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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丽中国建设是实现生态文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新目标和美好愿景。深入分析了“美丽中国”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与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

的关系，据此阐述了“美丽中国”的科学内涵和关键评价维度。同时，构建了以联合国 2030 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s）为基础，以地球大数据、网络数据及统计数据等多源数据为支撑的“美丽中国”评

价指标体系，旨在为开展全景美丽中国评价提供参考和借鉴。结论包括：①美丽中国是一个由自

然生态子系统与社会经济子系统组成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②美丽中国内涵可解构为天蓝、地

绿、水清、人和 4个维度；③构建了包含 12个具体目标、43个具体评价指标的面向 SDGs的“美丽中

国”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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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从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

阶段，尽管“美丽家园”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作为

一种社会理想，“美丽家园”一直是人类不懈的追求

目标。尤其进入 21世纪以来，人类不仅面临着气候

变化、生物多样性损失、环境污染、水土流失、荒漠

化和资源枯竭等资源环境问题，更面临着经济全球

化、大规模人口迁移、快速城镇化和城乡差距拉大

等社会经济问题。面对如此严峻而复杂的问题，建

设“美丽家园”更成为全世界的共同愿景，它不仅是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国家和社会发展目标、实

现全面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更是维护全球生态安

全、维持人类生存根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

观需要［1］。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

国社会经济发展虽取得了巨大进步，但随着工业

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

重、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的可持续

发展进程。鉴于此，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

大会（以下简称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建设美丽

中国”的重大战略思想和全新执政理念，将“美丽中

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以及实现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战略构想［2］。

十八大以来，“美丽中国”迅速成为社会各界关

注的热点话题，在国家需求的推动下，学术界在“美

丽中国”的内涵［3~6］、哲学意义［7］、价值维度［8~10］、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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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与策略［11，12］、建设框架与任务［13］、评价指标体系

及其定量评估［14~17］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作为开

展“美丽中国”定量评估研究的基础，建立科学、合理

的“美丽中国”评价指标体系迫在眉睫。目前，已有

一批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设计了“美丽中国”评价

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定量评估。例如，谢炳庚等［18］基

于环境绩效指数（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EPI）、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和政治文化指数（Political Culture Index，PCI），

构建了省级尺度的“美丽中国”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

系，定量评价了我国省级行政区“美丽中国”建设水

平，且分析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经济发展、社会

文化及生态环境 3个子系统的耦合关系［19］，同时还

基于生态位理论，系统构建了“美丽中国”生态位、生

态位宽度及生态位空间分异评价模型［20］；胡宗义

等［16］则从美丽经济、美丽社会、美丽环境、美丽文化、

美丽制度和美丽教育 6个层面，构建了“美丽中国”

评价指标体系，并对近 12年来的“美丽中国”建设情

况进行了评价；李世东等［1］从生态、资源、环境与景

观等 4个维度出发，建立了美丽生态评价指标体系，

并开展了国家、省区尺度的美丽生态评价。

然而，已有研究未能深入解析评价指标与美丽

中国内涵之间的关系，指标体系构建缺乏充分的理

论依据；且已有指标体系未充分考虑指标间的兼容

性及区域特色，导致评价结果的可比性差、可信度

低，也难以彰显区域特色。此外，已有评价指标的数

据源多为统计数据，因统计数据存在明显的时间滞

后性，且空间完备性较差，故难以体现“美丽中国”建

设情况的时空动态性。当前急需在辨明“美丽中国”

的科学内涵、厘清“美丽中国”与可持续发展及生态

文明内在关联的基础上，建立监测“美丽中国”建设

情况的指标数据库，科学、准确地评估“美丽中国”建

设水平，以便找准当前存在的问题与差距，为切实推

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依据。鉴于此，本文在解析

“美丽中国”与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文明的内在关系、

厘清“美丽中国”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以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为导向，以地球大数据为支撑，构建具有高时

空分辨率的“美丽中国”评价指标体系，旨在为开展

高分辨率的全景“美丽中国”评价提供参考和借鉴。

2 “美丽中国”思想的历史演进与科
学内涵

2.1 “美丽中国”思想的历史演进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对美丽家园的追求。从

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阶段，人

类对美丽的认知发生了深刻变化，人类赋予美丽家

园、美丽国家的内涵也随之发生演进。在渔猎文明

阶段，以崇拜自然、共同劳动和群居生活等为美丽，

该阶段狩猎者与采集者都属于“自然界中的人”，人

类通过适应自然来求得生存；农业文明阶段，以尊

崇天地、田园经济等为美丽，该阶段出现了城镇、城

市及私有制，资源环境问题虽开始显现，但人类的

生产活动仍以利用和强化自然过程为主，未对自然

实行根本性的改造；工业文明阶段，以科技创新、流

动自由、改造自然等为美丽，该阶段社会生产虽得

到了空前发展，但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人地关

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成为“与自然对抗的人”；

生态文明阶段，则以协调发展、和谐共生、尊重自然

等为美丽，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该阶段的核心

命题。

作为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中国对美丽家园

和美丽国家的追求源远流长。以儒释道为中心的

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

美丽国家理论思想。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

一焉”等天人合一思想；儒家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

一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

违”、“山林茂而鸟兽归之，树成荫而终鸟息焉”、“林

木不可胜用”等善待自然思想；佛家的“一切众生悉

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异”、“众生平等”、“依正不

二”等生态伦理思想，均充分阐释了历史时期中国

人民对美丽家园与美丽国家的理解，也为新时代的

“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基础。

进入 21世纪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

进步，但也出现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可持续发

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急需转变传统发展模

式。鉴于此，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

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美丽中

国”概念，并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九大）报告则明确指

明“美丽中国”建设方针，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

体，并将“美丽”二字写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

标，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

2018年 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修正案中将“生态文明”、“美丽”等新表述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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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写入宪法，2018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的讲话中又提出了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六项原则”和“五个体系”。至此，新时代“美

丽中国”的科学内涵趋于明确，其理论基础也基本

奠定。在此期间，国家各部委也以建设“美丽中国”

为导向，围绕大气污染防治、土壤环境保护与治理、

气候变化应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生态保护

红线划定、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人居环境改善及人

与自然和谐等多个领域，实施了一系列的行动计

划，开展了“美丽中国”建设实践（图1）。

2.2 美丽中国与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文明的关系

2.2.1 美丽中国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相协

调的一种社会结构范式。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战

略和发展观，自 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Woe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ECD）在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可持

续发展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以

来，可持续发展就成为人类理想的一种发展模式和

一种普遍的政策目标［21］。

当前，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已成为世界各国实

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共识。作为对传统发展

模式反思的结果，“美丽中国”建设是中国可持续发

展的必然选择，它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核心，

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勾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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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图景。其根本指向就是要解决人的发展与自

然环境及资源承载力之间的矛盾，实现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同时，营建一个符合人的内在本性需

要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本质

看，“美丽中国”思想是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本土化

的结果与深化；“美丽中国”建设是全球可持续发展

目标在中国的实践。

2.2.2 美丽中国与生态文明的关系

在反思工业文明导致的生态危机基础上，1987

年中国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22］首次提出开展生态

文明建设的倡议，认为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

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

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1995

年美国学者莫里森在《生态民主》一书中将生态文

明界定为“节制工业文明对地球资源和生态环境破

坏的一种新的文明形式”。作为继工业文明之后出

现的一种新型文明范式，生态文明强调“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其核心价值取向

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

图1 十八大以来关于“美丽中国”建设的国家顶层规划与部委行动计划

Fig.1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ministries action pla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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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23］，生态

文明建设并非要放弃工业文明，而是要以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目标，建设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24］。而“美丽中

国”的根本指向就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

谐共生。十八大提出也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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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突出了生态文明

在“美丽中国”建设中的基础地位，又将“美丽中国”

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显然，“美丽中国”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目标，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

“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

2.3 “美丽中国”的科学内涵

“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同根同

源，一脉相承。“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的文学隐喻，形象而充分地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道路的全新视境。从内在逻辑来看，“美

丽中国”是一个由自然生态子系统、社会经济子系

统组成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图 2）。其中，自然生

态子系统是维持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支持系统，包

括山、水、林、田、湖、草、海、天等要素；社会经济子

系统是一个以人为核心，包括社会、经济、教育、科

学技术等要素的系统。一方面，2 个子系统内部的

各要素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同时，2 个子系统之

间存在着复杂的反馈关系，良性循环的自然生态子

系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基本前提与基础，支撑与

约束着社会经济子系统的演化；而高效有序的社会

经济子系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保障，干预并调控

着自然生态子系统的演化。只有当这些要素之间、

子系统之间处于良性循环、协调发展时，“美丽中

国”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才会处于可持续演化态势，

才能实现“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

作为一个复杂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美丽中

国”的内涵不仅体现在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上，更

体现在人和之美上。自然之美主要指自然要素的

和谐之美，包括丰富资源之美、美丽景观之美、良

好生态之美、清新环境之美等；人文之美主要指人

与人的和谐之美，包括经济发展之美、文化传承之

美、技术进步之美、政治民主之美、社会公平之美

等；人和之美主要指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即自然

生态子系统与社会经济子系统协调发展，促使人

地关系地域系统向可持续发展方向演进。其中，

自然之美是“美丽中国”的前提与基础，良好的生

态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丰富的资源是

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保障，“美丽中国”建设就是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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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之美是“美丽中国”的落

脚点与归宿，“美丽中国”建设就是要为人们提供

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

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

的居住条件、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人和之美是

“美丽中国”的基本特征与最高境界，是社会和谐

与自然和谐的统一，只有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才

能获得永续发展的动力。

2.4 “美丽中国”的主要维度

美丽国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美丽国家

包括生态美、经济美、社会美、文化美、政治美等，属

于宏观美学范畴，是物质美与精神美、形式美与内

容美的统一。狭义的美丽国家主要指自然美，包括

自然资源美、自然景观美、自然生态美、自然环境美

等，表现为天蓝、地绿、水清等。“美丽中国”作为实

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构想，也有广义与狭义

之分，它不仅是一幅以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幽静宜

人为新符号的、人文的、生态的、美丽的、绿色的、文

明的现代化画卷，更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良好”、“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幽静宜人”的美好愿

景。鉴于此，基于“美丽中国”的科学内涵，从习近

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国家战略规划、部委行

动计划出发，将“美丽中国”概括为“天蓝、地绿、水

清、人和”4个维度（图3）。

天蓝目标主要包括优良大气环境与合理的能

源结构。改善空气质量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题中

要义，应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

段，大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空气质量

明显改善为刚性要求，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

地绿目标主要包括稳定和持续改善的陆地生态

系统、安全的土壤环境。保护陆地生态系统是建设

图2 “美丽中国”的逻辑框架

Fig.2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Beautiful China"

298



高 峰等：面向SDGs的美丽中国内涵与评价指标体系第 3 期

“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应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

及其服务，防治土壤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

水清目标主要包括充足的水资源量、优良的水

环境、健康的水生态系统。水资源利用与水环境保

护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应坚持“安全、清洁、

健康”的治水、管水新思路，强化源头控制，水陆统

筹、河海兼顾，对江河湖海实施分流域、分区域、分

阶段科学治理，系统推进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

和水资源管理。

人和目标主要包括和谐、稳定、包容的社会体

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法律与行动。人与自

然和谐之美是“美丽中国”的内核与主要特征，应遵

循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建立和谐、稳定、

包容的社会体系以及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法

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和谐发展。

3 “美丽中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3.1 “美丽中国”评价思路

“美丽中国”建设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

然要求。为了准确、客观地认识“美丽中国”建设水

平，厘清建设进程中面临的障碍、需求与优先解决

的问题，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科学决策，当前急

需基于“美丽中国”的科学内涵与具体维度，构建一

套“美丽中国”评价指标体系，这不仅是量化“美丽

中国”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理

论研究的基本内容，是评判“美丽中国”建设质量的

主要依据。

3.1.1 与联合国SDGs相衔接

“美丽中国”建设是我国走向生态文明的必由

之路，也是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行动。全球

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美丽中国”的内涵同根同源，异

曲同工，二者的目标都是实现国家、区域的人口、资

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同时保障子孙后代的发

展权益，全面提升人类福祉水平。因此，SDGs的各

项指标［25，26］亦可以作为评价“美丽中国”建设成果的

重要依据。将“美丽中国”评价指标与联合国 SDGs

指标相衔接，有助于提升指标体系的可信度与评价

结果的可比性，便于分析中国可持续发展水平在全

球范围内的位置，同时有助于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与可持续发展经验介绍给世界其他国家，实现中国

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庄严承诺。

3.1.2 体现评价的区域差异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间的自然条件和发展

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美丽中国”评价一方面要注重

共性特征，总结普遍问题，另一方面需要注重区域

特色，支撑区域的差异化发展。“美丽中国”评价指

标体系构建中，除了选择适用于全国的普适性评价

指标，构建全国性评价指标体系外，还要在诊断区

域问题的基础上，遴选反映区域特征的指标，构建

典型区评价指标体系。在具体评价中不仅要注重

指标绝对值，更要注重指标的变化情况。在评价标

准的制定方面，需要注重区域差异，根据区域实际

情况设置合理区间。

3.1.3 实现高分辨率精准评价

精准评价是衡量“美丽中国”建设水平的标尺，

是评判建设政策优劣的试金石，也是谋划“美丽中

国”未来建设方向的重要科学基础。传统的基于实

时性较差的统计数据与行政区单元的评价与空间

解析已无法满足当前“美丽中国”建设的需求。在

此背景下，引入新的数据源提升“美丽中国”评价的

准确性和分辨率势在必行。日益成熟的遥感技术、

蓬勃发展的网络大数据、高精度的观测数据、网络

数据与监测数据为实现高时空分辨率“美丽中国”

评价提供了新的可能。综合运用统计数据、遥感数

据、网络大数据和监测数据，实现“美丽中国”的高

时空分辨率评价亦是“美丽中国”评价的重点与未

来发展方向。

3.2 指标构建原则

针对上述评价指标数据来源单一、时效性差和

准确率低等问题，本文遵循“思想概念化、概念指标

化、指标计算化、计算精准化”的构建理念，从“水清、

地绿、天蓝、人和”4 个目标出发，遵循综合性、全面

性、系统性、针对性和精准性原则，以SDG6（为所有

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SDG11（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

图3 “美丽中国”的主要维度

Fig.3 The main dimensionalities of "Beautifu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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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和人类住区）、SDG15（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

续利用陆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地管理森林，防治荒漠

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作为主体，融合其他SDGs及本土化指标，构建大数

据支撑下的“美丽中国”评价指标体系。

综合性：综合考虑 SDGs 框架和国家现行的资

源环境评价体系；全面性：将SDGs相关指标与国内

外现有可持续评价指标充分融合；系统性：注重指

标体系的系统性，理清指标体系的逻辑框架，辨明

指标间的内在联系；针对性：充分反映评价维度的

核心特征、典型区的典型特征；精准性：注重各类数

据对指标评价的支撑，提升评价结果的精准程度。

3.3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系统梳理了国际上 40 余个与可持续评价相

关的高影响力指标体系，融合 SDG6，SDG11 和

SDG15同时兼顾其他SDG指标的基础上，初步筛选

了资源、环境、社会、经济 4个维度相关指标，形成了

800多个具体指标的指标集，最终从“水清、地绿、天

蓝、人和”4个维度出发，构建包含 12个具体目标、43

个具体评价指标的“美丽中国”评价指标体系。

3.3.1 “水清”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水清”的概念界定与内涵，综合考虑

SDG6具体指标，以及国内现行的《关于实行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 号）、《关于

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水资源

〔2013〕1 号）、《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 年）

的批复》（国函〔2015〕160 号）、《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国发〔2015〕17号）、《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

指导意见》、《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发〔2018〕17号）等一系

列水资源管理、水污染防治的相关政策措施，将“水

清”指标划分为水资源利用、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

保护 3 个维度，选取 13 个评价指标，其数据类型以

遥感数据、统计数据和观测数据为主（表1）。

3.3.2 “地绿”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地绿”的概念界定与内涵，综合考虑

SDG11 和 SDG15 的具体指标，以及国内现行的《近

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国办发

表 1 地球大数据支持的“美丽中国”的“水清”评价指标及属性

Table 1 The "Clean water"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attributes of "Beautiful China" supported by the Big Earth Data

具体目标

1.1水资源利用

1.2水环境治理

1.3水生态保护

评价指标

1.1.1安全饮用水人口比例

1.1.2用水效率

1.1.3用水紧缺度

1.1.4人均用水量

1.2.1废污水达标处理率

1.2.2水质良好的陆地水体比例

1.2.3氨氮排放强度

1.2.4COD排放强度

1.2.5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率

1.3.1涉水生态系统面积变化

1.3.2地下水超采系数

1.3.3水土流失治理率

1.3.4再生水利用率

指标解释

使用得到安全管理的饮用水

服务的人口比例

按时间列出的用水效率变化

用水紧张程度：淡水汲取量占

可用淡水资源的比例

总用水量除以总人口

安全处理废水的比例

陆地环境水质良好的水体比例

氨氮排放强度

COD排放强度

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率

与水有关的生态系统（湿地、河

流、湖泊）范围随时间的变化

同一范围类，某时间段的地下

水开采量、地下水可开采量两

者之差与地下水可开采量比值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占水土流

失面积比例

再生水利用率

指标来源

SDG 6.1.1

SDG 6.4.1

SDG 6.4.2

非SDG［27，28］

SDG 6.3.1

SDG 6.3.2

非SDG［29，30］

SDG 6.6.1

非SDG［31~33］

数据来源

遥感

数据

√

√

√

√

地理

信息

数据

√

统计

数据

√
√
√
√
√

√
√
√

√

监测

数据

√
√

√
√
√
√

√
√

数值

模拟

√

分辨率

时间

月值

年值

年值

年值

月值

月值

月值

月值

月值

年值

月值

年值

月值

空间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1 km

1 km

1 km

市级

注：“√”表示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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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7 号）、《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

〔2016〕31 号）、《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

见》（国办发〔2016〕31 号）、《关于推进山水林田湖

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通知》（财建〔2016〕725 号）、

《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关

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意见》（中发〔2018〕17 号）等一系列土壤环境

治理、生态系统保护的相关政策措施，将“地绿”指

标划分为植被修复保护、土地退化防治和生物多

样性保育 3 个维度，选取 12 个评价指标，其数据类

型以遥感数据、地理信息数据、统计数据和观测数

据为主（表 2）。

3.3.3 “天蓝”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天蓝”的概念界定与内涵，综合考虑SDG3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SDG7（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

现代能源）和SDG11具体指标，以及国内现行的《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号）、《国家应

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 年）的批复》（国函

〔2014〕126号）、《关于推进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

工作的通知》（财建〔2016〕725号）、《绿色发展指标体

系》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发改环资

〔2016〕2635号）、《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发〔2018〕17 号）、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22号）

等一系列空气污染防治、气候变化应对的相关政策

措施，将“天蓝”指标划分为能源消耗、污染排放和大

气质量 3个维度，选取 9个评价指标，其数据类型以

统计数据、观测数据和模拟数据为主（表3）。

3.3.4 “人和”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人和的概念界定与内涵，综合考虑SDG6和

SDG15，以及国内现行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

《美丽乡村建设指南》（GB/T32000-2015）、《关于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25 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

发〔2015〕34 号）、《“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国发

〔2016〕64号）、《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等一系列和谐社会、美丽乡村、宜居城市评价和脱贫

攻坚的相关政策措施，将“人和”指标划分为生态环

境认知、生态环境行为和生态环境管理 3个维度，选

取13个评价指标，其数据类型以网络大数据、统计数

据、遥感数据为主（表4）。

表 2 地球大数据支持的“美丽中国”的“地绿”评价指标及属性

Table 2 The "Green land"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attributes of "Beautiful China" supported by the Big Earth Data

具体目标

2.1植被修

复保护

2.2土地退

化防治

2.3生物多

样性保育

评价指标

2.1.1森林覆盖率

2.1.2山区绿化覆盖指数

2.1.3草地覆盖度

2.1.4净初级生产力

2.2.1退化土地占国土面积比例

2.2.2固废安全处理比例

2.2.3农药施用强度

2.2.4化肥施用强度

2.3.1自然保护区面积比例

2.3.2重要动植物栖息地面积

比例

2.3.3生态系统多样性指数

2.3.4生境质量

指标解释

森林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比例

山区绿化覆盖指数

草地综合植被覆盖度

净初级生产力

已退化土地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

定期收集并得到适当最终排放的

城市固体废物占城市固体废物总

量的比例，按城市分列

单位耕地面积农药施用量

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

保护区内陆地和淡水生物多样性

的重要场地所占比例，按生态系

统类型分列

保护区内山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

场地的覆盖情况

各类生态系统（生境）多样性

生境质量指数

指标来源

SDG 15.1.1

SDG 15.4.2

非SDG［34，35］

SDG 15.3.1

SDG 11.6.1

非SDG［30，36］

SDG 15.1.2

SDG 15.4.1

非SDG

非SDG

数据来源

遥感

数据

√
√
√
√
√

√
√

地理

信息

数据

√

√
√

统计

数据

√

√

√
√

√

√

√

监测

数据

√

√

√
√
√

数值

模拟

分辨率

时间

年值

年值

年值

年值

年值

年值

年值

年值

年值

年值

年值

年值

空间

1 km

1 km

1 km

1 km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注：“√”表示数据来源

301



第 34 卷地球科学进展

4 结 论

本文基于对“美丽中国”思想的历史演进、科学

内涵、主要维度等的解析，构建了以 SDGs 为基础，

以地球大数据为支撑，具有系统性、权威性、可比性

的高时空分辨率的“美丽中国”评价指标体系，旨在

为开展全景“美丽中国”评价提供参考和借鉴。得

出如下结论：①“美丽中国”的本质是一个由自然生

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组成的复杂“人地关系地域

系统”，各要素、子系统间的良好运行和协调高效发

展是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关键；②“美丽中

国”是“自然之美、人文之美、人与自然和谐之美”的

综合体，包括“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等 4个维度；

③基于“思想概念化、概念指标化、指标计算化、计

表 3 地球大数据支持的“美丽中国”的“天蓝”评价指标及属性

Table 3 The "Blue sky"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attributes of "Beautiful China" supported by the Big Earth Data

具体目标

3.1能源消耗

3.2污染排放

3.3大气质量

评价指标

3.1.1化石能源占能源消

费量比例

3.1.2 能源消耗强度

3.2.1城市细颗粒物

3.2.2 O3浓度

3.2.3 SO2人均排放量

3.2.4氮氧化物排放强度

3.3.1空气质量优良率

3.3.2重度污染天数比例

3.3.3空气质量指数

指标解释

化石能源在最终能源消费

总量中的份额

单位GDP能耗

城市细颗粒物（例如PM2.5和PM10）

年度均值（按人口权重计算）

O3浓度

SO2人均排放量

单位GDP氮氧化物排放

优良天气天数比例

重度污染天数比例

空气质量指数

指标来源

SDG 7.1.2

SDG 7.2.1

SDG 7.3.1

SDG 11.6.2

非SDG［37，38］

非SDG［39，40］

非SDG［29］

数据来源

遥感

数据

地理

信息

数据

统计

数据

√
√

√

监测

数据

√
√
√
√

√
√

数值

模拟

√
√
√
√

分辨率

时间

年值

年值

月值

月值

月值

年值

月值

月值

月值

空间

市级

市级

1 km

1 km

1 km

市级

1 km

市级

市级

注：“√”表示数据来源

表 4 地球大数据支持的“美丽中国”的“人和”评价指标及属性

Table 4 The "Man-land harmony"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attributes of "Beautiful China"

supported by the Big Earth Data

具体目标

4.1生态

环境认知

4.2生态

环境行为

4.3生态

环境管理

评价指标

4.1.1天蓝满意度

4.1.2水清满意度

4.1.3地绿满意度

4.2.1水资源保护行为

4.2.2能源节约行为

4.2.3土壤保护行为

4.3.1生态足迹

4.3.2生态环境管理

人员投入

4.3.3生态环境保护

经费投入

指标解释

公众对空气质量的满意度

公众对水资源利用、水环境保护、

水生态系统的满意度

公众对植被修复保护、土地退化防

治、生物多样性保育的满意度

公众的节水意愿与行为；公众的水

环境及水生态系统保护意愿及行为

公众的节能意愿与行为；公众使用

清洁能源的意愿和行为

公众的化肥及农药施用意愿及行为；

公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愿及行为

能够容纳人类所排放的废物的、具

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面积

资源环境管理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

人员的比重

生态环境保护投入经费占GDP的

比重

指标来源

非SDG［29，30］

非SDG［30，36］

SDG6.5.1

SDG 6.a.1和

SDG 15.a.1

数据来源

遥感

数据

√

地理信

息数据

统计

数据

√

√

监测

数据

网络大

数据

√
√

√

√

√

√

√

数值

模拟

√

分辨率

时间

年值

年值

年值

年值

年值

年值

年值

年值

年值

空间

1 km

1 km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市级

注：“√”表示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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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精准化”的美丽中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理念以及

综合性、全面性、系统性、针对性和精准性原则，构

建“美丽中国”评价指标体系，共包含 12 个具体目

标、43个具体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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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is the vital way to realiz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build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It is also a new goal and a good vision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is work deeply analyze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Beautiful China" thought，its

relationship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nd expounded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key evaluation dimension of "Beautiful China". At the same time，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based on the United

Nations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and supported by multi-source data such as Big Earth Data，

network data and statistical data was constru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evaluation of "Beautiful China".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①The essence of Beautiful China is a complex "areal system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composed of natural ecosystems and socio-economic systems；②"Blue sky，green land，clean water，man-land

harmony" are the perfect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③The work builds a

comprehensive index system of "Beautiful China" from the aspects of "blue sky，green land，clean water，man-

land harmony". The index system consists of 13 specific targets and 43 specific evaluation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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