创新促进美丽中国建设实践的政

策机制

健全有效的政策机制是激发美丽中国建设实践活

力的重要基础。建议各地在落实好区域重大战略、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前提下，立足本

地区资源禀赋，围绕增强建设美丽中国内生动力、激

发生态环境治理市场活力、推动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

活方式、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环境治理体系等方面，

研究创新本地区美丽中国建设实践的体制机制、政策

制度。系统总结本地区各层级、各领域美丽中国建设

经验做法，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模式，加强推

广引导，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强化美丽中国建设

财政支出保障，引导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投入美丽中

国建设实践。针对重点领域，构建完善美丽中国建设

相关规范和标准体系。积极探索推进美丽河湖、美丽

海湾、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田园等以城市、区

域和单元为基础的综合性美丽中国建设实践机制。制

定完善美丽中国建设生态环境评价指标，强化评估与

激励引导。此外，建议国家层面要对美丽中国建设实

践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方予以表扬激励，强化在

美丽中国建设实践中表现优秀省份、城市的示范性和

带动性。

4.5 强化宣传推广，营造美丽中国建设实践的良好 

氛围

加强美丽中国建设的宣传推广，引导全社会牢固

树立生态文明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构建共建共享的

美丽中国建设共同体，是积极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实

践的重要保障。一是要结合六五环境日等重要时间

节点，广泛开展宣传文化活动，展示美丽中国建设突

破性、创新性、代表性成果和典型案例实践经验。国

家层面积极搭建形式多样交流平台，充分发挥“美丽

中国百人论坛”等平台作用，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相关

领域、重点区域流域、地方典型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模

式分享和经验交流，支持各地区各部门间建立纵向和

横向的建设实践经验交流互动机制。二是深入开展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

动 [23]，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积极推动

美丽社区、美丽学校等美丽细胞工程建设。三是积极

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宣传美丽中国建设实践成效与经

验，加强在绿色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海洋合

作、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理念分享、经验交流、政

策沟通和技术合作，讲好美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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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Practice Progress and Suggestions on Building of a Beautiful China
WAN Jun1, LU Lu1, 2, ZHANG Xiaojing1, 2, XIAO Yang1, 2, QIN Changbo1, 2, XIONG Shangao1,2*

(1.The Center for Beautiful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 Beijing 
100043, China; 2.Institute of Strategic Planning, Chinese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100043, China)

Abstract: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requires the joint efforts of all regions, departments 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ctively carrying out 
local practice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ll parts of China had actively carried out the practice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actively created samples and pilot areas for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enriched the connotation, deepened the content, expanded the 
fields, innovated the practice model, and improved the practice mechanism. Remarkable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and a number 
of typical experiences have been formed. Entering a new era and a new journey, to build a Beautiful China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give full play to the enthusiasm,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of all places, deepen the 
local practice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adhere to the zoning and classification of local conditions, the forma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construction pattern of each beauty, adhere to systematic planning, innov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the local practice model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strengthen policy synergy and publicity incentives, the formation of all regions of society about good 
atmosphere of the whole society in all regions to build a Beautiful China, to provide rich local practice and solid foundation support for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Keywords: sample of a Beautiful China; local practic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moder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