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科学评估为镜

照量检阅美丽中国建设进程※

方创琳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编号 ４２１２１００１）

　 　 美丽中国是指在特定时期内， 遵循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规律， 通过降碳、

减污、 扩绿与增长等， 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

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到具有不同主体功能的国土

空间上， 所形成的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自然

资源高效率利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的国家可持续发展新格局， 这是

一种既富又美的国家发展新目标。 建设美丽中

国既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特征之一， 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重要目标。 建设美丽中国， 是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国实践和国家样

板， 是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创新的战略举措

与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成果检验， 有利于推进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 守住绿水青山赢得金山银

山， 有利于推动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梦， 有利于贯彻落实

美丽中国建设的路线图和时间表［１］。

一、 开展科学评估是检阅美丽中国建

设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手段

（一）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美丽中国建设”

的战略构想， 党的十九大报告继续提出 “加

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建设美丽中国”， 党的

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 围绕降碳、 减污、 扩

绿、 增长，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早在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上，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表重要讲话， 首次提出

了美丽中国建设的 “时间表” 和 “路线图”：

“确保到 ２０３５ 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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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本世纪中叶，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建成美

丽中国”。 时隔 ５ 年后的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全

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

调，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明确指出， 今后 ５ 年是

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把建设美丽中

国摆在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 守牢

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 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

障体系， 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 党中

央、 国务院近期将对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作

出系统部署。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扛起

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 可见， 建设美丽中

国被摆在了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十分重要的突出

地位。

（二） 科学评估是检阅美丽中国建设目标

实现程度的重要手段

近 ２０ 年来，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美

丽中国建设取得了历史性、 转折性和全局性巨

大成就， 对于这些定性描述， 如何科学量化取

得的这些巨大成就， 至今没有定量的科学评估

进行验证。 美丽中国建设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到底 “美” 到什么程度？ 到底采用哪些指标

科学测度 “中国之美”？ 如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美丽中国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分阶段

稳步建设美丽中国？ 美丽中国建设的短板和存

在的差距是什么？ 可否建立一套科学评估系统

动态模拟全国及各地区美丽中国建设进程与目

标值的逼近程度？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２０１８ 年

底中央领导批示了笔者提交的 《关于开展

“美丽中国” 建设进程评估， 落实 “美丽中

国” 建设时间表和路线图的建议》 的报告。

为了落实中央领导批示精神， 急需通过科学评

估， 把全国及各地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实现程

度分层次量化出来， 这是一件功在当代、 利在

千秋的大事。 通过科学评估， 科学量化全国及

各地区在不同时期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落实程

度， 及时发现美丽中国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短

板及差距， 引导各地区因地制宜地推进美丽中

国建设， 科学指导全国及各地区美丽中国建设

规划的编制与落实， 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 为

实现降碳、 减污、 扩绿、 增长的美丽中国建设

目标提供技术支撑。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开展

美丽中国建设评估就显得非常重要。 以科学评

估促建设， 是落实美丽中国建设 “时间表”

和 “路线图” 的重要手段。

二、 试评估为开展美丽中国建设科学

评估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一） 试评估创建了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技

术体系和智能算法

为了做好美丽中国建设的科学评估，

２０２０ 年２ 月 ２８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了 《美

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实施方案》 （发改

环资 〔２０２０〕 ２９６ 号）， 文件通知委托中国科

学院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在 ２０２０ 年度组织开

展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试评估， 笔者作为美丽

中国建设评估总体技术组组长承担了 ２０２０ 年

度美丽中国建设试评估等任务， 将人地协调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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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论与美丽中国建设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组

织研制了 “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技术规程” 和

“实地调研技术手册”， 构建了综合美丽指数

的智能算法， 研制了 《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模

拟 “科美评” ＫＭＰ 系统应用平台》， 组成

３１ 个分省份的评估工作队参与评估， 历时调

研 ５ 个月， 行程 ３８ 万公里， 走村入户、 上山

下河， 访问企业、 对接部门， 召开座谈会

２２０ 多场， 数字记录典型样板点 １７６ 处， 回收

公众满意度调查有效问卷 ５５. １８ 万份， 获取反

映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美丽中国建设进程的第一手

资料。 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视角圆满完成了全国

及 ３１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美丽中国建设

进程试评估任务。 基于调研数据和国家发布的

“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 通过大数据

分析和模拟仿真技术， 高质量完成了 《２０２０ 年

度美丽中国建设试评估总报告》 ６ 本、 《２０２０ 年

度 ３１ 个省区市美丽中国建设试评估分报告》

３１ 本、 《２０２０ 年度美丽中国建设公众满意度调

查报告》 和 《２０２０ 年度美丽中国建设试评估

白皮书》。

（二） 试评估结论科学定量验证了美丽中国

建设取得的历史性、 转折性、 全局性巨大成就

试评估结果表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美丽中

国建设综合指数持续上升， 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４６. ２７

上升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７２. ６３，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净增 １９. １２， 占 ２０ 年美丽中国建设综合指

数净增量的 ７２. ５３％， 达到了历史性高度， 说

明国家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各项环境保护

与生态建设政策落实取得了显著成效。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９ 年美丽中国建设综合指数历年平均增长

速度为 ２. ４０％，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增速更

为明显， 党的十八大以前美丽中国建设综合指

数年均增长速度为 １. ３３％， 党的十八大以来提

高为 ３. ８９％， 比党的十八大以前快 ２. ５６ 个百

分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美丽中国建设进程加快

速度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美丽中国建设的绿色

版图持续扩展， 出现全局性变绿变美。 这一试

评估结论， 定量科学验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 “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

史性、 转折性、 全局性的变化” 的重要论断，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美丽中国建设取得了历

史性、 转折性、 全局性巨大成就， 坚决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 蓝天保卫战、 碧水保卫战、 净

土保卫战取得决定性胜利， “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理论落地生根， 国土绿化行动取得

历史性战果， 社会公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综合

满意度高达 ８１. ９４％［１］。

试评估结论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美丽

中国建设进程及美丽程度， 对标 ２０３５ 年全国

及 ３１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美丽中国的建

设目标， 科学诊断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和短板，

为引导全国不同地区加快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实现城乡空气清新、 水体洁净、 土壤安全、 生

态良好、 人居整洁的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提供了

有力的科技支撑，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三） 试评估结论得到中央高度肯定， 开

启了美丽中国建设正式评估的新征程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 中央领导对试评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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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做出重大批示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中国

科学院的试评估结论验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美丽中国建设重要论断的科学性， 证实了党的

十八大以来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蓝天、

碧水、 净土保卫战取得了历史性巨大成就， 要

求进一步加强宣传解读， 增进全社会对我国生

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重大成就的认识。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在总结试评估经验的

基础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下发通知， 要求

中国科学院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美丽中国

建设的第一次正式评估， 并到 ２０３５ 年美丽中

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结束。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国家发改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全国生态日上对外

宣布， ２０２３ 年开展美丽中国建设第一次正式

评估。 现已组成 ３１ 个评估队分别对应各省份

开展美丽中国建设评估的实地调研， 将于

２０２３ 年年底完成第一次正式评估任务。

以正式评估结果为镜， 比照评判全国及各

地区目前处在美丽中国建设的何种阶段， 何种

程度， 发现短板和与其他地区的差距， 树立美

丽自信、 建设自信、 生态自信和目标实现自

信， 在 “比美建美” 中有力促进各地区美丽

中国建设进程。

三、 科学评估美丽中国建设进程的基

本思路与智能算法

（一） 加强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耦合共生

理论研究， 以理论创新促评估

美丽中国建设是新发展格局下推进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手段， 在国际上没有

可借鉴的经验和可复制的模式， 从建设美丽中

国开始， 对美丽中国的概念、 基本内涵、 理论

基础、 建设规律、 运行模式等理论研究目前尚

处于初探阶段［２］。 中国的美是国家可持续发

展的动力， 国家的美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一种

资源， 一种财富， 蓝天碧水青山既代表着国家

的美， 也代表着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资

本。 因此， 国家的美意味着富裕， 意味着强

大。 深刻理解美丽中国建设的内涵， 变美就意

味着变得更强大， 更具竞争力。 可见， “美”

作为一种动力， 驱动着中国的进化与繁荣富强。

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角度分析， 美丽中

国建设过程就是国家人地系统协调过程、 耦合

过程， 人地耦合度越大， 就越逼近美丽中国建

设目标。 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与 《２０３０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 提出的 １７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１６９ 个具体目标基本一致， 涵盖了 “天蓝、 地

绿、 水清、 人和”“降碳、 减污、 扩绿、 增长”

等各个维度。 建设美丽中国就是对标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ＳＤＧｓ） 和国际人地系统研究前沿并实现 ＳＤＧｓ

的本土化， 就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实践，

就是以美丽中国建设为国家样板共同面对全球

性发展问题、 共同分享发展经验， 从而实现全

球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解决美

丽中国建设这一国家需求背后的科学问题———

人地系统耦合， 正是未来 １０ 年国际地球系统

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和高优先研究主题， 而对

于这一主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国际上找不到可

０９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借鉴的现成答案， 同时单靠某一个单独学科无

法完成， 需通过多学科交叉才能实现， 进而为

建设 “美丽地球” 和 “宜居地球” 提供科技

支撑。 因此， 美丽中国建设与评估中需要加强

如下四大方面的理论与创新研究： 一是加强美

丽中国建设的城乡人地系统近远程耦合关系与

关键主控要素辨识研究［３］。 二是加强美丽中

国建设的城乡人地系统近远程耦合机理及规律

研究［４］。 三是加强美丽中国建设的城乡人地

系统诊断评估与监测预警研究。 四是加强美丽

中国建设的城乡人地系统耦合器调控方法与模

式研究。

（二） 适时完善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

系， 确保美丽中国 “常美不衰”

科学完备的评估指标体系是综合表征美丽

中国建设进程及目标实现程度的关键， 指标体

系不同， 分级标准不同， 评估结果不同。 这就

要求在选择评估指标体系时， 一定要吃透在不

同发展阶段赋予美丽中国建设的科学内涵［５］。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的 《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实施方案》

（发改环资 ［２０２０］ ２９６ 号） 中， 将美丽中国

建设指标体系聚焦在生态环境改善和人居环境

改善两大方面， 相应地将评估指标体系设置为

空气清新、 水体洁净、 土壤安全、 生态良好、

人居整洁 ５大类共 ２２ 个具体指标。 这是 ２０２０ 年

版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 按照这一评估

指标体系在当年对全国及各省份美丽中国建设

进程做了系统性的科学评估， 评估结果基本反

映了全国及各省份美丽中国建设进程， 但这一

评估指标体系没有涉及降碳指标和发展指标。

针对这一问题， 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美

丽中国建设提出的新内涵和新要求， 对标

“降碳、 减污、 扩绿和增长” 四个方面建设美

丽中国的要求， 对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

进行完善。 在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下发的通知中， 将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

系修改完善为降碳类指标、 减污类指标、 扩绿

类指标和增长类指标四大方面， 共 ５５ 项具体

指标， 同时增加了满意度指标和加减分项两个

附加类指标， 形成 ２０２３ 年版美丽中国建设评

估指标体系。 ２０２３ 年度开展的美丽中国建设

第一次正式评估就采用了这一评估指标体系。

这一指标体系重点聚焦生态环境改善和绿色发

展重点领域， 突出了评估的科学性、 系统性、

通用性、 动态性和可操作性。 评估指标体系根

据重要性又分为核心指标和基础指标两大类。

为兼顾地区差异， 评估指标在沿海地区和非沿

海地区略有不同。

未来围绕不同时期美丽中国建设的阶段性

目标， 我们还会有针对性地适时调整完善评估

指标体系， 突出美丽中国建设的动态性和时效

性， 将不断确保美丽中国 “常美不衰”。

（三） 制定美丽中国建设评估的国家技术

标准， 优选美丽中国建设样板点

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实施不到 １０ 年， 未来

要评估 １２ 年， 目前国内尚无通用的权威技术

指南和国家标准指导美丽中国建设评估。 全国

各地对美丽中国建设评估的标准不一， 各说各

的美， 各有各的评估指标， 无法在全国层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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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的美丽中国建设突出通

用性和区域性特点， 开展美丽中国建设评估工作

急需制定国家技术标准， 急需技术指南做指导。

为贯彻落实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 指

导国家标准的制定与实施，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国家标准委、 中央网信办、 科技部等

１０ 部门联合印发 《“十四五” 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国家标准体系建设规划》， 提出了建设 ９ 大

重点领域国家标准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标

准被列入其中。 美丽中国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客观上需要相应的国家技

术标准来指导。 为提高美丽中国建设评估的规

范性和实用性， 促进评估方法可行， 评估结果

可信， 笔者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联合共同完成

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编制的 《美丽

中国建设评估技术指南》 （征求意见稿） 及编

制说明， 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上网公布征求意见，

此后通过实地调研和多次修改， 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通过了国家环境管理标准化委员会的审查。

《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技术指南》 作为推荐

性国家标准， 为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框架

性、 方向性技术指导， 使美丽中国建设有标可

依， 使资源节约、 污染减排、 生态保护、 人居

环境改善和绿色发展有章可循， 建设成果有据

可考。 该标准把先进的技术方法、 评价指标、

公众参与、 社会责任感等融入到美丽中国建设

中， 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技术保障， 为相

关指导、 考核、 监督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技术指南》 提供美丽

中国建设的评估目的与基本原则、 评估工作流

程、 评价指标体系与分级标准、 数据采集与评

估方法、 评估结果分析、 评估成果输出等技术

指引， 指导全国及省级、 地级行政区域开展美

丽中国建设评估工作。

依据确定的美丽中国建设评估国家技术标

准， 可在全国范围内优选一批美丽中国建设样

板点， 包括美丽中国建设综合样板点、 降碳样

板点、 减污样板点、 扩绿样板点和高质量发展

样板点等， 这些样板点可以省为单位， 也可以

地、 市、 县为单位， 同时也可以流域、 园区、

矿区、 开发区、 典型企业为单位。 通过典型样

板点的优选和经验推广， 形成典型示范模式，

在全国不同类型地区和不同空间尺度推广应

用， 以点带面， 确保到 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现代

化的同时， 全国整体变富变美。

（四） 研制美丽中国建设评估 “科美评

ＫＭＰ” 系统， 提高评估智能化程度

为了实现美丽中国建设评估过程的便捷

化、 规范化、 动态化和智能化， 需要建立美丽

中国建设评估模拟的 “科美评 ＫＭＰ” 系统，

该系统是美丽中国建设评估工作的智能化支撑

平台。 在平台上可实现评估数据的快捷录入、

查询、 修改， 评估数据的快速计算、 评估数据

的快速统计分析与评估结果的及时共享； 可系

统规范不同部门和省区市提供的数据格式与精

度、 指数计算方法、 评估结果输出及地图使用

要求等内容， 实现国家与省级两层评估的协

调统一化； 可实现评估数据库和指标体系的

定时更新， 保障美丽中国建设评估的动态化

与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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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美评 ＫＭＰ 系统建立的基本原则， 一是

多终端网络版， 可实现远程多用户多终端共同

操作， 数据的实时上传共享， 电脑端和手机端

均可访问， 避免单机版系统的诸多不便。 二是

系统界面友好易操作， 对评估组成员、 政府行

政人员等系统用户可实现数据高效上传， 且同

步支持多用户使用系统界面直观友好， 便于使

用者操作。 三是编程语言包容性强， 选用如

Ｐｙｔｈｏｎ、 Ｃ ／ Ｃ＋＋、 Ｊａｖａ 等包容性强的语言进行

系统开发， 便于系统的升级和软硬件的兼容，

以及与省级系统和其他平台系统的对接。 四是

兼顾评估的通用性和差异化， 全国层面评估系

统用统一的指标进行计算， 具体到每个省级评

估模块专门设置指标和目标值的调节选项。 五

是系统稳定安全， 本系统主要服务于美丽中国

建设评估任务， 至少要运行至 ２０３５ 年， 依托

高性能独立服务器运行， 确保系统长期使用的

稳定性与安全性。

科美评 ＫＭＰ 系统的基本框架包括数据库、

模型方法库、 全国评估、 分省评估、 结果分析

与可视化、 结果输出、 美丽中国样板城市展示

模块等。 系统的运行是一个闭环， 实现从后端

数据、 模型的输入与设定， 到分项指标与综合

指数计算， 再到评估结果的输出展示， 将结果

在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报告中直接运用， 服务国

家各部门以及各省 （区、 市） 政府未来决策，

检视各地美丽中国建设进度和短板， 进行查缺

补漏、 督促推进， 在每隔 ５ 年 ２ 次的动态评估

中， 进行数据和结果的动态调整， 动态推进美

丽中国建设， 完成 ２０３５ 年 “美丽中国目标基

本实现” 的愿景。

（五） 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公众满意度调

查， 加强美丽中国建设的公众参与

作为美丽中国建设评估的辅助性方法， 研

制美丽中国建设公众满意度调查 ＡＰＰ 系统，

随机获得本地区 ０. ５‰～ １‰左右公民的网络

或实地调查样本， 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公众满

意度调查， 这也是美丽中国建设评估的重要

组成部分。

如果说采用评估指标体系和智能算法计算

得出的综合美丽指数是从客观上表征各地区美

丽中国建设进程实现程度， 那么美丽中国建设

公众满意度调查就是从主观上反映社会公众对

美丽中国建设的主观感知情况和满意程度， 在

很大程度上需要把 “群众满意不满意” “公众

认为美不美” 作为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的度量

指标。

美丽中国建设公众满意度调查为基于客观

统计指标的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提供辅助性分

析， 围绕降碳、 减污、 扩绿、 增长、 整体进程

五个维度设计问题， 采用网络问卷调查形式对

全国、 各省份、 地级行政区域当年公众满意度

进行调查。 调查工作以省级行政单元为基本单

位开展， 获取各省份 ０. ５‰～１‰人口的网络调

查样本， 全国样本为各省份样本的集合， 各省

份样本为地级行政单元的集合。 基于样本数据

进行满意度调查结果分析， 形成全国及各省份

美丽中国建设公众满意度调查报告。 美丽中国

建设公众满意度调查问卷包含手机版和电脑网

页版两种形式， 通过在社交平台转发、 线上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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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线下集中扫码等方式， 面向各地区居民按

地级行政单元进行问卷投放， 获得各省份居民

的网络调查样本， 评估组可及时登录 ＡＰＰ 跟

进样本搜集情况， 并对问卷投放方向进行有针

对性的调整， 确保调查样本的地域均衡性和属

性多样性。 基于调查结果分析， 形成全国及各

省份美丽中国建设公众满意度调查报告， 包括

降碳、 减污、 扩绿、 增长、 整体各分维度及指

标的满意度调查结果、 全国综合满意度， 各省

份综合满意度、 各地级市综合满意度调查结果

等， 按照很不满意 （０～４０％）、 不满意 （４０％～

６０％）、 一 般 满 意 （ ６０％ ～ ７５％）、 较 满 意

（７５％～８５％）、 非常满意 （８５％ ～１００％） 分级

分析。 将主观满意度结果与客观评估结果进行

对比分析， 发现公众反映的问题并开展分析，

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等。

２０２０ 年度开发制作的美丽中国建设公众

满意度问卷调查 ＡＰＰ 系统， 围绕空气清新、

水体洁净、 土壤安全、 生态良好、 人居整洁五

个维度共设计 ２１ 道题， 共获取 ５５. １８ 万份有

效问卷。 通过对问卷的调查分析得知， 全国居

民对美丽中国建设的综合满意度高达 ８１. ９４％，

美丽中国建设已深入民心也深得民心。 人居整

洁满意度低于空气清新、 水体洁净、 土壤安全

和生态良好满意度。 不同属性居民对美丽中国

建设的满意度表现不同， 男性居民对美丽中国

建设的综合满意度总体高于女性， 老年人群对

美丽中国建设的综合满意度相对较低， 硕士

以上学历居民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满意度明显

高于其他学历， 无业待业人员和制造业工人

对美丽中国建设的不满意比重较高， 城市居

民对美丽中国建设的综合满意度高于农村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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