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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进展报告（2023）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2015年9月，193个会员国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年议程）。2030年议程展示了各国追求

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为未来15年各国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指明

了方向。落实2030年议程是全球发展领域的核心工作。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落实2030年议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

格局，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出宝贵的

智慧。2016年4月，发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9月，

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七年多来，中国将落实

2030年议程同执行“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

中长期发展战略有机结合，成立由45家政府机构组成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推动

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积极进展。中方发布三期《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两次参加落实2030年议程国别自愿陈述，同各国分享落实

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议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助力全球早日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

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途。中国将消除贫困、

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重要使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年底，中

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10

年实现2030年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贫困人口收入水平

大幅提高，教育、医疗、住房等保障水平明显提升，贫困地区道路、电力、互联网

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2021年起，中国对脱贫地区设立5年过渡期，巩固拓展脱贫

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2022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7.5%，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4.3%；脱贫地区就业和产业支撑能力不断增

强，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更加深入，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

保持宏观经济大盘稳定，经济发展展现出强大韧性。面对国内外多重超预期

因素冲击，中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一是经济实力明显提升。2016年至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率达6.6%，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以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

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21.02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二是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粮食

总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65000万吨以上。2022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提高到15.5%，“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

超过21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7.36%。三是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有效增强。

202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提高到2.5%以上；中国在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的排名上升到第11位，成功进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四是小微企业金融可及性提高。截至2022年末，全国普惠小微贷款余

额为23.8万亿元，同比增长23.8%。

推动社会事业进步，民生福祉得到持续增进。中国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福祉。一是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城乡之间

和区域之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二是就业质量持续提高。2015年至

2022年，失业水平保持低位，三次产业“倒金字塔”就业结构逐步形成。三是卫

生健康事业加速发展。2015年至2022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岁提升到2021年的78.2

岁，全人群主要健康指标位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大决

定性胜利，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为世界抗疫斗争作出

重要贡献。四是教育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

系，教育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五是城乡人居环境不断优

化。城乡公共服务条件有效改善，污染治理能力明显提高，绿色、无障碍公共空

间不断扩大。

大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一是持续开展污染治理，打响

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战役”。2015年至2022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

量不断改善，成为全球大气环境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

持续提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取得明显进展。二是推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提

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深入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等，海陆生态系统质

量明显改善。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连续保持“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

长最快最多的国家。开展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

迁地保护等工作，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三是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稳

步推进节能降碳。初步核算，2015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2%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

了年均5.7%的经济增长；2022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2015年下降15.5%，

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推动全球发展合作，助力落实2030年议程。中国坚定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推动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一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培

育可持续发展新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

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使将近4000万人摆脱

贫困。“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

台。二是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加强国际发展合作。中国在联合国发起成立“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70多个国家加入。中国同各方一道，深化倡议重点领

域务实合作，在减贫、教育、清洁能源、数字经济、青年发展等领域搭建合作平

台，设立开放式项目库，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有效凝聚国际发展共识，动员

国际发展资源，为落实2030年议程注入强劲动力。三是加强技术合作和知识分享，

为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智力支撑。成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与发

展学院等机构，发起设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加强知识分享和能力建设。与国际

社会共享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数据产品，定期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全球发展报告》《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加大技术、智力和数据支持力度。

2030年议程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未来，如今已行程过半，下半程尤为关键。中国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编纂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旨在全面回顾总结七年多来中国落实2030年议程的实践进展、基本经验、典型案例，

推动国际社会增强共识、互学互鉴，为推动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凝聚力量。面向未

来，中国将一如既往地重视落实2030年议程，将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国家发展蓝图有机结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为全球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告的撰写得到外交部指导和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内的中国落实2030

年议程部际协调机制成员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衷心感谢。报告中的数据和资料如

未标注来源，均来自相关部委或其他中国官方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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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93个会员国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年议程）。2030年议程展示了各国追求

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为未来15年各国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指明

了方向。落实2030年议程是全球发展领域的核心工作。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落实2030年议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

格局，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出宝贵的

智慧。2016年4月，发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9月，

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七年多来，中国将落实

2030年议程同执行“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

中长期发展战略有机结合，成立由45家政府机构组成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推动

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积极进展。中方发布三期《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两次参加落实2030年议程国别自愿陈述，同各国分享落实

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议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助力全球早日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

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途。中国将消除贫困、

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重要使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年底，中

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10

年实现2030年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贫困人口收入水平

大幅提高，教育、医疗、住房等保障水平明显提升，贫困地区道路、电力、互联网

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2021年起，中国对脱贫地区设立5年过渡期，巩固拓展脱贫

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2022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7.5%，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4.3%；脱贫地区就业和产业支撑能力不断增

强，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更加深入，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

保持宏观经济大盘稳定，经济发展展现出强大韧性。面对国内外多重超预期

因素冲击，中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一是经济实力明显提升。2016年至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率达6.6%，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以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

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21.02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二是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粮食

总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65000万吨以上。2022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提高到15.5%，“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

超过21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7.36%。三是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有效增强。

202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提高到2.5%以上；中国在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的排名上升到第11位，成功进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四是小微企业金融可及性提高。截至2022年末，全国普惠小微贷款余

额为23.8万亿元，同比增长23.8%。

推动社会事业进步，民生福祉得到持续增进。中国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福祉。一是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城乡之间

和区域之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二是就业质量持续提高。2015年至

2022年，失业水平保持低位，三次产业“倒金字塔”就业结构逐步形成。三是卫

生健康事业加速发展。2015年至2022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岁提升到2021年的78.2

岁，全人群主要健康指标位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大决

定性胜利，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为世界抗疫斗争作出

重要贡献。四是教育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

系，教育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五是城乡人居环境不断优

化。城乡公共服务条件有效改善，污染治理能力明显提高，绿色、无障碍公共空

间不断扩大。

大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一是持续开展污染治理，打响

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战役”。2015年至2022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

量不断改善，成为全球大气环境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

持续提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取得明显进展。二是推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提

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深入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等，海陆生态系统质

量明显改善。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连续保持“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

长最快最多的国家。开展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

迁地保护等工作，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三是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稳

步推进节能降碳。初步核算，2015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2%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

了年均5.7%的经济增长；2022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2015年下降15.5%，

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推动全球发展合作，助力落实2030年议程。中国坚定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推动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一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培

育可持续发展新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

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使将近4000万人摆脱

贫困。“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

台。二是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加强国际发展合作。中国在联合国发起成立“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70多个国家加入。中国同各方一道，深化倡议重点领

域务实合作，在减贫、教育、清洁能源、数字经济、青年发展等领域搭建合作平

台，设立开放式项目库，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有效凝聚国际发展共识，动员

国际发展资源，为落实2030年议程注入强劲动力。三是加强技术合作和知识分享，

为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智力支撑。成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与发

展学院等机构，发起设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加强知识分享和能力建设。与国际

社会共享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数据产品，定期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全球发展报告》《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加大技术、智力和数据支持力度。

2030年议程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未来，如今已行程过半，下半程尤为关键。中国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编纂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旨在全面回顾总结七年多来中国落实2030年议程的实践进展、基本经验、典型案例，

推动国际社会增强共识、互学互鉴，为推动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凝聚力量。面向未

来，中国将一如既往地重视落实2030年议程，将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国家发展蓝图有机结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为全球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告的撰写得到外交部指导和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内的中国落实2030

年议程部际协调机制成员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衷心感谢。报告中的数据和资料如

未标注来源，均来自相关部委或其他中国官方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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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93个会员国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年议程）。2030年议程展示了各国追求

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为未来15年各国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指明

了方向。落实2030年议程是全球发展领域的核心工作。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落实2030年议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

格局，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出宝贵的

智慧。2016年4月，发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9月，

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七年多来，中国将落实

2030年议程同执行“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

中长期发展战略有机结合，成立由45家政府机构组成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推动

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积极进展。中方发布三期《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两次参加落实2030年议程国别自愿陈述，同各国分享落实

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议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助力全球早日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

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途。中国将消除贫困、

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重要使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年底，中

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10

年实现2030年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贫困人口收入水平

大幅提高，教育、医疗、住房等保障水平明显提升，贫困地区道路、电力、互联网

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2021年起，中国对脱贫地区设立5年过渡期，巩固拓展脱贫

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2022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7.5%，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4.3%；脱贫地区就业和产业支撑能力不断增

强，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更加深入，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

保持宏观经济大盘稳定，经济发展展现出强大韧性。面对国内外多重超预期

因素冲击，中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一是经济实力明显提升。2016年至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率达6.6%，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以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

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21.02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二是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粮食

总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65000万吨以上。2022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提高到15.5%，“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

超过21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7.36%。三是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有效增强。

202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提高到2.5%以上；中国在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的排名上升到第11位，成功进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四是小微企业金融可及性提高。截至2022年末，全国普惠小微贷款余

额为23.8万亿元，同比增长23.8%。

推动社会事业进步，民生福祉得到持续增进。中国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福祉。一是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城乡之间

和区域之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二是就业质量持续提高。2015年至

2022年，失业水平保持低位，三次产业“倒金字塔”就业结构逐步形成。三是卫

生健康事业加速发展。2015年至2022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岁提升到2021年的78.2

岁，全人群主要健康指标位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大决

定性胜利，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为世界抗疫斗争作出

重要贡献。四是教育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

系，教育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五是城乡人居环境不断优

化。城乡公共服务条件有效改善，污染治理能力明显提高，绿色、无障碍公共空

间不断扩大。

大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一是持续开展污染治理，打响

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战役”。2015年至2022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

量不断改善，成为全球大气环境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

持续提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取得明显进展。二是推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提

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深入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等，海陆生态系统质

量明显改善。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连续保持“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

长最快最多的国家。开展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

迁地保护等工作，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三是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稳

步推进节能降碳。初步核算，2015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2%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

了年均5.7%的经济增长；2022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2015年下降15.5%，

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推动全球发展合作，助力落实2030年议程。中国坚定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推动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一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培

育可持续发展新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

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使将近4000万人摆脱

贫困。“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

台。二是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加强国际发展合作。中国在联合国发起成立“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70多个国家加入。中国同各方一道，深化倡议重点领

域务实合作，在减贫、教育、清洁能源、数字经济、青年发展等领域搭建合作平

台，设立开放式项目库，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有效凝聚国际发展共识，动员

国际发展资源，为落实2030年议程注入强劲动力。三是加强技术合作和知识分享，

为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智力支撑。成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与发

展学院等机构，发起设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加强知识分享和能力建设。与国际

社会共享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数据产品，定期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全球发展报告》《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加大技术、智力和数据支持力度。

2030年议程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未来，如今已行程过半，下半程尤为关键。中国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编纂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旨在全面回顾总结七年多来中国落实2030年议程的实践进展、基本经验、典型案例，

推动国际社会增强共识、互学互鉴，为推动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凝聚力量。面向未

来，中国将一如既往地重视落实2030年议程，将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国家发展蓝图有机结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为全球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告的撰写得到外交部指导和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内的中国落实2030

年议程部际协调机制成员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衷心感谢。报告中的数据和资料如

未标注来源，均来自相关部委或其他中国官方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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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明显改善。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连续保持“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

长最快最多的国家。开展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

迁地保护等工作，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三是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稳

步推进节能降碳。初步核算，2015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2%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

了年均5.7%的经济增长；2022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2015年下降15.5%，

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推动全球发展合作，助力落实2030年议程。中国坚定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推动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一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培

育可持续发展新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

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使将近4000万人摆脱

贫困。“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

台。二是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加强国际发展合作。中国在联合国发起成立“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70多个国家加入。中国同各方一道，深化倡议重点领

域务实合作，在减贫、教育、清洁能源、数字经济、青年发展等领域搭建合作平

台，设立开放式项目库，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有效凝聚国际发展共识，动员

国际发展资源，为落实2030年议程注入强劲动力。三是加强技术合作和知识分享，

为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智力支撑。成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与发

展学院等机构，发起设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加强知识分享和能力建设。与国际

社会共享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数据产品，定期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全球发展报告》《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加大技术、智力和数据支持力度。

2030年议程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未来，如今已行程过半，下半程尤为关键。中国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编纂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旨在全面回顾总结七年多来中国落实2030年议程的实践进展、基本经验、典型案例，

推动国际社会增强共识、互学互鉴，为推动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凝聚力量。面向未

来，中国将一如既往地重视落实2030年议程，将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国家发展蓝图有机结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为全球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告的撰写得到外交部指导和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内的中国落实2030

年议程部际协调机制成员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衷心感谢。报告中的数据和资料如

未标注来源，均来自相关部委或其他中国官方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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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2015年9月，193个会员国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年议程）。2030年议程展示了各国追求

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为未来15年各国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指明

了方向。落实2030年议程是全球发展领域的核心工作。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落实2030年议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

格局，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出宝贵的

智慧。2016年4月，发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9月，

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七年多来，中国将落实

2030年议程同执行“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

中长期发展战略有机结合，成立由45家政府机构组成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推动

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积极进展。中方发布三期《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两次参加落实2030年议程国别自愿陈述，同各国分享落实

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议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助力全球早日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

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途。中国将消除贫困、

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重要使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年底，中

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10

年实现2030年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贫困人口收入水平

大幅提高，教育、医疗、住房等保障水平明显提升，贫困地区道路、电力、互联网

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2021年起，中国对脱贫地区设立5年过渡期，巩固拓展脱贫

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2022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7.5%，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4.3%；脱贫地区就业和产业支撑能力不断增

强，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更加深入，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

保持宏观经济大盘稳定，经济发展展现出强大韧性。面对国内外多重超预期

因素冲击，中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一是经济实力明显提升。2016年至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率达6.6%，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以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

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21.02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二是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粮食

总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65000万吨以上。2022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提高到15.5%，“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

超过21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7.36%。三是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有效增强。

202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提高到2.5%以上；中国在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的排名上升到第11位，成功进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四是小微企业金融可及性提高。截至2022年末，全国普惠小微贷款余

额为23.8万亿元，同比增长23.8%。

推动社会事业进步，民生福祉得到持续增进。中国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福祉。一是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城乡之间

和区域之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二是就业质量持续提高。2015年至

2022年，失业水平保持低位，三次产业“倒金字塔”就业结构逐步形成。三是卫

生健康事业加速发展。2015年至2022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岁提升到2021年的78.2

岁，全人群主要健康指标位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大决

定性胜利，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为世界抗疫斗争作出

重要贡献。四是教育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

系，教育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五是城乡人居环境不断优

化。城乡公共服务条件有效改善，污染治理能力明显提高，绿色、无障碍公共空

间不断扩大。

大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一是持续开展污染治理，打响

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战役”。2015年至2022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

量不断改善，成为全球大气环境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

持续提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取得明显进展。二是推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提

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深入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等，海陆生态系统质

量明显改善。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连续保持“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

长最快最多的国家。开展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

迁地保护等工作，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三是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稳

步推进节能降碳。初步核算，2015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2%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

了年均5.7%的经济增长；2022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2015年下降15.5%，

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推动全球发展合作，助力落实2030年议程。中国坚定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推动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一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培

育可持续发展新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

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使将近4000万人摆脱

贫困。“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

台。二是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加强国际发展合作。中国在联合国发起成立“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70多个国家加入。中国同各方一道，深化倡议重点领

域务实合作，在减贫、教育、清洁能源、数字经济、青年发展等领域搭建合作平

台，设立开放式项目库，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有效凝聚国际发展共识，动员

国际发展资源，为落实2030年议程注入强劲动力。三是加强技术合作和知识分享，

为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智力支撑。成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与发

展学院等机构，发起设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加强知识分享和能力建设。与国际

社会共享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数据产品，定期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全球发展报告》《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加大技术、智力和数据支持力度。

2030年议程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未来，如今已行程过半，下半程尤为关键。中国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编纂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旨在全面回顾总结七年多来中国落实2030年议程的实践进展、基本经验、典型案例，

推动国际社会增强共识、互学互鉴，为推动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凝聚力量。面向未

来，中国将一如既往地重视落实2030年议程，将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国家发展蓝图有机结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为全球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告的撰写得到外交部指导和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内的中国落实2030

年议程部际协调机制成员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衷心感谢。报告中的数据和资料如

未标注来源，均来自相关部委或其他中国官方公开资料。



2015年9月，193个会员国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年议程）。2030年议程展示了各国追求

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为未来15年各国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指明

了方向。落实2030年议程是全球发展领域的核心工作。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落实2030年议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

格局，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出宝贵的

智慧。2016年4月，发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9月，

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七年多来，中国将落实

2030年议程同执行“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

中长期发展战略有机结合，成立由45家政府机构组成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推动

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积极进展。中方发布三期《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两次参加落实2030年议程国别自愿陈述，同各国分享落实

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议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助力全球早日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

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途。中国将消除贫困、

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重要使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年底，中

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10

年实现2030年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贫困人口收入水平

大幅提高，教育、医疗、住房等保障水平明显提升，贫困地区道路、电力、互联网

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2021年起，中国对脱贫地区设立5年过渡期，巩固拓展脱贫

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2022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7.5%，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4.3%；脱贫地区就业和产业支撑能力不断增

强，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更加深入，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

保持宏观经济大盘稳定，经济发展展现出强大韧性。面对国内外多重超预期

因素冲击，中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一是经济实力明显提升。2016年至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率达6.6%，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以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

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21.02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二是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粮食

总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65000万吨以上。2022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提高到15.5%，“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

超过21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7.36%。三是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有效增强。

202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提高到2.5%以上；中国在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的排名上升到第11位，成功进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四是小微企业金融可及性提高。截至2022年末，全国普惠小微贷款余

额为23.8万亿元，同比增长23.8%。

推动社会事业进步，民生福祉得到持续增进。中国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福祉。一是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城乡之间

和区域之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二是就业质量持续提高。2015年至

2022年，失业水平保持低位，三次产业“倒金字塔”就业结构逐步形成。三是卫

生健康事业加速发展。2015年至2022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岁提升到2021年的78.2

岁，全人群主要健康指标位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大决

定性胜利，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为世界抗疫斗争作出

重要贡献。四是教育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

系，教育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五是城乡人居环境不断优

化。城乡公共服务条件有效改善，污染治理能力明显提高，绿色、无障碍公共空

间不断扩大。

大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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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一是持续开展污染治理，打响

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战役”。2015年至2022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

量不断改善，成为全球大气环境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

持续提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取得明显进展。二是推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提

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深入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等，海陆生态系统质

量明显改善。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连续保持“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

长最快最多的国家。开展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

迁地保护等工作，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三是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稳

步推进节能降碳。初步核算，2015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2%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

了年均5.7%的经济增长；2022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2015年下降15.5%，

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推动全球发展合作，助力落实2030年议程。中国坚定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推动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一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培

育可持续发展新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

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使将近4000万人摆脱

贫困。“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

台。二是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加强国际发展合作。中国在联合国发起成立“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70多个国家加入。中国同各方一道，深化倡议重点领

域务实合作，在减贫、教育、清洁能源、数字经济、青年发展等领域搭建合作平

台，设立开放式项目库，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有效凝聚国际发展共识，动员

国际发展资源，为落实2030年议程注入强劲动力。三是加强技术合作和知识分享，

为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智力支撑。成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与发

展学院等机构，发起设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加强知识分享和能力建设。与国际

社会共享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数据产品，定期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全球发展报告》《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加大技术、智力和数据支持力度。

2030年议程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未来，如今已行程过半，下半程尤为关键。中国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编纂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旨在全面回顾总结七年多来中国落实2030年议程的实践进展、基本经验、典型案例，

推动国际社会增强共识、互学互鉴，为推动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凝聚力量。面向未

来，中国将一如既往地重视落实2030年议程，将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国家发展蓝图有机结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为全球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告的撰写得到外交部指导和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内的中国落实2030

年议程部际协调机制成员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衷心感谢。报告中的数据和资料如

未标注来源，均来自相关部委或其他中国官方公开资料。



2015年9月，193个会员国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年议程）。2030年议程展示了各国追求

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为未来15年各国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指明

了方向。落实2030年议程是全球发展领域的核心工作。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落实2030年议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

格局，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出宝贵的

智慧。2016年4月，发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9月，

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七年多来，中国将落实

2030年议程同执行“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

中长期发展战略有机结合，成立由45家政府机构组成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推动

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积极进展。中方发布三期《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两次参加落实2030年议程国别自愿陈述，同各国分享落实

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议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助力全球早日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

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途。中国将消除贫困、

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重要使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年底，中

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10

年实现2030年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贫困人口收入水平

大幅提高，教育、医疗、住房等保障水平明显提升，贫困地区道路、电力、互联网

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2021年起，中国对脱贫地区设立5年过渡期，巩固拓展脱贫

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2022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7.5%，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4.3%；脱贫地区就业和产业支撑能力不断增

强，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更加深入，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

保持宏观经济大盘稳定，经济发展展现出强大韧性。面对国内外多重超预期

因素冲击，中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一是经济实力明显提升。2016年至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率达6.6%，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以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

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21.02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二是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粮食

总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65000万吨以上。2022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提高到15.5%，“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

超过21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7.36%。三是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有效增强。

202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提高到2.5%以上；中国在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的排名上升到第11位，成功进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四是小微企业金融可及性提高。截至2022年末，全国普惠小微贷款余

额为23.8万亿元，同比增长23.8%。

推动社会事业进步，民生福祉得到持续增进。中国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福祉。一是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城乡之间

和区域之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二是就业质量持续提高。2015年至

2022年，失业水平保持低位，三次产业“倒金字塔”就业结构逐步形成。三是卫

生健康事业加速发展。2015年至2022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岁提升到2021年的78.2

岁，全人群主要健康指标位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大决

定性胜利，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为世界抗疫斗争作出

重要贡献。四是教育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

系，教育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五是城乡人居环境不断优

化。城乡公共服务条件有效改善，污染治理能力明显提高，绿色、无障碍公共空

间不断扩大。

大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一是持续开展污染治理，打响

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战役”。2015年至2022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

量不断改善，成为全球大气环境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

持续提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取得明显进展。二是推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提

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深入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等，海陆生态系统质

量明显改善。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连续保持“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

长最快最多的国家。开展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

迁地保护等工作，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三是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稳

步推进节能降碳。初步核算，2015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2%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

了年均5.7%的经济增长；2022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2015年下降15.5%，

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推动全球发展合作，助力落实2030年议程。中国坚定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推动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一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培

育可持续发展新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

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使将近4000万人摆脱

贫困。“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

台。二是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加强国际发展合作。中国在联合国发起成立“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70多个国家加入。中国同各方一道，深化倡议重点领

域务实合作，在减贫、教育、清洁能源、数字经济、青年发展等领域搭建合作平

台，设立开放式项目库，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有效凝聚国际发展共识，动员

国际发展资源，为落实2030年议程注入强劲动力。三是加强技术合作和知识分享，

为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智力支撑。成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与发

展学院等机构，发起设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加强知识分享和能力建设。与国际

社会共享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数据产品，定期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全球发展报告》《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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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技术、智力和数据支持力度。

2030年议程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未来，如今已行程过半，下半程尤为关键。中国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编纂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旨在全面回顾总结七年多来中国落实2030年议程的实践进展、基本经验、典型案例，

推动国际社会增强共识、互学互鉴，为推动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凝聚力量。面向未

来，中国将一如既往地重视落实2030年议程，将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国家发展蓝图有机结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为全球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告的撰写得到外交部指导和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内的中国落实2030

年议程部际协调机制成员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衷心感谢。报告中的数据和资料如

未标注来源，均来自相关部委或其他中国官方公开资料。



2015年9月，193个会员国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年议程）。2030年议程展示了各国追求

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为未来15年各国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指明

了方向。落实2030年议程是全球发展领域的核心工作。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落实2030年议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

格局，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出宝贵的

智慧。2016年4月，发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9月，

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七年多来，中国将落实

2030年议程同执行“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

中长期发展战略有机结合，成立由45家政府机构组成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推动

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积极进展。中方发布三期《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两次参加落实2030年议程国别自愿陈述，同各国分享落实

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议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助力全球早日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

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途。中国将消除贫困、

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重要使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年底，中

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10

年实现2030年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贫困人口收入水平

大幅提高，教育、医疗、住房等保障水平明显提升，贫困地区道路、电力、互联网

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2021年起，中国对脱贫地区设立5年过渡期，巩固拓展脱贫

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2022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7.5%，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4.3%；脱贫地区就业和产业支撑能力不断增

强，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更加深入，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

保持宏观经济大盘稳定，经济发展展现出强大韧性。面对国内外多重超预期

因素冲击，中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一是经济实力明显提升。2016年至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率达6.6%，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以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

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21.02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二是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粮食

总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65000万吨以上。2022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提高到15.5%，“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

超过21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7.36%。三是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有效增强。

202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提高到2.5%以上；中国在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的排名上升到第11位，成功进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四是小微企业金融可及性提高。截至2022年末，全国普惠小微贷款余

额为23.8万亿元，同比增长23.8%。

推动社会事业进步，民生福祉得到持续增进。中国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福祉。一是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城乡之间

和区域之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二是就业质量持续提高。2015年至

2022年，失业水平保持低位，三次产业“倒金字塔”就业结构逐步形成。三是卫

生健康事业加速发展。2015年至2022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岁提升到2021年的78.2

岁，全人群主要健康指标位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大决

定性胜利，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为世界抗疫斗争作出

重要贡献。四是教育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

系，教育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五是城乡人居环境不断优

化。城乡公共服务条件有效改善，污染治理能力明显提高，绿色、无障碍公共空

间不断扩大。

大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一是持续开展污染治理，打响

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战役”。2015年至2022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

量不断改善，成为全球大气环境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

持续提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取得明显进展。二是推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提

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深入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等，海陆生态系统质

量明显改善。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连续保持“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

长最快最多的国家。开展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

迁地保护等工作，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三是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稳

步推进节能降碳。初步核算，2015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2%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

了年均5.7%的经济增长；2022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2015年下降15.5%，

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推动全球发展合作，助力落实2030年议程。中国坚定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推动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一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培

育可持续发展新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

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使将近4000万人摆脱

贫困。“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

台。二是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加强国际发展合作。中国在联合国发起成立“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70多个国家加入。中国同各方一道，深化倡议重点领

域务实合作，在减贫、教育、清洁能源、数字经济、青年发展等领域搭建合作平

台，设立开放式项目库，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有效凝聚国际发展共识，动员

国际发展资源，为落实2030年议程注入强劲动力。三是加强技术合作和知识分享，

为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智力支撑。成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与发

展学院等机构，发起设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加强知识分享和能力建设。与国际

社会共享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数据产品，定期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全球发展报告》《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加大技术、智力和数据支持力度。

2030年议程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未来，如今已行程过半，下半程尤为关键。中国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编纂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旨在全面回顾总结七年多来中国落实2030年议程的实践进展、基本经验、典型案例，

推动国际社会增强共识、互学互鉴，为推动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凝聚力量。面向未

来，中国将一如既往地重视落实2030年议程，将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国家发展蓝图有机结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为全球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告的撰写得到外交部指导和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内的中国落实2030

年议程部际协调机制成员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衷心感谢。报告中的数据和资料如

未标注来源，均来自相关部委或其他中国官方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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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93个会员国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年议程）。2030年议程展示了各国追求

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为未来15年各国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指明

了方向。落实2030年议程是全球发展领域的核心工作。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落实2030年议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

格局，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出宝贵的

智慧。2016年4月，发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9月，

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七年多来，中国将落实

2030年议程同执行“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

中长期发展战略有机结合，成立由45家政府机构组成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推动

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积极进展。中方发布三期《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两次参加落实2030年议程国别自愿陈述，同各国分享落实

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议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助力全球早日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

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途。中国将消除贫困、

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重要使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年底，中

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10

年实现2030年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贫困人口收入水平

大幅提高，教育、医疗、住房等保障水平明显提升，贫困地区道路、电力、互联网

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2021年起，中国对脱贫地区设立5年过渡期，巩固拓展脱贫

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2022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7.5%，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4.3%；脱贫地区就业和产业支撑能力不断增

强，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更加深入，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

保持宏观经济大盘稳定，经济发展展现出强大韧性。面对国内外多重超预期

因素冲击，中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一是经济实力明显提升。2016年至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率达6.6%，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以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

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21.02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二是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粮食

总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65000万吨以上。2022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提高到15.5%，“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

超过21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7.36%。三是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有效增强。

202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提高到2.5%以上；中国在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的排名上升到第11位，成功进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四是小微企业金融可及性提高。截至2022年末，全国普惠小微贷款余

额为23.8万亿元，同比增长23.8%。

推动社会事业进步，民生福祉得到持续增进。中国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福祉。一是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城乡之间

和区域之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二是就业质量持续提高。2015年至

2022年，失业水平保持低位，三次产业“倒金字塔”就业结构逐步形成。三是卫

生健康事业加速发展。2015年至2022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岁提升到2021年的78.2

岁，全人群主要健康指标位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大决

定性胜利，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为世界抗疫斗争作出

重要贡献。四是教育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

系，教育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五是城乡人居环境不断优

化。城乡公共服务条件有效改善，污染治理能力明显提高，绿色、无障碍公共空

间不断扩大。

大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一是持续开展污染治理，打响

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战役”。2015年至2022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

量不断改善，成为全球大气环境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

持续提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取得明显进展。二是推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提

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深入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等，海陆生态系统质

量明显改善。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连续保持“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

长最快最多的国家。开展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

迁地保护等工作，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三是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稳

步推进节能降碳。初步核算，2015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2%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

了年均5.7%的经济增长；2022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2015年下降15.5%，

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推动全球发展合作，助力落实2030年议程。中国坚定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推动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一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培

育可持续发展新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

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使将近4000万人摆脱

贫困。“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

台。二是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加强国际发展合作。中国在联合国发起成立“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70多个国家加入。中国同各方一道，深化倡议重点领

域务实合作，在减贫、教育、清洁能源、数字经济、青年发展等领域搭建合作平

台，设立开放式项目库，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有效凝聚国际发展共识，动员

国际发展资源，为落实2030年议程注入强劲动力。三是加强技术合作和知识分享，

为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智力支撑。成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与发

展学院等机构，发起设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加强知识分享和能力建设。与国际

社会共享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数据产品，定期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全球发展报告》《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1）

加大技术、智力和数据支持力度。

2030年议程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未来，如今已行程过半，下半程尤为关键。中国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编纂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旨在全面回顾总结七年多来中国落实2030年议程的实践进展、基本经验、典型案例，

推动国际社会增强共识、互学互鉴，为推动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凝聚力量。面向未

来，中国将一如既往地重视落实2030年议程，将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国家发展蓝图有机结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为全球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告的撰写得到外交部指导和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内的中国落实2030

年议程部际协调机制成员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衷心感谢。报告中的数据和资料如

未标注来源，均来自相关部委或其他中国官方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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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1

一、落实进展

中国始终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2020年，

中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打赢脱贫攻

坚战后，中国对脱贫地区设立5年过渡期，着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

进乡村振兴。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人民生活的“安全网”更加牢

固。同时，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拓展国际

减贫伙伴关系。

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脱贫目标。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图1-1），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

全部出列。贫困人口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大幅提高，“两不愁三保障”1全面

实现，教育、医疗、住房、饮水等条件明显改善，既满足了贫困群众基本生

存需求，也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是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截至

2020年底，中国贫困地区新改建农村公路121万公里、新增铁路里程3.5万公

里，贫困县中，通硬化路、通动力电、通信信号覆盖、通宽带互联网、广播电视

信号覆盖的行政村比例均达到99%以上。二是贫困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2013年至2020年，累计改造贫困地区学校10.8万所，实现贫困地区适龄儿童都能

就近上幼儿园和小学。截至2020年底，中西部22个省份基本实现村级文化设施全

覆盖；98%的贫困县至少有一所二级以上医院；贫困县农村低保标准全部超过国

家贫困标准；6098万贫困人口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三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动力不断增强。电子商务、光伏、旅游等新业态新产业在

贫困地区蓬勃兴起，产业结构显著改善（图1-2）。贫困地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年均增幅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约7个百分点。金融扶贫与产业扶贫、就业扶

贫、教育扶贫等有机融合发展，有效激发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助力实现全面脱

贫。其中，2015至2019年发放的扶贫小额信贷中贷款主体为妇女的有136万人，贷

款金额635亿元。四是贫困人口生活环境得到根本改善。对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

很难实现就地脱贫的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帮助960多万人搬入新家园。

此外，2016年至2020年，贫困地区实施退耕还林还草4665万亩，110.2万贫困人口

被选聘为生态护林员。脱贫攻坚期间，在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共组建2.3万个扶贫造

林（种草）专业合作社（队），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双赢。

1 “两不愁”就是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就是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
住房安全。



2015年9月，193个会员国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年议程）。2030年议程展示了各国追求

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为未来15年各国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指明

了方向。落实2030年议程是全球发展领域的核心工作。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落实2030年议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

格局，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出宝贵的

智慧。2016年4月，发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9月，

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七年多来，中国将落实

2030年议程同执行“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

中长期发展战略有机结合，成立由45家政府机构组成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推动

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积极进展。中方发布三期《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两次参加落实2030年议程国别自愿陈述，同各国分享落实

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议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助力全球早日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

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途。中国将消除贫困、

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重要使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年底，中

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10

年实现2030年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贫困人口收入水平

大幅提高，教育、医疗、住房等保障水平明显提升，贫困地区道路、电力、互联网

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2021年起，中国对脱贫地区设立5年过渡期，巩固拓展脱贫

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2022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7.5%，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4.3%；脱贫地区就业和产业支撑能力不断增

强，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更加深入，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

保持宏观经济大盘稳定，经济发展展现出强大韧性。面对国内外多重超预期

因素冲击，中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一是经济实力明显提升。2016年至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率达6.6%，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以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

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21.02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二是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粮食

总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65000万吨以上。2022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提高到15.5%，“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

超过21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7.36%。三是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有效增强。

202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提高到2.5%以上；中国在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的排名上升到第11位，成功进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四是小微企业金融可及性提高。截至2022年末，全国普惠小微贷款余

额为23.8万亿元，同比增长23.8%。

推动社会事业进步，民生福祉得到持续增进。中国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福祉。一是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城乡之间

和区域之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二是就业质量持续提高。2015年至

2022年，失业水平保持低位，三次产业“倒金字塔”就业结构逐步形成。三是卫

生健康事业加速发展。2015年至2022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岁提升到2021年的78.2

岁，全人群主要健康指标位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大决

定性胜利，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为世界抗疫斗争作出

重要贡献。四是教育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

系，教育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五是城乡人居环境不断优

化。城乡公共服务条件有效改善，污染治理能力明显提高，绿色、无障碍公共空

间不断扩大。

大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一是持续开展污染治理，打响

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战役”。2015年至2022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

量不断改善，成为全球大气环境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

持续提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取得明显进展。二是推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提

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深入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等，海陆生态系统质

量明显改善。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连续保持“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

长最快最多的国家。开展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

迁地保护等工作，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三是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稳

步推进节能降碳。初步核算，2015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2%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

了年均5.7%的经济增长；2022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2015年下降15.5%，

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推动全球发展合作，助力落实2030年议程。中国坚定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推动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一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培

育可持续发展新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

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使将近4000万人摆脱

贫困。“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

台。二是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加强国际发展合作。中国在联合国发起成立“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70多个国家加入。中国同各方一道，深化倡议重点领

域务实合作，在减贫、教育、清洁能源、数字经济、青年发展等领域搭建合作平

台，设立开放式项目库，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有效凝聚国际发展共识，动员

国际发展资源，为落实2030年议程注入强劲动力。三是加强技术合作和知识分享，

为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智力支撑。成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与发

展学院等机构，发起设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加强知识分享和能力建设。与国际

社会共享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数据产品，定期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全球发展报告》《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加大技术、智力和数据支持力度。

2030年议程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未来，如今已行程过半，下半程尤为关键。中国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编纂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旨在全面回顾总结七年多来中国落实2030年议程的实践进展、基本经验、典型案例，

推动国际社会增强共识、互学互鉴，为推动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凝聚力量。面向未

来，中国将一如既往地重视落实2030年议程，将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国家发展蓝图有机结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为全球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告的撰写得到外交部指导和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内的中国落实2030

年议程部际协调机制成员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衷心感谢。报告中的数据和资料如

未标注来源，均来自相关部委或其他中国官方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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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始终把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2020年，

中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打赢脱贫攻

坚战后，中国对脱贫地区设立5年过渡期，着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

进乡村振兴。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人民生活的“安全网”更加牢

固。同时，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拓展国际

减贫伙伴关系。

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脱贫目标。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9899万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图1-1），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

全部出列。贫困人口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大幅提高，“两不愁三保障”1全面

实现，教育、医疗、住房、饮水等条件明显改善，既满足了贫困群众基本生

存需求，也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是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显著改善。截至

2020年底，中国贫困地区新改建农村公路121万公里、新增铁路里程3.5万公

里，贫困县中，通硬化路、通动力电、通信信号覆盖、通宽带互联网、广播电视

信号覆盖的行政村比例均达到99%以上。二是贫困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2013年至2020年，累计改造贫困地区学校10.8万所，实现贫困地区适龄儿童都能

就近上幼儿园和小学。截至2020年底，中西部22个省份基本实现村级文化设施全

覆盖；98%的贫困县至少有一所二级以上医院；贫困县农村低保标准全部超过国

家贫困标准；6098万贫困人口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三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动力不断增强。电子商务、光伏、旅游等新业态新产业在

贫困地区蓬勃兴起，产业结构显著改善（图1-2）。贫困地区人均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年均增幅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约7个百分点。金融扶贫与产业扶贫、就业扶

贫、教育扶贫等有机融合发展，有效激发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助力实现全面脱

贫。其中，2015至2019年发放的扶贫小额信贷中贷款主体为妇女的有136万人，贷

款金额635亿元。四是贫困人口生活环境得到根本改善。对生活在自然环境恶劣、

很难实现就地脱贫的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帮助960多万人搬入新家园。

此外，2016年至2020年，贫困地区实施退耕还林还草4665万亩，110.2万贫困人口

被选聘为生态护林员。脱贫攻坚期间，在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共组建2.3万个扶贫造

林（种草）专业合作社（队），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保护双赢。

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图1-1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变化情况（2012年至2020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5年9月，193个会员国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年议程）。2030年议程展示了各国追求

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为未来15年各国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指明

了方向。落实2030年议程是全球发展领域的核心工作。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落实2030年议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

格局，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出宝贵的

智慧。2016年4月，发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9月，

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七年多来，中国将落实

2030年议程同执行“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

中长期发展战略有机结合，成立由45家政府机构组成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推动

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积极进展。中方发布三期《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两次参加落实2030年议程国别自愿陈述，同各国分享落实

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议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助力全球早日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

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途。中国将消除贫困、

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重要使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年底，中

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10

年实现2030年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贫困人口收入水平

大幅提高，教育、医疗、住房等保障水平明显提升，贫困地区道路、电力、互联网

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2021年起，中国对脱贫地区设立5年过渡期，巩固拓展脱贫

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2022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7.5%，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4.3%；脱贫地区就业和产业支撑能力不断增

强，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更加深入，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

保持宏观经济大盘稳定，经济发展展现出强大韧性。面对国内外多重超预期

因素冲击，中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一是经济实力明显提升。2016年至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率达6.6%，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以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

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21.02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二是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粮食

总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65000万吨以上。2022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提高到15.5%，“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

超过21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7.36%。三是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有效增强。

202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提高到2.5%以上；中国在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的排名上升到第11位，成功进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四是小微企业金融可及性提高。截至2022年末，全国普惠小微贷款余

额为23.8万亿元，同比增长23.8%。

推动社会事业进步，民生福祉得到持续增进。中国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福祉。一是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城乡之间

和区域之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二是就业质量持续提高。2015年至

2022年，失业水平保持低位，三次产业“倒金字塔”就业结构逐步形成。三是卫

生健康事业加速发展。2015年至2022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岁提升到2021年的78.2

岁，全人群主要健康指标位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大决

定性胜利，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为世界抗疫斗争作出

重要贡献。四是教育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

系，教育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五是城乡人居环境不断优

化。城乡公共服务条件有效改善，污染治理能力明显提高，绿色、无障碍公共空

间不断扩大。

大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一是持续开展污染治理，打响

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战役”。2015年至2022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

量不断改善，成为全球大气环境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

持续提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取得明显进展。二是推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提

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深入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等，海陆生态系统质

量明显改善。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连续保持“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

长最快最多的国家。开展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

迁地保护等工作，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三是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稳

步推进节能降碳。初步核算，2015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2%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

了年均5.7%的经济增长；2022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2015年下降15.5%，

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推动全球发展合作，助力落实2030年议程。中国坚定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推动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一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培

育可持续发展新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

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使将近4000万人摆脱

贫困。“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

台。二是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加强国际发展合作。中国在联合国发起成立“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70多个国家加入。中国同各方一道，深化倡议重点领

域务实合作，在减贫、教育、清洁能源、数字经济、青年发展等领域搭建合作平

台，设立开放式项目库，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有效凝聚国际发展共识，动员

国际发展资源，为落实2030年议程注入强劲动力。三是加强技术合作和知识分享，

为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智力支撑。成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与发

展学院等机构，发起设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加强知识分享和能力建设。与国际

社会共享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数据产品，定期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全球发展报告》《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加大技术、智力和数据支持力度。

2030年议程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未来，如今已行程过半，下半程尤为关键。中国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编纂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旨在全面回顾总结七年多来中国落实2030年议程的实践进展、基本经验、典型案例，

推动国际社会增强共识、互学互鉴，为推动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凝聚力量。面向未

来，中国将一如既往地重视落实2030年议程，将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国家发展蓝图有机结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为全球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告的撰写得到外交部指导和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内的中国落实2030

年议程部际协调机制成员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衷心感谢。报告中的数据和资料如

未标注来源，均来自相关部委或其他中国官方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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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贫困地区生产总值和产业结构变化（2011年至2018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浙江省湖州市支持新疆柯坪县发展“湖羊”产业

中国采取对口支援方式推动新疆地区发展。其中，湖州市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

地区柯坪县。柯坪县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羊肉味美闻名全疆，但当地农户采取散

养模式养殖，规模小、效益差、产量低，无法成为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

2013年，湖州市根据柯坪县实际，通过“湖羊进疆”扶持柯坪县羊产业发展，带

动当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截至2019年底，柯坪羊存栏2.5万头，产羔7600头；柯坪

县3001户贫困户中有2000余户贫困人口通过参与发展湖羊产业实现增收，占总贫困

人口人数的66.65%。

2018年，湖州市在“湖羊进疆”成功的基础上开展“湖羊入川”，将湖羊养殖推广

到四川东西部扶贫协作地区，当年带动当地946户贫困人口增收脱贫。2019年，在四

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广元市青川县等地启动“万头湖羊养殖基地”“湖羊特色产业园”

等项目，加快打造湖羊产业链。

湖羊模式通过调动贫困人口和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打造了规模化的特色产

业链条，并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推进农村三产融合，推动协调发展，引导贫困人口

由单一养殖业向加工业、服务业发展，开辟了贫困人口持续增收的新路径。



2015年9月，193个会员国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年议程）。2030年议程展示了各国追求

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为未来15年各国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指明

了方向。落实2030年议程是全球发展领域的核心工作。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落实2030年议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新发展

格局，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推动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出宝贵的

智慧。2016年4月，发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9月，

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七年多来，中国将落实

2030年议程同执行“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

中长期发展战略有机结合，成立由45家政府机构组成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推动

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积极进展。中方发布三期《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两次参加落实2030年议程国别自愿陈述，同各国分享落实

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议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助力全球早日实现可

持续发展目标。

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开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途。中国将消除贫困、

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重要使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年底，中

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提前10

年实现2030年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贫困人口收入水平

大幅提高，教育、医疗、住房等保障水平明显提升，贫困地区道路、电力、互联网

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2021年起，中国对脱贫地区设立5年过渡期，巩固拓展脱贫

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2022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7.5%，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4.3%；脱贫地区就业和产业支撑能力不断增

强，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更加深入，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

保持宏观经济大盘稳定，经济发展展现出强大韧性。面对国内外多重超预期

因素冲击，中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一是经济实力明显提升。2016年至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率达6.6%，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以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

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21.02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二是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粮食

总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65000万吨以上。2022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提高到15.5%，“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

超过21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7.36%。三是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有效增强。

202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提高到2.5%以上；中国在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的排名上升到第11位，成功进入创新型

国家行列。四是小微企业金融可及性提高。截至2022年末，全国普惠小微贷款余

额为23.8万亿元，同比增长23.8%。

推动社会事业进步，民生福祉得到持续增进。中国始终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福祉。一是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城乡之间

和区域之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二是就业质量持续提高。2015年至

2022年，失业水平保持低位，三次产业“倒金字塔”就业结构逐步形成。三是卫

生健康事业加速发展。2015年至2022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岁提升到2021年的78.2

岁，全人群主要健康指标位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大决

定性胜利，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为世界抗疫斗争作出

重要贡献。四是教育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

系，教育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五是城乡人居环境不断优

化。城乡公共服务条件有效改善，污染治理能力明显提高，绿色、无障碍公共空

间不断扩大。

大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中国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一是持续开展污染治理，打响

蓝天、碧水、净土“三大战役”。2015年至2022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

量不断改善，成为全球大气环境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

持续提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取得明显进展。二是推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提

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深入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等，海陆生态系统质

量明显改善。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连续保持“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

长最快最多的国家。开展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

迁地保护等工作，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三是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稳

步推进节能降碳。初步核算，2015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2%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

了年均5.7%的经济增长；2022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2015年下降15.5%，

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推动全球发展合作，助力落实2030年议程。中国坚定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推动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一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培

育可持续发展新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

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使将近4000万人摆脱

贫困。“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

台。二是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加强国际发展合作。中国在联合国发起成立“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70多个国家加入。中国同各方一道，深化倡议重点领

域务实合作，在减贫、教育、清洁能源、数字经济、青年发展等领域搭建合作平

台，设立开放式项目库，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有效凝聚国际发展共识，动员

国际发展资源，为落实2030年议程注入强劲动力。三是加强技术合作和知识分享，

为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智力支撑。成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与发

展学院等机构，发起设立全球发展知识网络，加强知识分享和能力建设。与国际

社会共享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数据产品，定期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全球发展报告》《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

加大技术、智力和数据支持力度。

2030年议程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未来，如今已行程过半，下半程尤为关键。中国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编纂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旨在全面回顾总结七年多来中国落实2030年议程的实践进展、基本经验、典型案例，

推动国际社会增强共识、互学互鉴，为推动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凝聚力量。面向未

来，中国将一如既往地重视落实2030年议程，将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国家发展蓝图有机结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为全球繁荣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告的撰写得到外交部指导和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内的中国落实2030

年议程部际协调机制成员单位的大力支持，谨表衷心感谢。报告中的数据和资料如

未标注来源，均来自相关部委或其他中国官方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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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2021年起，中国对脱贫地区设立5

年过渡期，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落实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

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一是脱贫地区

群众和脱贫人口收入保持较快增长。2022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111元、同比增长7.5%，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14342元、同比增长14.3%，增速

分别高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1.2个百分点和8个百分点。二是重点

帮扶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截至2023年6月底，约65%的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已消除返

贫风险，其余均落实了帮扶措施。教育、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保障问题保持动

态清零。三是脱贫地区就业和产业支撑能力不断增强。2022年，中央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55%以上用于支持产业发展。截至2023年6月底，累计发放脱

贫人口小额信贷2167.25亿元，惠及脱贫人口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504.44万户（

次），贷款余额1891.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82%。2021年、2022年脱贫劳动

力务工就业规模均超过3000万人。四是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更加深入。全国农村

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73%，90%以上的自然村生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95%的村庄

开展了清洁行动。此外，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公共服务更加

健全，搬迁群众总体实现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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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人民生活的“安全网”更加密实坚固。中国不断

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一是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不断扩大，为城乡老年居民基本生活提供制度

保障。2021年，全国参保人数达到54797万人，占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总人数的

53.3%；实际领取待遇人数达到16213万人，较2015年增加1413万人，增幅9.5%（

表1-1）。二是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满足困

难群众健康需求。2018年至2020年，累计资助2.3亿脱贫人口参保，脱贫人口住

院费用实际报销水平达到80%左右，累计帮助减轻脱贫人口医疗费用负担3600亿

元，精准帮扶近1000万户因病致贫群众脱贫。三是失业和工伤保险覆盖面更加广

泛。截至2022年底，有2.38亿人参加失业保险，法定参保率超过90%；超过2.91亿

人参加工伤保险，其中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9127万人。四是社会救助体系

更加完善。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城乡低保对象4032万人。2015年至2022年，

全国城乡低保标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6%和11.9%；累计实施临时救助8432万

人次，累计支出救助资金961亿元。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救助特困人员2 469.5

万人，其中集中供养77.7万人，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109.2万人。

重视国民营养需求，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和生长发育水平持续改善。加

强政策引领。持续推进实施《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和《母乳喂养促

进行动计划（2021-2025年）》，指导各地实施儿童营养改善行动，强化儿童营

养喂养与运动指导。加强前端营养健康监测。将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监测纳

入中国居民慢性病与营养监测内容，动态了解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为优化

完善营养不良应对策略提供支撑。补齐不发达地区短板。推进实施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脱贫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农村和脱贫地区儿童营养

状况持续提升。2020年，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下降至7%以下，低体重率下降

至5%以下，农村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从2015年的11.3%下降至5.8%。6-17岁

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率从4.7%降到了2.2%。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推动构建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加强耕地保护和建

设，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和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

控制线。持续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耕地质量，推动科技成为农业农村经济增长最

重要的驱动力。截至2022年底，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0.37亿亩，累计建成10

亿亩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比2014年提高0.35个等级，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加速

改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2%，粮食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取得了节

水抗旱小麦、超级稻等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超过80%，特别是小麦的综合机械化率超过97%，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以建

链补链强链为抓手，积极探索以粮食产业链优势端带动向上下游延伸，挖掘从田

间到餐桌全产业链条的增值潜力。通过树立优粮优价导向，构建小农户与龙头企

业的利益联结机制，从根本上提高小农户应对风险能力，让农民更多分享粮食产

业增值收益，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保障农村基本生产要素可及性，农民收入水平稳步增长。推动基本生产要素

改革，开展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截至2023年2月底，中国家庭农场数量达到400.4万个，农民合作社达222.9

万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可及性。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2021年底，

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8.88万亿，较年初增长17.48%，超过各项贷款平均增速6.19

个百分点，累计为1.56亿农户开展信用评定；2022年，农业保险为1.69亿户次农

户提供风险保障4.57万亿元。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133元，

实际增长4.2%，较2015年将近翻了一番（图2-2）；2015年至2022年间增速均高

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为脱贫群众增收致富保驾护航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是扶贫小额信贷的延续和优化，是面向脱贫户（含防止返贫

监测对象）发放的利率优惠、财政贴息的中长期小额信用贷款，用于支持脱贫户发

展生产增收致富。

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的支持对象是建档立卡脱贫户（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贷

款金额原则上5万元以下，对符合条件的脱贫户可追加贷款至10万元；贷款期限为3

年期以内；贷款利率不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实行免担保免抵押，财政资金予以

适当贴息；鼓励通过设立风险补偿金等方式建立风险补偿机制；政策实施时间是过

渡期内（2021-2025年）；坚持户借、户用、户还，精准用于贷款户发展生产和开展

经营。

截至2022年末，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余额1824亿元，同比增长13.2%，支持脱贫

户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433.3万户。

2 中国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
力的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给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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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国民营养需求，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和生长发育水平持续改善。加

强政策引领。持续推进实施《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和《母乳喂养促

进行动计划（2021-2025年）》，指导各地实施儿童营养改善行动，强化儿童营

养喂养与运动指导。加强前端营养健康监测。将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监测纳

入中国居民慢性病与营养监测内容，动态了解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为优化

完善营养不良应对策略提供支撑。补齐不发达地区短板。推进实施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脱贫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农村和脱贫地区儿童营养

状况持续提升。2020年，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下降至7%以下，低体重率下降

至5%以下，农村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从2015年的11.3%下降至5.8%。6-17岁

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率从4.7%降到了2.2%。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推动构建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加强耕地保护和建

设，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和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

控制线。持续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耕地质量，推动科技成为农业农村经济增长最

重要的驱动力。截至2022年底，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0.37亿亩，累计建成10

亿亩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比2014年提高0.35个等级，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加速

改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2%，粮食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取得了节

水抗旱小麦、超级稻等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超过80%，特别是小麦的综合机械化率超过97%，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以建

链补链强链为抓手，积极探索以粮食产业链优势端带动向上下游延伸，挖掘从田

间到餐桌全产业链条的增值潜力。通过树立优粮优价导向，构建小农户与龙头企

业的利益联结机制，从根本上提高小农户应对风险能力，让农民更多分享粮食产

业增值收益，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保障农村基本生产要素可及性，农民收入水平稳步增长。推动基本生产要素

改革，开展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截至2023年2月底，中国家庭农场数量达到400.4万个，农民合作社达222.9

万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可及性。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2021年底，

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8.88万亿，较年初增长17.48%，超过各项贷款平均增速6.19

个百分点，累计为1.56亿农户开展信用评定；2022年，农业保险为1.69亿户次农

户提供风险保障4.57万亿元。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133元，

实际增长4.2%，较2015年将近翻了一番（图2-2）；2015年至2022年间增速均高

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表1-1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情况（2015年至2021年）

年份 
参保人数

（万人） 

实际领取待遇

人数（万人） 

基金收入

（亿元） 

基金支出

（亿元） 

基金累计结

存（亿元） 

2015 50472 14800 2855 2117 4592 

2016 50847 15270 2933 2150 5385 

2017 51255 15598 3304 2372 6318 

2018 52392 15898 3838 2906 7250 

2019 53266 16032 4107 3114 8249 

2020 54244 16068 4853 3355 9759 

2021 54797 16213 5339 3715 11396 
 

数据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加强国际减贫合作，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国消除绝对贫困，是对

全球减贫事业的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减贫合作。2021年，

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将减贫摆在重点合作领域首位，契合了国际社会对消除

贫困的期待。一是积极开展国际减贫交流。举办“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等国际性

减贫经验交流活动，搭建覆盖亚、非、拉地区的机制性交流平台。二是扎实推进

国际减贫合作项目。2015年以来，实施100个减贫项目，同非洲国家实施包括减

贫惠民在内的“十大合作计划”，在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实施“东亚减贫示范合

作”项目。三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减贫与发展能力。2015年以来，积极推进与

发展中国家减贫能力建设合作，共举办170余期国际减贫主题培训项目，为5000多

名发展中国家的中高级政府官员、扶贫专业人才提供培训，分享中国减贫经验。

中国还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合作总结中国减贫经验，与国

际社会分享减贫发展知识。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一贯坚持人民至上，将减贫摆在政

策议程的突出位置，努力让全体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在推进脱贫攻坚的过程

中，中国采取一系列超常规政策举措，让贫困群众有更好的收入、更好的教育、

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更好的居住条件，确保在脱贫道路上一个人都不能少。

二是立足本国实际制定减贫策略。贫困治理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科学研判

制约减贫和发展的瓶颈因素，不断调整创新减贫策略和政策工具。2012年至2020

年，中国在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同时，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有效解决脱贫“最

后一公里”问题。此后，中国对脱贫地区实施5年过渡期政策，努力增强脱贫地

区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确保脱贫成效可持续。

三是凝聚全社会的减贫共识与合力。2015年以来，中国构建政府、社会、市

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搭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凝

聚了举国同心、各方参与的强大合力。同时，中国充分尊重、积极发挥贫困群众

主体作用，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和自主发展的能力，使贫困群众不仅成为减贫

的受益者，也成为发展的贡献者。

四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贫困治理，不断深化减贫领域

交流合作，推动建立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

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减贫事业发展，为构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应有贡献。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部分脱贫地区仍存在对政策性补助依

赖性高、脱贫质量不稳定等问题。受国内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少数脱贫人口仍

存在返贫风险。中国将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一是坚决守牢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强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对有劳动能力、

有意愿的监测户，落实开发式帮扶措施。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

果。

二是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增加脱贫群众收入，促进脱贫县加快发展，

更加注重扶志扶智，聚焦产业就业，不断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和区域发展差

距。

三是稳定完善帮扶政策。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

策。保持脱贫地区信贷投放力度不减，扎实做好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深化东

西部协作，持续做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

四是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落实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制度，充分发挥临时救助制度效能，不断提高困难群众救助水平，健全分

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全面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

五是加强国际减贫交流合作。积极发挥多双边机制作用，推动完善全球减贫

治理体系，搭建全球减贫交流合作机制平台，实施“小而美”项目，帮助发展中

国家提升贫困治理能力，落实好全球发展倡议，为发展中国家减贫事业作出更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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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国民营养需求，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和生长发育水平持续改善。加

强政策引领。持续推进实施《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和《母乳喂养促

进行动计划（2021-2025年）》，指导各地实施儿童营养改善行动，强化儿童营

养喂养与运动指导。加强前端营养健康监测。将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监测纳

入中国居民慢性病与营养监测内容，动态了解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为优化

完善营养不良应对策略提供支撑。补齐不发达地区短板。推进实施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脱贫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农村和脱贫地区儿童营养

状况持续提升。2020年，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下降至7%以下，低体重率下降

至5%以下，农村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从2015年的11.3%下降至5.8%。6-17岁

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率从4.7%降到了2.2%。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推动构建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加强耕地保护和建

设，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和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

控制线。持续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耕地质量，推动科技成为农业农村经济增长最

重要的驱动力。截至2022年底，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0.37亿亩，累计建成10

亿亩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比2014年提高0.35个等级，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加速

改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2%，粮食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取得了节

水抗旱小麦、超级稻等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超过80%，特别是小麦的综合机械化率超过97%，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以建

链补链强链为抓手，积极探索以粮食产业链优势端带动向上下游延伸，挖掘从田

间到餐桌全产业链条的增值潜力。通过树立优粮优价导向，构建小农户与龙头企

业的利益联结机制，从根本上提高小农户应对风险能力，让农民更多分享粮食产

业增值收益，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保障农村基本生产要素可及性，农民收入水平稳步增长。推动基本生产要素

改革，开展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截至2023年2月底，中国家庭农场数量达到400.4万个，农民合作社达222.9

万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可及性。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2021年底，

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8.88万亿，较年初增长17.48%，超过各项贷款平均增速6.19

个百分点，累计为1.56亿农户开展信用评定；2022年，农业保险为1.69亿户次农

户提供风险保障4.57万亿元。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133元，

实际增长4.2%，较2015年将近翻了一番（图2-2）；2015年至2022年间增速均高

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加强国际减贫合作，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国消除绝对贫困，是对

全球减贫事业的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减贫合作。2021年，

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将减贫摆在重点合作领域首位，契合了国际社会对消除

贫困的期待。一是积极开展国际减贫交流。举办“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等国际性

减贫经验交流活动，搭建覆盖亚、非、拉地区的机制性交流平台。二是扎实推进

国际减贫合作项目。2015年以来，实施100个减贫项目，同非洲国家实施包括减

贫惠民在内的“十大合作计划”，在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实施“东亚减贫示范合

作”项目。三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减贫与发展能力。2015年以来，积极推进与

发展中国家减贫能力建设合作，共举办170余期国际减贫主题培训项目，为5000多

名发展中国家的中高级政府官员、扶贫专业人才提供培训，分享中国减贫经验。

中国还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合作总结中国减贫经验，与国

际社会分享减贫发展知识。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一贯坚持人民至上，将减贫摆在政

策议程的突出位置，努力让全体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在推进脱贫攻坚的过程

中，中国采取一系列超常规政策举措，让贫困群众有更好的收入、更好的教育、

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更好的居住条件，确保在脱贫道路上一个人都不能少。

二是立足本国实际制定减贫策略。贫困治理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科学研判

制约减贫和发展的瓶颈因素，不断调整创新减贫策略和政策工具。2012年至2020

年，中国在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同时，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有效解决脱贫“最

后一公里”问题。此后，中国对脱贫地区实施5年过渡期政策，努力增强脱贫地

区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确保脱贫成效可持续。

三是凝聚全社会的减贫共识与合力。2015年以来，中国构建政府、社会、市

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搭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凝

聚了举国同心、各方参与的强大合力。同时，中国充分尊重、积极发挥贫困群众

主体作用，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和自主发展的能力，使贫困群众不仅成为减贫

的受益者，也成为发展的贡献者。

四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贫困治理，不断深化减贫领域

交流合作，推动建立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

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减贫事业发展，为构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应有贡献。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部分脱贫地区仍存在对政策性补助依

赖性高、脱贫质量不稳定等问题。受国内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少数脱贫人口仍

存在返贫风险。中国将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一是坚决守牢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强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对有劳动能力、

有意愿的监测户，落实开发式帮扶措施。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

果。

二是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增加脱贫群众收入，促进脱贫县加快发展，

更加注重扶志扶智，聚焦产业就业，不断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和区域发展差

距。

三是稳定完善帮扶政策。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

策。保持脱贫地区信贷投放力度不减，扎实做好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深化东

西部协作，持续做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

四是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落实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制度，充分发挥临时救助制度效能，不断提高困难群众救助水平，健全分

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全面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

五是加强国际减贫交流合作。积极发挥多双边机制作用，推动完善全球减贫

治理体系，搭建全球减贫交流合作机制平台，实施“小而美”项目，帮助发展中

国家提升贫困治理能力，落实好全球发展倡议，为发展中国家减贫事业作出更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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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国民营养需求，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和生长发育水平持续改善。加

强政策引领。持续推进实施《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和《母乳喂养促

进行动计划（2021-2025年）》，指导各地实施儿童营养改善行动，强化儿童营

养喂养与运动指导。加强前端营养健康监测。将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监测纳

入中国居民慢性病与营养监测内容，动态了解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为优化

完善营养不良应对策略提供支撑。补齐不发达地区短板。推进实施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脱贫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农村和脱贫地区儿童营养

状况持续提升。2020年，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下降至7%以下，低体重率下降

至5%以下，农村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从2015年的11.3%下降至5.8%。6-17岁

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率从4.7%降到了2.2%。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推动构建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加强耕地保护和建

设，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和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

控制线。持续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耕地质量，推动科技成为农业农村经济增长最

重要的驱动力。截至2022年底，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0.37亿亩，累计建成10

亿亩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比2014年提高0.35个等级，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加速

改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2%，粮食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取得了节

水抗旱小麦、超级稻等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超过80%，特别是小麦的综合机械化率超过97%，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以建

链补链强链为抓手，积极探索以粮食产业链优势端带动向上下游延伸，挖掘从田

间到餐桌全产业链条的增值潜力。通过树立优粮优价导向，构建小农户与龙头企

业的利益联结机制，从根本上提高小农户应对风险能力，让农民更多分享粮食产

业增值收益，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保障农村基本生产要素可及性，农民收入水平稳步增长。推动基本生产要素

改革，开展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截至2023年2月底，中国家庭农场数量达到400.4万个，农民合作社达222.9

万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可及性。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2021年底，

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8.88万亿，较年初增长17.48%，超过各项贷款平均增速6.19

个百分点，累计为1.56亿农户开展信用评定；2022年，农业保险为1.69亿户次农

户提供风险保障4.57万亿元。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133元，

实际增长4.2%，较2015年将近翻了一番（图2-2）；2015年至2022年间增速均高

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加强国际减贫合作，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国消除绝对贫困，是对

全球减贫事业的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减贫合作。2021年，

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将减贫摆在重点合作领域首位，契合了国际社会对消除

贫困的期待。一是积极开展国际减贫交流。举办“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等国际性

减贫经验交流活动，搭建覆盖亚、非、拉地区的机制性交流平台。二是扎实推进

国际减贫合作项目。2015年以来，实施100个减贫项目，同非洲国家实施包括减

贫惠民在内的“十大合作计划”，在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实施“东亚减贫示范合

作”项目。三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减贫与发展能力。2015年以来，积极推进与

发展中国家减贫能力建设合作，共举办170余期国际减贫主题培训项目，为5000多

名发展中国家的中高级政府官员、扶贫专业人才提供培训，分享中国减贫经验。

中国还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合作总结中国减贫经验，与国

际社会分享减贫发展知识。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一贯坚持人民至上，将减贫摆在政

策议程的突出位置，努力让全体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在推进脱贫攻坚的过程

中，中国采取一系列超常规政策举措，让贫困群众有更好的收入、更好的教育、

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更好的居住条件，确保在脱贫道路上一个人都不能少。

二是立足本国实际制定减贫策略。贫困治理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科学研判

制约减贫和发展的瓶颈因素，不断调整创新减贫策略和政策工具。2012年至2020

年，中国在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同时，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有效解决脱贫“最

后一公里”问题。此后，中国对脱贫地区实施5年过渡期政策，努力增强脱贫地

区群众内生发展动力，确保脱贫成效可持续。

三是凝聚全社会的减贫共识与合力。2015年以来，中国构建政府、社会、市

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搭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凝

聚了举国同心、各方参与的强大合力。同时，中国充分尊重、积极发挥贫困群众

主体作用，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和自主发展的能力，使贫困群众不仅成为减贫

的受益者，也成为发展的贡献者。

四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贫困治理，不断深化减贫领域

交流合作，推动建立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

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减贫事业发展，为构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应有贡献。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部分脱贫地区仍存在对政策性补助依

赖性高、脱贫质量不稳定等问题。受国内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少数脱贫人口仍

存在返贫风险。中国将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一是坚决守牢防止规模性返贫底线。强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对有劳动能力、

有意愿的监测户，落实开发式帮扶措施。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

果。

二是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增加脱贫群众收入，促进脱贫县加快发展，

更加注重扶志扶智，聚焦产业就业，不断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和区域发展差

距。

三是稳定完善帮扶政策。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

策。保持脱贫地区信贷投放力度不减，扎实做好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工作。深化东

西部协作，持续做好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

四是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落实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制度，充分发挥临时救助制度效能，不断提高困难群众救助水平，健全分

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全面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

五是加强国际减贫交流合作。积极发挥多双边机制作用，推动完善全球减贫

治理体系，搭建全球减贫交流合作机制平台，实施“小而美”项目，帮助发展中

国家提升贫困治理能力，落实好全球发展倡议，为发展中国家减贫事业作出更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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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进展

中国把解决好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确

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

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2015年以来，中

国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粮食市场平稳运行、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农相关可

持续发展目标取得积极进展。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稳定，品种更加丰富、品质持续提升。粮食产能

稳定提升。2022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8655万吨，连续8年保持在65000

万吨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480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

线，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图2-1）。农产品品种更加丰富，

棉油糖胶稳定发展，肉蛋奶、水产品、果菜茶供给充裕。农产品品质持续提

升。中国于2017年启动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统筹推进粮食产后服务体系、粮

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中国好粮油”行动三个子项建设。绿色优质农

产品总量达到2亿吨，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7%以上。

重视国民营养需求，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和生长发育水平持续改善。加

强政策引领。持续推进实施《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和《母乳喂养促

进行动计划（2021-2025年）》，指导各地实施儿童营养改善行动，强化儿童营

养喂养与运动指导。加强前端营养健康监测。将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监测纳

入中国居民慢性病与营养监测内容，动态了解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为优化

完善营养不良应对策略提供支撑。补齐不发达地区短板。推进实施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脱贫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农村和脱贫地区儿童营养

状况持续提升。2020年，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下降至7%以下，低体重率下降

至5%以下，农村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从2015年的11.3%下降至5.8%。6-17岁

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率从4.7%降到了2.2%。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推动构建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加强耕地保护和建

设，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和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

控制线。持续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耕地质量，推动科技成为农业农村经济增长最

重要的驱动力。截至2022年底，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0.37亿亩，累计建成10

亿亩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比2014年提高0.35个等级，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加速

改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2%，粮食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取得了节

水抗旱小麦、超级稻等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超过80%，特别是小麦的综合机械化率超过97%，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以建

链补链强链为抓手，积极探索以粮食产业链优势端带动向上下游延伸，挖掘从田

间到餐桌全产业链条的增值潜力。通过树立优粮优价导向，构建小农户与龙头企

业的利益联结机制，从根本上提高小农户应对风险能力，让农民更多分享粮食产

业增值收益，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保障农村基本生产要素可及性，农民收入水平稳步增长。推动基本生产要素

改革，开展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截至2023年2月底，中国家庭农场数量达到400.4万个，农民合作社达222.9

万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可及性。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2021年底，

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8.88万亿，较年初增长17.48%，超过各项贷款平均增速6.19

个百分点，累计为1.56亿农户开展信用评定；2022年，农业保险为1.69亿户次农

户提供风险保障4.57万亿元。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133元，

实际增长4.2%，较2015年将近翻了一番（图2-2）；2015年至2022年间增速均高

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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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中国粮食产量（2015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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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抗旱小麦、超级稻等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超过80%，特别是小麦的综合机械化率超过97%，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以建

链补链强链为抓手，积极探索以粮食产业链优势端带动向上下游延伸，挖掘从田

间到餐桌全产业链条的增值潜力。通过树立优粮优价导向，构建小农户与龙头企

业的利益联结机制，从根本上提高小农户应对风险能力，让农民更多分享粮食产

业增值收益，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保障农村基本生产要素可及性，农民收入水平稳步增长。推动基本生产要素

改革，开展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截至2023年2月底，中国家庭农场数量达到400.4万个，农民合作社达222.9

万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可及性。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2021年底，

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8.88万亿，较年初增长17.48%，超过各项贷款平均增速6.19

个百分点，累计为1.56亿农户开展信用评定；2022年，农业保险为1.69亿户次农

户提供风险保障4.57万亿元。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133元，

实际增长4.2%，较2015年将近翻了一番（图2-2）；2015年至2022年间增速均高

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中国始终将人民生命健康摆在第一位，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2015年以来，中国全民

健康覆盖体系逐步完善，健康生活方式逐渐形成，健康环境明显改善，健康

水平持续提升。同时，中国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积极开展卫生国

际合作和对外援助，为全球落实健康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妇幼健康目标提前实现，全人群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中国先后实施“母

婴安全行动计划”“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健康儿童行动计划”和“健康儿

童行动提升计划”，切实防范妊娠风险，提高新生儿危重症救治能力，加强儿童

健康服务能力，持续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2015年至2022年，中国孕产妇死亡

率从20.1/10万降至15.7/10万（图3-1），住院分娩率稳定在99%以上；5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从10.7‰降至6.8‰，婴儿死亡率从8.1‰降至4.9‰（图3-2）；5岁以

下儿童生长迟缓率控制在5%以下，已达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关于妇幼健康

的目标。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岁提升到2021年的78.2岁，全人群主图2-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实际增长率（2015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要健康指标显著提升，位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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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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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农业食物系统韧性增强。实施《中国农业可持续发

展规划（2015-2030年）》，引导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系统治理，全面实施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制度。开展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

动，积极发展旱作节水农业，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68，较十年前提

高了0.052；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推进中低产田改造和污染

退化耕地治理。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2021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农膜

回收率、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分别超过88%、80%和76%；化肥农药利用率均超过

40%，使用量连续多年负增长。以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为引领，推动生产清

洁化、投入品减量化、废弃物资源化和产业模式生态化。因地制宜推动适应气候

变化与农业技术的结合应用，推广防灾减灾技术措施。

中国始终将人民生命健康摆在第一位，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2015年以来，中国全民

健康覆盖体系逐步完善，健康生活方式逐渐形成，健康环境明显改善，健康

水平持续提升。同时，中国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积极开展卫生国

际合作和对外援助，为全球落实健康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妇幼健康目标提前实现，全人群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中国先后实施“母

婴安全行动计划”“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健康儿童行动计划”和“健康儿

童行动提升计划”，切实防范妊娠风险，提高新生儿危重症救治能力，加强儿童

健康服务能力，持续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2015年至2022年，中国孕产妇死亡

率从20.1/10万降至15.7/10万（图3-1），住院分娩率稳定在99%以上；5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从10.7‰降至6.8‰，婴儿死亡率从8.1‰降至4.9‰（图3-2）；5岁以

下儿童生长迟缓率控制在5%以下，已达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关于妇幼健康

的目标。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岁提升到2021年的78.2岁，全人群主

发展绿色食品，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

30多年来，中国坚持推进绿色食品生产，积极引领绿色消费，在推动农业绿

色转型发展，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促进农民增收，满足城乡居民对高品质

农产品需求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中国通过采取推广应用绿色生产技术、落实标准化生产，严格审查监管、确

保绿色食品产品质量，以及扩大品牌宣传、培育消费市场等措施，推动中国绿色

食品发展取得显著成果。一是生产规模持续扩大。2015年至2022年，绿色食品生

产主体总数从9579家发展到25928家，年均增长15.3％，绿色食品产品总数从

23386个增加到55482个，年均增长13.1%。绿色食品生产主体包括基本覆盖了中国

主要大宗农产品及加工产品。二是生态效益日益显现。2009年至2018年10年，累

计减少化学氮肥投入1458万吨，减少农药投入54.2万吨，温室气体减排5558万吨，

创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3.2万亿元。三是品牌价值不断提升。2022年，绿色食品国

内销售额达5397.6亿元，出口额31.4亿美元。绿色食品标志商标先后在11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成功注册。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积累了以下经验。一是标准化、品牌化与产业化结合。推

行标准化生产模式，强化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了农业提质增效，带动

了农民增收致富。二是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结合。坚持走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的发展道路，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要素，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市场价值。

三是政府引导、市场拉动与社会参与结合。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在规划指导、政策

支持、资金投入、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推动作用，积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

定性作用，同时，凝聚科研机构、检测检验、社会团体、行业专家等资源力量，

共同为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要健康指标显著提升，位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重视国民营养需求，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和生长发育水平持续改善。加

强政策引领。持续推进实施《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和《母乳喂养促

进行动计划（2021-2025年）》，指导各地实施儿童营养改善行动，强化儿童营

养喂养与运动指导。加强前端营养健康监测。将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监测纳

入中国居民慢性病与营养监测内容，动态了解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为优化

完善营养不良应对策略提供支撑。补齐不发达地区短板。推进实施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脱贫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农村和脱贫地区儿童营养

状况持续提升。2020年，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下降至7%以下，低体重率下降

至5%以下，农村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从2015年的11.3%下降至5.8%。6-17岁

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率从4.7%降到了2.2%。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推动构建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加强耕地保护和建

设，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和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

控制线。持续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耕地质量，推动科技成为农业农村经济增长最

重要的驱动力。截至2022年底，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0.37亿亩，累计建成10

亿亩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比2014年提高0.35个等级，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加速

改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2%，粮食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取得了节

水抗旱小麦、超级稻等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超过80%，特别是小麦的综合机械化率超过97%，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以建

链补链强链为抓手，积极探索以粮食产业链优势端带动向上下游延伸，挖掘从田

间到餐桌全产业链条的增值潜力。通过树立优粮优价导向，构建小农户与龙头企

业的利益联结机制，从根本上提高小农户应对风险能力，让农民更多分享粮食产

业增值收益，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保障农村基本生产要素可及性，农民收入水平稳步增长。推动基本生产要素

改革，开展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截至2023年2月底，中国家庭农场数量达到400.4万个，农民合作社达222.9

万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可及性。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2021年底，

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8.88万亿，较年初增长17.48%，超过各项贷款平均增速6.19

个百分点，累计为1.56亿农户开展信用评定；2022年，农业保险为1.69亿户次农

户提供风险保障4.57万亿元。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133元，

实际增长4.2%，较2015年将近翻了一番（图2-2）；2015年至2022年间增速均高

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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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始终将人民生命健康摆在第一位，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2015年以来，中国全民

健康覆盖体系逐步完善，健康生活方式逐渐形成，健康环境明显改善，健康

水平持续提升。同时，中国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积极开展卫生国

际合作和对外援助，为全球落实健康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妇幼健康目标提前实现，全人群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中国先后实施“母

婴安全行动计划”“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健康儿童行动计划”和“健康儿

童行动提升计划”，切实防范妊娠风险，提高新生儿危重症救治能力，加强儿童

健康服务能力，持续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2015年至2022年，中国孕产妇死亡

率从20.1/10万降至15.7/10万（图3-1），住院分娩率稳定在99%以上；5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从10.7‰降至6.8‰，婴儿死亡率从8.1‰降至4.9‰（图3-2）；5岁以

下儿童生长迟缓率控制在5%以下，已达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关于妇幼健康

的目标。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岁提升到2021年的78.2岁，全人群主

发展绿色食品，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

30多年来，中国坚持推进绿色食品生产，积极引领绿色消费，在推动农业绿

色转型发展，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促进农民增收，满足城乡居民对高品质

农产品需求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中国通过采取推广应用绿色生产技术、落实标准化生产，严格审查监管、确

保绿色食品产品质量，以及扩大品牌宣传、培育消费市场等措施，推动中国绿色

食品发展取得显著成果。一是生产规模持续扩大。2015年至2022年，绿色食品生

产主体总数从9579家发展到25928家，年均增长15.3％，绿色食品产品总数从

23386个增加到55482个，年均增长13.1%。绿色食品生产主体包括基本覆盖了中国

主要大宗农产品及加工产品。二是生态效益日益显现。2009年至2018年10年，累

计减少化学氮肥投入1458万吨，减少农药投入54.2万吨，温室气体减排5558万吨，

创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3.2万亿元。三是品牌价值不断提升。2022年，绿色食品国

内销售额达5397.6亿元，出口额31.4亿美元。绿色食品标志商标先后在11个国家、

地区和国际组织成功注册。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积累了以下经验。一是标准化、品牌化与产业化结合。推

行标准化生产模式，强化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了农业提质增效，带动

了农民增收致富。二是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结合。坚持走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化的发展道路，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要素，转化为经济优势和市场价值。

三是政府引导、市场拉动与社会参与结合。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在规划指导、政策

支持、资金投入、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推动作用，积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

定性作用，同时，凝聚科研机构、检测检验、社会团体、行业专家等资源力量，

共同为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保障。

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创新，推动种业加快振兴。积极开展农业种质资源普查。

截至2022年底，已全部完成共2323个县的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新收集种质

资源12.4万份。加大资源保护力度，持续建设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农业微生物

种质资源库、家畜基因库等，种质保存总量居世界前列。大力提升育种自主创新能

力，建设种业领域国家重大创新平台，扎实推进育种联合攻关，加快培育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突破性品种，同时启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加快生物育种产业化步

伐。截至2022年底，中国农作物种源自给率超过95%。

推动粮农领域国际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通过多边机构提供粮食

或农业援助。中国在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项下，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合

作在30多个国家实施了40多个项目。自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

设立以来，已累计向粮农组织捐赠1.3亿美元，实施了29个南南合作项目，通过

培训交流、实地考察、专家派遣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农业生产能力。

在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项下，累计有300多名中国专家参与

分享中国经验和技术，10万小农直接受益并有数百万小农间接受益。2015年至

2022年，中国还通过双边渠道累计向9个国别派出261人次农业专家，向140多个

发展中国家开展农业涉外培训412期、累计12132人次接受培训。积极开展农业境

外投资。截至2021年底，共有1000余家境内企业在境外设立超1700家农业企业，

覆盖近120个国家和地区。2021年投资流量总额为9.3亿美元，投资存量总额为

188.2亿美元。深度参与全球农业贸易治理。积极参与世贸组织农业谈判，推动

达成《内罗毕部长宣言》中关于取消农业出口补贴的决定，积极促成世贸组织第

12届部长级会议达成《关于紧急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的部长宣言》《关于世界粮食

计划署购粮免除出口禁止或限制的部长决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呼吁削减

少数发达成员拥有的综合支持量特权。

要健康指标显著提升，位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重视国民营养需求，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和生长发育水平持续改善。加

强政策引领。持续推进实施《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和《母乳喂养促

进行动计划（2021-2025年）》，指导各地实施儿童营养改善行动，强化儿童营

养喂养与运动指导。加强前端营养健康监测。将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监测纳

入中国居民慢性病与营养监测内容，动态了解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为优化

完善营养不良应对策略提供支撑。补齐不发达地区短板。推进实施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脱贫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农村和脱贫地区儿童营养

状况持续提升。2020年，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下降至7%以下，低体重率下降

至5%以下，农村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从2015年的11.3%下降至5.8%。6-17岁

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率从4.7%降到了2.2%。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推动构建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加强耕地保护和建

设，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和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

控制线。持续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耕地质量，推动科技成为农业农村经济增长最

重要的驱动力。截至2022年底，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0.37亿亩，累计建成10

亿亩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比2014年提高0.35个等级，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加速

改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2%，粮食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取得了节

水抗旱小麦、超级稻等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超过80%，特别是小麦的综合机械化率超过97%，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以建

链补链强链为抓手，积极探索以粮食产业链优势端带动向上下游延伸，挖掘从田

间到餐桌全产业链条的增值潜力。通过树立优粮优价导向，构建小农户与龙头企

业的利益联结机制，从根本上提高小农户应对风险能力，让农民更多分享粮食产

业增值收益，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保障农村基本生产要素可及性，农民收入水平稳步增长。推动基本生产要素

改革，开展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截至2023年2月底，中国家庭农场数量达到400.4万个，农民合作社达222.9

万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可及性。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2021年底，

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8.88万亿，较年初增长17.48%，超过各项贷款平均增速6.19

个百分点，累计为1.56亿农户开展信用评定；2022年，农业保险为1.69亿户次农

户提供风险保障4.57万亿元。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133元，

实际增长4.2%，较2015年将近翻了一番（图2-2）；2015年至2022年间增速均高

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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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始终将人民生命健康摆在第一位，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2015年以来，中国全民

健康覆盖体系逐步完善，健康生活方式逐渐形成，健康环境明显改善，健康

水平持续提升。同时，中国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积极开展卫生国

际合作和对外援助，为全球落实健康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妇幼健康目标提前实现，全人群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中国先后实施“母

婴安全行动计划”“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健康儿童行动计划”和“健康儿

童行动提升计划”，切实防范妊娠风险，提高新生儿危重症救治能力，加强儿童

健康服务能力，持续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2015年至2022年，中国孕产妇死亡

率从20.1/10万降至15.7/10万（图3-1），住院分娩率稳定在99%以上；5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从10.7‰降至6.8‰，婴儿死亡率从8.1‰降至4.9‰（图3-2）；5岁以

下儿童生长迟缓率控制在5%以下，已达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关于妇幼健康

的目标。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岁提升到2021年的78.2岁，全人群主

南南合作助力乌干达农业转型

长期以来，中国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简称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展的南

南合作，在全球粮农治理领域被誉为典范。在此合作框架下，2012—2014年、

2016—2018年中国与乌干达成功实施了两期南南合作项目，全面提升了乌干达农

牧渔业技术水平，提高了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质量。依托项目建成的“中乌农业

合作产业园”被中国农业农村部认定为首批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成为中国—联

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的样板项目，荣获“首届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最佳减贫

案例”。

2022年11月中旬，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乌干达第三期南南合作项目正式

启动，9名中国农业专家顺利抵达乌干达，执行为期三年的农业技术合作任务，重

点加强水稻、水产、畜牧三大领域合作。此外，乌干达政府已决定出资约962万美

元，在联合国粮农组织设立单边信托基金用于支持中乌第三期南南合作项目。这

是迄今为止，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框架下东道国政府提供的最大规模

捐款，也是成功利用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撬动东道国资金支

持，提升东道国参与主体性的典范。

二、基本经验

一是科技驱动，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中国积极推

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农业现代化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必由之路。中国高度重

视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将农业技术推广放在重要位置，围绕农业领域技术

难题推动产学研一体化，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

二是加强调控，完善粮食市场体系。注重规划引领，实施最低收购价等政策，

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合理确定中央和地方粮食储备的功能定位，充分发挥粮食

储备功能。培育大型跨国粮食企业与中小粮企协同发展市场格局。构建国家粮食

电子交易平台，加强对粮食交易体系的宏观调控。

三是合作共赢，维护世界粮食安全。中国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农业

领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促进全球粮食安全。中国积极践行

自由贸易理念，参与世界粮食安全治理，提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

三、下一步工作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中国农业

大而不强、生产成本持续提高等都是中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

关键问题。中国将继续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持续推动乡村振兴，推动农民增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

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培育乡村新产业、

新业态，积极稳妥推进乡村旅游、农村电商发展。确保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拓宽

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二是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推动农业绿色全面转型。加强高

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支撑，稳定

粮食种植面积、持续提高单产。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强长江、黄河等重点

流域生态环境治理。

三是坚持开放共享，深化农业国际合作。加快构建新型农业对外合作伙伴关

系，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农业农村合作，扩大农业对外投资。积极开展粮食

和农业对外援助，深度参与全球粮农治理，努力解决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规则

赤字”。

要健康指标显著提升，位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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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国民营养需求，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和生长发育水平持续改善。加

强政策引领。持续推进实施《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和《母乳喂养促

进行动计划（2021-2025年）》，指导各地实施儿童营养改善行动，强化儿童营

养喂养与运动指导。加强前端营养健康监测。将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监测纳

入中国居民慢性病与营养监测内容，动态了解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为优化

完善营养不良应对策略提供支撑。补齐不发达地区短板。推进实施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脱贫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农村和脱贫地区儿童营养

状况持续提升。2020年，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下降至7%以下，低体重率下降

至5%以下，农村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从2015年的11.3%下降至5.8%。6-17岁

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率从4.7%降到了2.2%。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推动构建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加强耕地保护和建

设，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和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

控制线。持续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耕地质量，推动科技成为农业农村经济增长最

重要的驱动力。截至2022年底，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0.37亿亩，累计建成10

亿亩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比2014年提高0.35个等级，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加速

改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2%，粮食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取得了节

水抗旱小麦、超级稻等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超过80%，特别是小麦的综合机械化率超过97%，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以建

链补链强链为抓手，积极探索以粮食产业链优势端带动向上下游延伸，挖掘从田

间到餐桌全产业链条的增值潜力。通过树立优粮优价导向，构建小农户与龙头企

业的利益联结机制，从根本上提高小农户应对风险能力，让农民更多分享粮食产

业增值收益，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保障农村基本生产要素可及性，农民收入水平稳步增长。推动基本生产要素

改革，开展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截至2023年2月底，中国家庭农场数量达到400.4万个，农民合作社达222.9

万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可及性。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2021年底，

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8.88万亿，较年初增长17.48%，超过各项贷款平均增速6.19

个百分点，累计为1.56亿农户开展信用评定；2022年，农业保险为1.69亿户次农

户提供风险保障4.57万亿元。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133元，

实际增长4.2%，较2015年将近翻了一番（图2-2）；2015年至2022年间增速均高

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中国始终将人民生命健康摆在第一位，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2015年以来，中国全民

健康覆盖体系逐步完善，健康生活方式逐渐形成，健康环境明显改善，健康

水平持续提升。同时，中国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积极开展卫生国

际合作和对外援助，为全球落实健康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妇幼健康目标提前实现，全人群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中国先后实施“母

婴安全行动计划”“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健康儿童行动计划”和“健康儿

童行动提升计划”，切实防范妊娠风险，提高新生儿危重症救治能力，加强儿童

健康服务能力，持续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2015年至2022年，中国孕产妇死亡

率从20.1/10万降至15.7/10万（图3-1），住院分娩率稳定在99%以上；5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从10.7‰降至6.8‰，婴儿死亡率从8.1‰降至4.9‰（图3-2）；5岁以

下儿童生长迟缓率控制在5%以下，已达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关于妇幼健康

的目标。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岁提升到2021年的78.2岁，全人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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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科技驱动，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中国积极推

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农业现代化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必由之路。中国高度重

视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将农业技术推广放在重要位置，围绕农业领域技术

难题推动产学研一体化，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

二是加强调控，完善粮食市场体系。注重规划引领，实施最低收购价等政策，

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合理确定中央和地方粮食储备的功能定位，充分发挥粮食

储备功能。培育大型跨国粮食企业与中小粮企协同发展市场格局。构建国家粮食

电子交易平台，加强对粮食交易体系的宏观调控。

三是合作共赢，维护世界粮食安全。中国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农业

领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促进全球粮食安全。中国积极践行

自由贸易理念，参与世界粮食安全治理，提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

三、下一步工作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中国农业

大而不强、生产成本持续提高等都是中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

关键问题。中国将继续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持续推动乡村振兴，推动农民增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

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培育乡村新产业、

新业态，积极稳妥推进乡村旅游、农村电商发展。确保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拓宽

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二是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推动农业绿色全面转型。加强高

标准农田建设，推动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支撑，稳定

粮食种植面积、持续提高单产。推进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强长江、黄河等重点

流域生态环境治理。

三是坚持开放共享，深化农业国际合作。加快构建新型农业对外合作伙伴关

系，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农业农村合作，扩大农业对外投资。积极开展粮食

和农业对外援助，深度参与全球粮农治理，努力解决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规则

赤字”。

要健康指标显著提升，位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重视国民营养需求，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和生长发育水平持续改善。加

强政策引领。持续推进实施《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和《母乳喂养促

进行动计划（2021-2025年）》，指导各地实施儿童营养改善行动，强化儿童营

养喂养与运动指导。加强前端营养健康监测。将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监测纳

入中国居民慢性病与营养监测内容，动态了解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状况，为优化

完善营养不良应对策略提供支撑。补齐不发达地区短板。推进实施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脱贫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农村和脱贫地区儿童营养

状况持续提升。2020年，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下降至7%以下，低体重率下降

至5%以下，农村6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从2015年的11.3%下降至5.8%。6-17岁

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率从4.7%降到了2.2%。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推动构建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加强耕地保护和建

设，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和15.46亿亩永久基本农田

控制线。持续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耕地质量，推动科技成为农业农村经济增长最

重要的驱动力。截至2022年底，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0.37亿亩，累计建成10

亿亩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比2014年提高0.35个等级，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加速

改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2%，粮食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取得了节

水抗旱小麦、超级稻等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超过80%，特别是小麦的综合机械化率超过97%，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以建

链补链强链为抓手，积极探索以粮食产业链优势端带动向上下游延伸，挖掘从田

间到餐桌全产业链条的增值潜力。通过树立优粮优价导向，构建小农户与龙头企

业的利益联结机制，从根本上提高小农户应对风险能力，让农民更多分享粮食产

业增值收益，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保障农村基本生产要素可及性，农民收入水平稳步增长。推动基本生产要素

改革，开展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截至2023年2月底，中国家庭农场数量达到400.4万个，农民合作社达222.9

万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可及性。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2021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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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
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3

一、落实进展

中国始终将人民生命健康摆在第一位，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2015年以来，中国全民

健康覆盖体系逐步完善，健康生活方式逐渐形成，健康环境明显改善，健康

水平持续提升。同时，中国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积极开展卫生国

际合作和对外援助，为全球落实健康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妇幼健康目标提前实现，全人群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中国先后实施“母

婴安全行动计划”“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健康儿童行动计划”和“健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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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服务能力，持续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2015年至2022年，中国孕产妇死亡

率从20.1/10万降至15.7/10万（图3-1），住院分娩率稳定在99%以上；5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从10.7‰降至6.8‰，婴儿死亡率从8.1‰降至4.9‰（图3-2）；5岁以

下儿童生长迟缓率控制在5%以下，已达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关于妇幼健康

的目标。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岁提升到2021年的78.2岁，全人群主

20

要健康指标显著提升，位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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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健康指标显著提升，位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图3-1孕产妇死亡率（2015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6-2021）》，国家卫生健康委。

图3-2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2015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6-2021）》，国家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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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覆盖持续推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公平性、可负担性不断

提升。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城乡居民的医疗服务可及性

显著提升。2015年至2022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701.52万张从增加到975

万张；卫生技术人员人数从800.75万人增长到1165.8万人（图3-3）。其中，基

层医疗服务网络和卫生服务队伍建设显著提升。截至2021年底，约90%的城乡家

庭15分钟内能到达最近的医疗点，12类和其他16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免费向

城乡居民提供。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财政补助标准从2015年的40元稳步提

高至2022年的84元。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基本建成了以基

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疗保险等共同发展的多层次医疗保

障制度体系。2015年以来，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全国卫生

总费用个人现金支出比例持续下降。农村贫困地区卫生健康服务条件和水平全面

改善。通过实施健康扶贫工程，消除了农村贫困、偏远地区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

构和医务人员“空白点”，累计帮助近1000万因病致贫返贫家庭成功摆脱贫困。

此外，中国还加大应用数字技术解决卫生健康领域发展不平衡和可及性问题。

要健康指标显著提升，位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图3-3卫生技术人员人数和医疗机构床位数（2015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6-2021）》，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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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健康指标显著提升，位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承德市围场县通过智慧分级诊疗系统实现医疗资源跨区共享

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辖区辽阔，是河北省面积最大的县，也是原国

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脱贫摘帽之前，围场县发展基础较差，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不足，百姓看病远、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等问题突

出。针对这些问题，承德市围场县在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过程中，

利用“互联网+”技术，探索建立了整合医疗资源，优化服务管理，构建区域影像信

息共享和远程诊断的智慧分级诊疗系统，借助远程诊断技术手段，形成了“智慧分

级诊疗”模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了基层贫困患者就医就诊的及时性、

有效性，减轻了贫困人口就医压力，实现了城乡医疗资源共享。

“智慧分级诊疗”模式开展以来，解决就近看病9万余人次，相对累计节约成本

两千余万元，为京津冀等周边地区医院分流病人10万余人次。实现县外就诊患者

回流、县内基层首诊“双增长”，基本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

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艾滋病、结核病、疟疾等重大传染病防范体系不断巩

固。中国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实事求是、因时因势调整优化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措施，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

低水平，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为世界抗疫斗争作出了重要

贡献。中国已经彻底消灭了天花、脊灰、疟疾等传染病。艾滋病经输血传播基本阻

断，艾滋病母婴传播率由未干预时的34.8%下降到3%。全国孕产妇梅毒、乙肝的检

测率均在99%以上。重点寄生虫病人群感染率每流行季病例数成功降低到个位数水

平。结核病患者治愈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

持续健全重大慢性病综合防治体系，为居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中

国高度重视慢性病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加强医防融合，制定并实施慢性病综

合防治战略。2015年至2022年，中国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从18.5%下降到15.2%。

将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纳入居民医保保障范围，降低居民慢性疾病治疗负担，

惠及1.4亿慢病居民。城乡基层服务能力显著提升。2022年，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免费接受健康管理的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患者人数分别超过1亿人和3700万人；超过

1亿65岁以上老年人获得健康管理服务。妇女宫颈癌筛查持续扩面。2023年，中国

印发《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2023-2030年）》，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提出

的“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截至目前，宫颈癌免费筛查已扩展至全国2665个

县（市、区），占比94%。

完善疫苗、药品供应保障机制，群众医药负担持续下降。保障新冠疫苗专项研

发、生产和供应。截至2023年4月27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49474.0万剂次。持续推动医药集中采购工作。

自2018年以来，国家组织集中带量采购8批333种药品、平均降价超50%，集采3批耗

材、平均降价超80%，优质药耗可及性显著提升；连同地方联盟采购，累计减负约

5000亿元。鼓励药物研制和创新。建立加快药物上市注册通道，依法依规加快审评

审批，提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效率。2018年至2022年，批准了106个创新药上

市，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用药需求。

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控制健康影响因素，改善生产生活环境。颁布实施《基本

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各级政府健康优先发展的主体责任，“将健康理念融

入各项政策”和“建立健康影响评价制度”正式写入法律。构建道路运输安全协同监

管机制，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和监管水平。与2015年相比，2022年一次死亡3人以上较

大事故起数下降60.9%。修订并实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将生活饮用水卫生管

理规范纳入法定标准。认真履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22年，各级

党政机关基本建成无烟机关，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与既往调查相比呈下降趋势。健

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印发并实施《国家

职业病防治规划（2021-2025年）》，完善职业健康治理体系。

加强国际卫生合作与对外援助，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坚持正确

义利观，在对外抗疫援助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实施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紧急人道主义行动。积极开展肿瘤防治等慢性疾病

防治的国际卫生合作。实施中国—东盟“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计划”“健康丝绸之路

人才培养计划”等能力建设项目，建立了中国—东盟医院联盟平台，支持东盟提高

卫生服务水平。开展援外医疗60年来，中国共派遣援外医疗队员3万人次，诊治患

者2.9亿人次，培养当地医疗人员10万余人。截至2023年7月，中国与41国的46家医

院建立对口合作关系，共建25个临床重点专科中心，填补数千项技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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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健康指标显著提升，位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艾滋病、结核病、疟疾等重大传染病防范体系不断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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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因时因势调整优化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措施，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

低水平，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为世界抗疫斗争作出了重要

贡献。中国已经彻底消灭了天花、脊灰、疟疾等传染病。艾滋病经输血传播基本阻

断，艾滋病母婴传播率由未干预时的34.8%下降到3%。全国孕产妇梅毒、乙肝的检

测率均在99%以上。重点寄生虫病人群感染率每流行季病例数成功降低到个位数水

平。结核病患者治愈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

持续健全重大慢性病综合防治体系，为居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中

国高度重视慢性病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加强医防融合，制定并实施慢性病综

合防治战略。2015年至2022年，中国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从18.5%下降到15.2%。

将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纳入居民医保保障范围，降低居民慢性疾病治疗负担，

惠及1.4亿慢病居民。城乡基层服务能力显著提升。2022年，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免费接受健康管理的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患者人数分别超过1亿人和3700万人；超过

1亿65岁以上老年人获得健康管理服务。妇女宫颈癌筛查持续扩面。2023年，中国

印发《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2023-2030年）》，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提出

的“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截至目前，宫颈癌免费筛查已扩展至全国2665个

县（市、区），占比94%。

完善疫苗、药品供应保障机制，群众医药负担持续下降。保障新冠疫苗专项研

发、生产和供应。截至2023年4月27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49474.0万剂次。持续推动医药集中采购工作。

自2018年以来，国家组织集中带量采购8批333种药品、平均降价超50%，集采3批耗

材、平均降价超80%，优质药耗可及性显著提升；连同地方联盟采购，累计减负约

5000亿元。鼓励药物研制和创新。建立加快药物上市注册通道，依法依规加快审评

审批，提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效率。2018年至2022年，批准了106个创新药上

市，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用药需求。

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控制健康影响因素，改善生产生活环境。颁布实施《基本

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各级政府健康优先发展的主体责任，“将健康理念融

入各项政策”和“建立健康影响评价制度”正式写入法律。构建道路运输安全协同监

管机制，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和监管水平。与2015年相比，2022年一次死亡3人以上较

大事故起数下降60.9%。修订并实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将生活饮用水卫生管

理规范纳入法定标准。认真履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22年，各级

党政机关基本建成无烟机关，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与既往调查相比呈下降趋势。健

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印发并实施《国家

职业病防治规划（2021-2025年）》，完善职业健康治理体系。

加强国际卫生合作与对外援助，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坚持正确

义利观，在对外抗疫援助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实施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紧急人道主义行动。积极开展肿瘤防治等慢性疾病

防治的国际卫生合作。实施中国—东盟“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计划”“健康丝绸之路

人才培养计划”等能力建设项目，建立了中国—东盟医院联盟平台，支持东盟提高

卫生服务水平。开展援外医疗60年来，中国共派遣援外医疗队员3万人次，诊治患

者2.9亿人次，培养当地医疗人员10万余人。截至2023年7月，中国与41国的46家医

院建立对口合作关系，共建25个临床重点专科中心，填补数千项技术空白。



中国始终将人民生命健康摆在第一位，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2015年以来，中国全民

健康覆盖体系逐步完善，健康生活方式逐渐形成，健康环境明显改善，健康

水平持续提升。同时，中国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积极开展卫生国

际合作和对外援助，为全球落实健康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妇幼健康目标提前实现，全人群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中国先后实施“母

婴安全行动计划”“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健康儿童行动计划”和“健康儿

童行动提升计划”，切实防范妊娠风险，提高新生儿危重症救治能力，加强儿童

健康服务能力，持续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2015年至2022年，中国孕产妇死亡

率从20.1/10万降至15.7/10万（图3-1），住院分娩率稳定在99%以上；5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从10.7‰降至6.8‰，婴儿死亡率从8.1‰降至4.9‰（图3-2）；5岁以

下儿童生长迟缓率控制在5%以下，已达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关于妇幼健康

的目标。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岁提升到2021年的78.2岁，全人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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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在做好国内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向其他国

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2020年初，中国正在抗击疫情的紧要关头，国际社会以各种方式向中国提供

了宝贵的支持。在国内抗疫取得阶段性成效后，中国克服诸多困难，尽己所能向

国际社会和其他国家提供抗疫医疗物资，派出抗疫专家开展技术援助，并提供现

汇援助和债务免除等援助。

3年多来，中国共向全球151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提供检测试剂、防护服、

口罩等抗疫物资数千亿件，累计发运物资5246吨，向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提供22亿剂疫苗。向34个国家派出了38批次抗疫专家组，遍及11个亚洲国家、

18个非洲国家、2个美洲国家和3个欧洲国家。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10多个国

际和区域组织共同举办视频会议约1500场，分享防护、救治、疫苗药物研发等经

验；制作多语种预防指南短视频推介到120多个国家，弥补疫情防治知识空白。

中国政府还积极与国际组织和全球各类区域组织等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并在相应

框架下实施抗疫援助，特别是疫苗援助。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保护人民生命权和健康权，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纳入国家发展全局。

中国将健康优先理念及相关发展目标融入国家规划。2016年，中国提出“全面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此后，连续出台了系列实施意见、专项行动

计划和立法，成立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并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中提出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远景目标。

二是将卫生事业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工作协同推进，为现代化建设夯实基

础。中国将人民健康作为全面实现小康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多

部门联合制定工作方案，精准施策、动态监测等政策措施，从供需两个方面有效

防止贫困人口因病致贫返贫风险，提升贫困地区健康服务保障和服务水平，形成

了促进全民健康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中国始终将人民生命健康摆在第一位，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2015年以来，中国全民

健康覆盖体系逐步完善，健康生活方式逐渐形成，健康环境明显改善，健康

水平持续提升。同时，中国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积极开展卫生国

际合作和对外援助，为全球落实健康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妇幼健康目标提前实现，全人群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中国先后实施“母

婴安全行动计划”“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健康儿童行动计划”和“健康儿

童行动提升计划”，切实防范妊娠风险，提高新生儿危重症救治能力，加强儿童

健康服务能力，持续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2015年至2022年，中国孕产妇死亡

率从20.1/10万降至15.7/10万（图3-1），住院分娩率稳定在99%以上；5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从10.7‰降至6.8‰，婴儿死亡率从8.1‰降至4.9‰（图3-2）；5岁以

下儿童生长迟缓率控制在5%以下，已达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关于妇幼健康

的目标。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岁提升到2021年的78.2岁，全人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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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健康指标显著提升，位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健康减贫的中国实践

按照国家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部署，在脱贫攻坚时期，中国将基本医疗有

保障作为脱贫标准的核心指标，组织15个部门联合印发实施健康扶贫工程的指

导意见。精准掌握贫困人口患病情况，并开展集中大病救治、慢病签约和重病

兜底保障。着力改善贫困地区的医疗服务条件和能力，填补乡、村基层卫生机

构和人员“空白点”，从供需两个方面有效防止因病返贫致贫。

脱贫攻坚胜利后，组织13个部门联合印发巩固拓展健康扶贫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完成工作机制和政策措施衔接，建立完善全国防止因

病返贫动态监测系统，对具有因病返贫风险人群和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机构、人

员开展动态监测，切实防止发生规模性因病返贫，守住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全覆

盖的底线。同时，持续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深入推进重点地区重大疾

病综合防控，全面提升农村群众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从源头上预防因病致贫

返贫。

三是围绕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两大核心任务，循序渐进推进卫生健康事业体系

建设和改革创新。中国卫生事业发展始终立足于人民需求和本国实际，最初创造

性地建立“低水平、广覆盖”“重基层、预防为主”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然后

不断提升全民健康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和公平性。坚持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

共产品向全民提供，不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夯实基层医疗服务体系，推进

医防融合，加强卫生体系韧性，促进医疗卫生创新。

四是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推动全民共建共享。中国颁布实施《基本医疗卫

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各级政府健康优先发展的主体责任，“将健康理念融入

各项政策”和“建立健康影响评价制度”正式写入法律。强调政府、社会、个人

共建共享的健康理念，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三、下一步工作

一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防范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风险。在对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全面科学总结的基础上，更加科学、精准、高效做好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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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工作。提升疫情监测水平，推进疫苗۞代升级和新药研制，创新医防协同机

制，加紧建立平急结合的卫生应急体系。

二是以公ᄞ性为˟、以基层为重ག，进一步提升医保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的公平性、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坚持“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

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工作方ኍ，促进医

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不断提升

基层医疗卫生能力。加大数字技术在健康领域应用，促进卫生健康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三是坚持“大卫生、大健康”ေঐ，持续改善影响健康的社会和环境因素。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加强重大传染病、地方病和慢性病综合防控。开展Һ国卫生

运动，提升国民健康教育水平。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

务保障。优化生育政策，发展普惠式托育服务。持续改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加

强环境治理，推进健康影响评价机制。

四是全方位推进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积

极履行国际义务，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更好发挥作用。加强国际间

传染病风险监测预য়、信တ互通和技术合作。创新卫生援助机制与合作模式。进

一步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强政策ࠏ通、经验分享。

二、基本经验

一是͖化ᮇ层设ᝠ，以规ѳૉळஔ育发展方Ք。中国始终在国家、区域和专

项规划指引下推进教育事业发展，使教育与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与人民群

众期待相契合、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配。例如，国家五年规划、《中国教

育现代化2035》、教育脱贫攻坚规划等，从教育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科学క划教

育发展战略方向、空间布局和要素配置，充分发挥了规划对教育发展的指引作用。

二是不断˟动ቊᆡ，以重ག改革ࣜ动全面进步。中国政府从实际出发，௯准

教育事业发展的突出瓶颈、主要短板和体制机制障碍，确定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例如，坚定不ᅎ推进“双减”，加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考试

ቲ生制度改革，推动教育评价改革等等。中国教育事业的不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在改革中实现突破，从而推动了教育事业全面发展进步。

三是ฌ重ߚᠲᑟ，推进͖质ஔ育资源广泛共享。中国政府坚持创新思ྼ和

发展ᄅ光，注重数字化对于教育发展的重大意义。数字化成为中国提高优质教育

资源覆盖面、公平性、普惠性和整体教育质量新的重要手。中国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通过教育数字化，确保“ཕੜ不ཕ学”；在后疫情时代持续构建互联互通、

共建共享的数字教育平台体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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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进展

中国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自

2012年以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保持在

4%以上，中国教育普及水平不断提高，国民受教育机会进一步扩大，受教

育程度进一步提升。目前，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

育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

强化政ऊ˟体᠊任，˧务ஔ育యᅌ͖质کᛦ的方Ք发展。义务教育发

展均衡程度显著提高。截至2021年底，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2895个县，全部通过了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家۽导评ࠚ

认定，标志着义务教育事业正在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进。城乡义

务教育普及程度保持较高水平。2015年至2022年，中央财政共安排城乡义

务教育补助经费12410亿元，支持建立和巩固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特设岗位计划和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2015年至2022年，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净

入学率3和初中ற入学率4分别保持在99.9%和100%以上，৵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5从93.0%提高到95.5%。中国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坚持公ᄞৼ基本方Ք，ߦ前ஔ育的覆盖面和ৼ性௭ᗃ提升。自2011年以

来，中国以县为单位连续编制实施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明确加快发展学前教育

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2015年至2022年，中央财政共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

资金1390亿元，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扩大普惠资源，完善普惠保障机制，提高

保教质量。学前教育普及程度方面，2015年至2022年，学前教育在园幼儿规模

从4264.83万人增至4627.55万人；全国3-5岁幼儿ற入园率从75.0%稳步提升至

89.7%，提高了14.7个百分点（图4-1）；学前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入国

家平均水平。幼儿园性质方面，2017年至2022年，普惠性幼儿园6占全国幼儿园

比例从64.5%提高到84.96%，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全国在园幼儿的比例从

70.6%提高到89.55%。

二、基本经验

一是͖化ᮇ层设ᝠ，以规ѳૉळஔ育发展方Ք。中国始终在国家、区域和专

项规划指引下推进教育事业发展，使教育与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与人民群

众期待相契合、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配。例如，国家五年规划、《中国教

育现代化2035》、教育脱贫攻坚规划等，从教育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科学క划教

育发展战略方向、空间布局和要素配置，充分发挥了规划对教育发展的指引作用。

二是不断˟动ቊᆡ，以重ག改革ࣜ动全面进步。中国政府从实际出发，௯准

教育事业发展的突出瓶颈、主要短板和体制机制障碍，确定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例如，坚定不ᅎ推进“双减”，加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考试

ቲ生制度改革，推动教育评价改革等等。中国教育事业的不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在改革中实现突破，从而推动了教育事业全面发展进步。

三是ฌ重ߚᠲᑟ，推进͖质ஔ育资源广泛共享。中国政府坚持创新思ྼ和

发展ᄅ光，注重数字化对于教育发展的重大意义。数字化成为中国提高优质教育

资源覆盖面、公平性、普惠性和整体教育质量新的重要手。中国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通过教育数字化，确保“ཕੜ不ཕ学”；在后疫情时代持续构建互联互通、

共建共享的数字教育平台体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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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是指小学教育在校学龄人口数占小学教育国家规定年龄组人口总数的百分比，是
Ӏ各地不同入学年龄和学制分别计算的。
� ற入学率，是指గ一级教育不分年龄的在校学生总数占级教育国家规定年龄组人口数的百分比。由于包
。非正规年龄组（低领或超龄）学生，ற入学率可能会超过100%ࡤ
5  ৵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是指初中毕业Ӭ学生数占年级入小学一年级时学生数的百分比。
�  普惠性幼儿园是指以政府指导价收取保育费和住໔费的幼儿园，包括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举办的公办性质
幼儿园，以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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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以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保持在

4%以上，中国教育普及水平不断提高，国民受教育机会进一步扩大，受教

育程度进一步提升。目前，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

育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

强化政ऊ˟体᠊任，˧务ஔ育యᅌ͖质کᛦ的方Ք发展。义务教育发

展均衡程度显著提高。截至2021年底，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2895个县，全部通过了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家۽导评ࠚ

认定，标志着义务教育事业正在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进。城乡义

务教育普及程度保持较高水平。2015年至2022年，中央财政共安排城乡义

务教育补助经费12410亿元，支持建立和巩固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特设岗位计划和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2015年至2022年，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净

入学率3和初中ற入学率4分别保持在99.9%和100%以上，৵年义务教育巩固

率5从93.0%提高到95.5%。中国义务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坚持公ᄞৼ基本方Ք，ߦ前ஔ育的覆盖面和ৼ性௭ᗃ提升。自2011年以

来，中国以县为单位连续编制实施学前教育行动计划，明确加快发展学前教育

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2015年至2022年，中央财政共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

资金1390亿元，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扩大普惠资源，完善普惠保障机制，提高

保教质量。学前教育普及程度方面，2015年至2022年，学前教育在园幼儿规模

从4264.83万人增至4627.55万人；全国3-5岁幼儿ற入园率从75.0%稳步提升至

89.7%，提高了14.7个百分点（图4-1）；学前教育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入国

家平均水平。幼儿园性质方面，2017年至2022年，普惠性幼儿园6占全国幼儿园

比例从64.5%提高到84.96%，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全国在园幼儿的比例从

70.6%提高到89.55%。

图�-1 ߥґஓᐱࣶچڙ儿ഴ和ඏ入چ率（2015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教育部。

二、基本经验

一是͖化ᮇ层设ᝠ，以规ѳૉळஔ育发展方Ք。中国始终在国家、区域和专

项规划指引下推进教育事业发展，使教育与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与人民群

众期待相契合、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配。例如，国家五年规划、《中国教

育现代化2035》、教育脱贫攻坚规划等，从教育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科学క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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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ஔ育、ᐌ业ஔ育和ᰴ等ஔ育稳步发展，ҷ动力ட体素质持续提ᰴ。

实施《高中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着力扩大教育资源，改

善教育基础ԋෑ县普通高中办学条件。高中7ற入学率从2015年的87.0%提高

到2022年的91.6%。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15年以来，中职

就业率（ࡤ升学）稳定在96%以上，高职在91%以上。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中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

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新2015。年至2022年，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和ற入学率

稳步提升，2022年分别达到4655万和59.6%（图4-2）。2022年，中国16岁至59岁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0.93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4年。

面对近年来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中国政府从供给֨和需求֨双向发力，全力促进

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  高中包括普通高中、成人高中、中等职业学校。

图�-2ᰳኍஓᐱߥڙ总ഴ和ඏ入ߥ率（2015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教育部。

加强ीҹ群体保护，人民群众的平等Ԫஔ育权得到有力保障。持续推动教育

性别平等。中国女性受教育机会显著增加，女性受教育程度普Փ提高，ఴ女受教

育差距基本消除。高度重视特教育事业发展。自2014年起，中国政府连续实施

三期特教育提升计划；自2016年起，义务教育特教学校和ໜӬ就܁残疾学

生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提高到6000元，达到普通学生的6-8Ԡ；中央财政特教育

专项补助经费从2016年的4.1亿元提升至2022年的5亿元；特教育学校和专任教

均显著增加。截至2022年，全国特教育在校生92万人，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

育入学率达95%以上。为ෑ势群体提供其他教育和技能培训。残疾人高中教

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加快发展；全国1万余所职业学校每年开展各种培训上亿

人次，每年有30万左右的退役ਬ人、下岗待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等

社会生源接受职业教育。2013年至2020年，累计有800多万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

业教育，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ڿ。

将可持续发展融入ஔ育体系，增强民众可持续发展ਓ识。中国把可持续发展

科学知识、价值观念与实施素质教育相结合，注重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

可持续行为သ࠹与生活方式。把可持续发展理念、内容有机าཪ到物理、化学、

地理、生物等普通高中ੜ程。正确发挥考试评价的导向作用，注重对学生社会责

任感、创新精ห和实践能力的考察，鼓励学生参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公益活动和志

愿服务。持续优化调整高校本科专业结构布局，用可持续发展理念完善中国特色

学位予体系、专业目体系，高校增设文化产业管理、文化ᅍ产、非物质文化

ᅍ产保护、全球健康学、资源环境科学、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等本科专业。

ฌ重ஔ育领域国际合作，为Х̵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发展提供ஃ持。支持

人才培养。中国政府通过设立国别ঃ学金、“中非友ᅲ”专项ঃ学金、长城ঃ学

金等项目资助发展中国家优Ⴏ青年来ࣀ学သ深造。2015年至2022年，中国政府ঃ

学金共资助发展中国家78475人来ࣀ学သ。助力资培训。2015年以来，中国在

援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下共安排300余期教育领域主题项目，共为广大发展中

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ڜᇒ发展中国家培训教育领域专业人才约1万名；

2019年至2022年，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设立信托基金，每年提供200万

美元，助力非洲国家优质教教育与培训；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在上海设立

教教育中心，作为全球教教育领域的服务提供者、标准制定者和研究与资源

管理中心。推动教育资源共享。开展中ә科学教育合作项目，建立中ә科学教育

百校联盟，向ә方提供百余份科学ੜ程纳入其国家ੜ程体系。搭建教育领域交流

平台，通过举办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2022年8月）、世界数字教育大会（

2023年2月）等，促进教育领域的先进实践和发展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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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化ᮇ层设ᝠ，以规ѳૉळஔ育发展方Ք。中国始终在国家、区域和专

项规划指引下推进教育事业发展，使教育与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与人民群

众期待相契合、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配。例如，国家五年规划、《中国教

育现代化2035》、教育脱贫攻坚规划等，从教育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科学క划教

育发展战略方向、空间布局和要素配置，充分发挥了规划对教育发展的指引作用。

二是不断˟动ቊᆡ，以重ག改革ࣜ动全面进步。中国政府从实际出发，௯准

教育事业发展的突出瓶颈、主要短板和体制机制障碍，确定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例如，坚定不ᅎ推进“双减”，加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考试

ቲ生制度改革，推动教育评价改革等等。中国教育事业的不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在改革中实现突破，从而推动了教育事业全面发展进步。

三是ฌ重ߚᠲᑟ，推进͖质ஔ育资源广泛共享。中国政府坚持创新思ྼ和

发展ᄅ光，注重数字化对于教育发展的重大意义。数字化成为中国提高优质教育

资源覆盖面、公平性、普惠性和整体教育质量新的重要手。中国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通过教育数字化，确保“ཕੜ不ཕ学”；在后疫情时代持续构建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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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特教育提升计划；自2016年起，义务教育特教学校和ໜӬ就܁残疾学

生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提高到6000元，达到普通学生的6-8Ԡ；中央财政特教育

专项补助经费从2016年的4.1亿元提升至2022年的5亿元；特教育学校和专任教

均显著增加。截至2022年，全国特教育在校生92万人，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

育入学率达95%以上。为ෑ势群体提供其他教育和技能培训。残疾人高中教

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加快发展；全国1万余所职业学校每年开展各种培训上亿

人次，每年有30万左右的退役ਬ人、下岗待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等

社会生源接受职业教育。2013年至2020年，累计有800多万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

业教育，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ڿ。

将可持续发展融入ஔ育体系，增强民众可持续发展ਓ识。中国把可持续发展

科学知识、价值观念与实施素质教育相结合，注重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

可持续行为သ࠹与生活方式。把可持续发展理念、内容有机าཪ到物理、化学、

地理、生物等普通高中ੜ程。正确发挥考试评价的导向作用，注重对学生社会责

任感、创新精ห和实践能力的考察，鼓励学生参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公益活动和志

愿服务。持续优化调整高校本科专业结构布局，用可持续发展理念完善中国特色

学位予体系、专业目体系，高校增设文化产业管理、文化ᅍ产、非物质文化

ᅍ产保护、全球健康学、资源环境科学、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等本科专业。

ฌ重ஔ育领域国际合作，为Х̵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发展提供ஃ持。支持

人才培养。中国政府通过设立国别ঃ学金、“中非友ᅲ”专项ঃ学金、长城ঃ学

金等项目资助发展中国家优Ⴏ青年来ࣀ学သ深造。2015年至2022年，中国政府ঃ

学金共资助发展中国家78475人来ࣀ学သ。助力资培训。2015年以来，中国在

援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下共安排300余期教育领域主题项目，共为广大发展中

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ڜᇒ发展中国家培训教育领域专业人才约1万名；

2019年至2022年，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设立信托基金，每年提供200万

美元，助力非洲国家优质教教育与培训；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在上海设立

教教育中心，作为全球教教育领域的服务提供者、标准制定者和研究与资源

管理中心。推动教育资源共享。开展中ә科学教育合作项目，建立中ә科学教育

百校联盟，向ә方提供百余份科学ੜ程纳入其国家ੜ程体系。搭建教育领域交流

平台，通过举办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2022年8月）、世界数字教育大会（

2023年2月）等，促进教育领域的先进实践和发展经验交流。

二、基本经验

一是͖化ᮇ层设ᝠ，以规ѳૉळஔ育发展方Ք。中国始终在国家、区域和专

项规划指引下推进教育事业发展，使教育与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与人民群

众期待相契合、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配。例如，国家五年规划、《中国教

育现代化2035》、教育脱贫攻坚规划等，从教育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科学క划教

育发展战略方向、空间布局和要素配置，充分发挥了规划对教育发展的指引作用。

二是不断˟动ቊᆡ，以重ག改革ࣜ动全面进步。中国政府从实际出发，௯准

教育事业发展的突出瓶颈、主要短板和体制机制障碍，确定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例如，坚定不ᅎ推进“双减”，加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考试

ቲ生制度改革，推动教育评价改革等等。中国教育事业的不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在改革中实现突破，从而推动了教育事业全面发展进步。

三是ฌ重ߚᠲᑟ，推进͖质ஔ育资源广泛共享。中国政府坚持创新思ྼ和

发展ᄅ光，注重数字化对于教育发展的重大意义。数字化成为中国提高优质教育

资源覆盖面、公平性、普惠性和整体教育质量新的重要手。中国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通过教育数字化，确保“ཕੜ不ཕ学”；在后疫情时代持续构建互联互通、

共建共享的数字教育平台体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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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ҹ群体保护，人民群众的平等Ԫஔ育权得到有力保障。持续推动教育

性别平等。中国女性受教育机会显著增加，女性受教育程度普Փ提高，ఴ女受教

育差距基本消除。高度重视特教育事业发展。自2014年起，中国政府连续实施

三期特教育提升计划；自2016年起，义务教育特教学校和ໜӬ就܁残疾学

生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提高到6000元，达到普通学生的6-8Ԡ；中央财政特教育

专项补助经费从2016年的4.1亿元提升至2022年的5亿元；特教育学校和专任教

均显著增加。截至2022年，全国特教育在校生92万人，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

育入学率达95%以上。为ෑ势群体提供其他教育和技能培训。残疾人高中教

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加快发展；全国1万余所职业学校每年开展各种培训上亿

人次，每年有30万左右的退役ਬ人、下岗待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等

社会生源接受职业教育。2013年至2020年，累计有800多万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

业教育，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ڿ。

将可持续发展融入ஔ育体系，增强民众可持续发展ਓ识。中国把可持续发展

科学知识、价值观念与实施素质教育相结合，注重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

可持续行为သ࠹与生活方式。把可持续发展理念、内容有机าཪ到物理、化学、

地理、生物等普通高中ੜ程。正确发挥考试评价的导向作用，注重对学生社会责

任感、创新精ห和实践能力的考察，鼓励学生参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公益活动和志

愿服务。持续优化调整高校本科专业结构布局，用可持续发展理念完善中国特色

学位予体系、专业目体系，高校增设文化产业管理、文化ᅍ产、非物质文化

ᅍ产保护、全球健康学、资源环境科学、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等本科专业。

ฌ重ஔ育领域国际合作，为Х̵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发展提供ஃ持。支持

人才培养。中国政府通过设立国别ঃ学金、“中非友ᅲ”专项ঃ学金、长城ঃ学

金等项目资助发展中国家优Ⴏ青年来ࣀ学သ深造。2015年至2022年，中国政府ঃ

学金共资助发展中国家78475人来ࣀ学သ。助力资培训。2015年以来，中国在

援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下共安排300余期教育领域主题项目，共为广大发展中

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ڜᇒ发展中国家培训教育领域专业人才约1万名；

2019年至2022年，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设立信托基金，每年提供200万

美元，助力非洲国家优质教教育与培训；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在上海设立

教教育中心，作为全球教教育领域的服务提供者、标准制定者和研究与资源

管理中心。推动教育资源共享。开展中ә科学教育合作项目，建立中ә科学教育

百校联盟，向ә方提供百余份科学ੜ程纳入其国家ੜ程体系。搭建教育领域交流

平台，通过举办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2022年8月）、世界数字教育大会（

2023年2月）等，促进教育领域的先进实践和发展经验交流。

ˇႍᐌ业షஔᐲ发展ܸ͘

ᩰ手推动全球㚂业ᮏ育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后疫情时ԙ美好ь⮂，是ь

⮂各国㚂业ᮏ育⮂面Ѫ的重大䈴题。2022年8月19日至20日，中国成功举办ь

⮂㚂业技术ᮏ育发展大会。大会以“后疫情时ԙ㚂业技术ᮏ育发展φ新化、

新方式、新技能”为主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੮引来自全球123

个国家约700名ԙ㺞注册参会。

大会发ᐹ了Ʌཟ津ٗ议Ɇ，分享各国经验做法，提出面向ᵠ来的㚂业ᮏ育

发展方向。大会还同期举办了首届ь⮂㚂业院ṗ技能大䎑、ь⮂㚂业ᮏ育产ᮏ

融合线上ঐ㿾会，并发ᐹㆯ建ь⮂㚂业技术ᮏ育发展联ⴕ的ٗ议，形成“会、

ⴕ、䎑、展”的㚂业ᮏ育国际合作፣新平台和范式。

中国成功举办大会，达成全球㚂业ᮏ育发展共识，推动全球㚂业ᮏ育高质

量发展，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作出积极䍗⥤。

二、基本经验

一是͖化ᮇ层设ᝠ，以规ѳૉळஔ育发展方Ք。中国始终在国家、区域和专

项规划指引下推进教育事业发展，使教育与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与人民群

众期待相契合、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配。例如，国家五年规划、《中国教

育现代化2035》、教育脱贫攻坚规划等，从教育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科学క划教

育发展战略方向、空间布局和要素配置，充分发挥了规划对教育发展的指引作用。

二是不断˟动ቊᆡ，以重ག改革ࣜ动全面进步。中国政府从实际出发，௯准

教育事业发展的突出瓶颈、主要短板和体制机制障碍，确定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例如，坚定不ᅎ推进“双减”，加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考试

ቲ生制度改革，推动教育评价改革等等。中国教育事业的不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在改革中实现突破，从而推动了教育事业全面发展进步。

三是ฌ重ߚᠲᑟ，推进͖质ஔ育资源广泛共享。中国政府坚持创新思ྼ和

发展ᄅ光，注重数字化对于教育发展的重大意义。数字化成为中国提高优质教育

资源覆盖面、公平性、普惠性和整体教育质量新的重要手。中国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通过教育数字化，确保“ཕੜ不ཕ学”；在后疫情时代持续构建互联互通、

共建共享的数字教育平台体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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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经验

一是͖化ᮇ层设ᝠ，以规ѳૉळஔ育发展方Ք。中国始终在国家、区域和专

项规划指引下推进教育事业发展，使教育与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与人民群

众期待相契合、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配。例如，国家五年规划、《中国教

育现代化2035》、教育脱贫攻坚规划等，从教育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科学క划教

育发展战略方向、空间布局和要素配置，充分发挥了规划对教育发展的指引作用。

二是不断˟动ቊᆡ，以重ག改革ࣜ动全面进步。中国政府从实际出发，௯准

教育事业发展的突出瓶颈、主要短板和体制机制障碍，确定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例如，坚定不ᅎ推进“双减”，加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考试

ቲ生制度改革，推动教育评价改革等等。中国教育事业的不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在改革中实现突破，从而推动了教育事业全面发展进步。

三是ฌ重ߚᠲᑟ，推进͖质ஔ育资源广泛共享。中国政府坚持创新思ྼ和

发展ᄅ光，注重数字化对于教育发展的重大意义。数字化成为中国提高优质教育

资源覆盖面、公平性、普惠性和整体教育质量新的重要手。中国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通过教育数字化，确保“ཕੜ不ཕ学”；在后疫情时代持续构建互联互通、

共建共享的数字教育平台体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ᤉஔᐲߚӑ转型的中国实践

当今ь⮂，科技进↛日新月ᔸ，ྸ因应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ᮏ育䶟

和创新，建设ć人人Ⲽ学、༺༺能学、时时可学Ĉ的学Җ型社会，培养大批创

新人ᢃ，是人类共同面Ѫ的重大䈴题。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也

。显了大规模线上ᮏ学的ᗻ要性和紧䘡性，进一↛加䙕了ᮏ育的数ᆍ化转型

中国将ᮏ育数ᆍ化作为ᮏ育现ԙ化的一项重要内ᇯ，深入实施国家ᮏ育数

ᆍ化战略行动。2022年3月28日，中国“国家智慧ᮏ育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启

动，已成为ь⮂上最大的ᮏ育ᮏ学资源ᓉ。平台上线一年多来，䇵问量䎻过

260亿次，两亿多青少年在网上学Җ，来自边远ኧ区和农村的人口也可以享

上⎭、北京、⎏⊕、⊕苏优质的ᮏ育资源。国家智慧ᮏ育公共服务平台为个性

化学Җ、㓾䓡学Җ、扩大优质ᮏ育资源覆盖面和ᮏ育现ԙ化提供了有效支᫇，获

得了2022年ᓜ联合国ᮏ科ᮽ组织的ᮏ育信息化ྌ。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促进ᮏ育数ᆍ化的国际Ӛ流合作。2022年12月，中国

与联合国ᮏ科ᮽ组织合作举办2022国际人工智能与ᮏ育会议。2023年2月，中

国主办以“数ᆍ䶟与ᮏ育ᵠ来”为主题的ь⮂数ᆍᮏ育大会，来自13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参会ԙ㺞共同探䇞ྸ通过ᮏ育数ᆍ化转型促进后疫情时ԙᮏ育གྷ苏，

保障优质ᮏ育资源公平，推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国的实䐫䇷᱄，数ᆍ化是时ԙ大势，也正在给ᮏ育领域发展带来新䶟。

各国政府ᗻ亱要以战略性、前ⷱ性ݿ，主动䉁划、充分重视、加大投入，推

动本国ᮏ育Ӂ业高质量发展，从㙂共同促进可持续目标4ᰟ日实现。

三、下一步工作

当前，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仍面临一系列战。一方面，义务教育、学前教育、

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在办学条件、资队伍、体制机制等方面依然存在短

板；ଷ一方面，数字化转型等为教育事业发展带来了潜在的不确定性。下一步，

中国将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ፙ续推动˧务ஔ育͖质کᛦ发展。重点支持ԋෑ学校提高办学水平，努

力保障适龄儿童少年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义务教育，持续巩固完善城乡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二是ᅌ力提ᰴߦ前ஔ育及ৼ水平。充分考୯人口变化、乡村振兴和城镇

化趋势，优化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布局，落实以政府投入为主、家庭合理分担、

其他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解决好普惠性学前教育人财物保障，全面提升

办园水准和科学保教质量。

三是加快促进ᐌ业ஔ育和ᰴ等ஔ育ᰴ质量发展。全面实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改革推进工程，推动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加强基础学科人

才培养，着力造就Ӛॖ创新人才。

四是Ѝ分保障൵疾儿童平等Ԫஔ育权Ѿ。持续推动落实《“十四五”特教

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巩固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水平。

五是大力提ᰴஔ育ߚ化发展水平。全面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建

设国家教育数字化大数据中心，强化大数据ޯ能教育教学，增强教育有效公共服

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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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期间通过教育数字化，确保“ཕੜ不ཕ学”；在后疫情时代持续构建互联互通、

共建共享的数字教育平台体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三、下一步工作

当前，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仍面临一系列战。一方面，义务教育、学前教育、

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在办学条件、资队伍、体制机制等方面依然存在短

板；ଷ一方面，数字化转型等为教育事业发展带来了潜在的不确定性。下一步，

中国将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ፙ续推动˧务ஔ育͖质کᛦ发展。重点支持ԋෑ学校提高办学水平，努

力保障适龄儿童少年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义务教育，持续巩固完善城乡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二是ᅌ力提ᰴߦ前ஔ育及ৼ水平。充分考୯人口变化、乡村振兴和城镇

化趋势，优化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布局，落实以政府投入为主、家庭合理分担、

其他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解决好普惠性学前教育人财物保障，全面提升

办园水准和科学保教质量。

三是加快促进ᐌ业ஔ育和ᰴ等ஔ育ᰴ质量发展。全面实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改革推进工程，推动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加强基础学科人

才培养，着力造就Ӛॖ创新人才。

四是Ѝ分保障൵疾儿童平等Ԫஔ育权Ѿ。持续推动落实《“十四五”特教

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巩固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水平。

五是大力提ᰴஔ育ߚ化发展水平。全面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建

设国家教育数字化大数据中心，强化大数据ޯ能教育教学，增强教育有效公共服

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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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经验

一是͖化ᮇ层设ᝠ，以规ѳૉळஔ育发展方Ք。中国始终在国家、区域和专

项规划指引下推进教育事业发展，使教育与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与人民群

众期待相契合、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配。例如，国家五年规划、《中国教

育现代化2035》、教育脱贫攻坚规划等，从教育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科学క划教

育发展战略方向、空间布局和要素配置，充分发挥了规划对教育发展的指引作用。

二是不断˟动ቊᆡ，以重ག改革ࣜ动全面进步。中国政府从实际出发，௯准

教育事业发展的突出瓶颈、主要短板和体制机制障碍，确定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例如，坚定不ᅎ推进“双减”，加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考试

ቲ生制度改革，推动教育评价改革等等。中国教育事业的不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在改革中实现突破，从而推动了教育事业全面发展进步。

三是ฌ重ߚᠲᑟ，推进͖质ஔ育资源广泛共享。中国政府坚持创新思ྼ和

发展ᄅ光，注重数字化对于教育发展的重大意义。数字化成为中国提高优质教育

资源覆盖面、公平性、普惠性和整体教育质量新的重要手。中国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通过教育数字化，确保“ཕੜ不ཕ学”；在后疫情时代持续构建互联互通、

共建共享的数字教育平台体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目标  实现Ⴀ՚ೝڪ，

ሺഽᆶ和ཡ的ీ

5

一、落实进展

中国将“坚持ఴ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连续写入党

的十ӗ大、十৵大、二十大报告以及“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统筹推进妇女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妇女在法

律、健康、教育、经济、参与决策和管理等领域的发展状况不断改善。

建立健全ข॥ข规政策体系，保障妇ݙ享有全面平等权ᄞ。在立法、ິ

法、执法、守法各环节重视妇女权益保障，建立起包括100多部法律法规在

内的妇女权益法律体系。2021年颁布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2022年10月修订通过《中ࣀ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国家

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设置专节强调保障妇女权益。同时，修改

《႘法》《就业促进法》《母婴保健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有关ቤ节，

制定《法律援助法》等，强化对“消除对妇女ഇ视”的法治保障。全国31个

省、336个地市和99.6%的县制定了ޙ合本地实际的妇女发展规划。设置1300

余项直接ݒᆙ妇女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性别指标。自2015年以来，开展

妇女和女童普法ྼ权宣传活动314万余场，参与妇女群众达4.2亿人次。国家

层面和31个省（区、市）建立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ࠚ机制。出Ӳ发行《ఴ女平等

基本国策的贯彻与落实》。

加大保护和救助力ए，保障妇ݙ人ᢶ权Ѿ和ޫލ家ऑ权ᄞ。积极预防制止家

庭暴力。自2016年《ݒ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不断加强强制报告制度、告ঽກ、

人身安全保护ସ、ݒ家庭暴力Խ护救助等家庭暴力干预手ݒ，家暴法治体系日

益完善，妇女ሦ受身体和精ห暴力的比例下降。2016年以来，共ധ发人身安全保

护ସ1.5万余份。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得到大力加强。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法

律援助机构2651个，法律援助工作በ点7.5万个。2020年，获得法律援助的女性

34.1万人次，比2010年增长73.7%，县级以上妇联组织受理妇女儿童投໕件次数超

过18.8万件次。连续制定实施《中国ݒ对ஜ人口行动计划》，打击ஜݖፍ。

2022年，ஜ妇女儿童案件立案数较2013年下降了86.1%。全国84%的县级以上ࣿ

ᅾکऻ机关设置了ࣿᅾ家庭辅导。2020年印发《民政部关于开展ࣿໍ改革试点

工作的指导意见》，确定了32家全国ࣿໍ改革实验区。《民法典》对ސ财产权

ຌ、ࣿ时家务劳动经济补等进行规定，加强对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全国17

个省（区、市）开展了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ੜ程，百余所高校开设女性学专门ੜ

程。

深入实施健康和ஔ育ᛡ动ᝠѳ，保障妇ݙ健康和Ԫஔ育权Ѿ。女性健康状况

得到显著改善。2022年，中国女性人均预期寿命突破80岁；孕产妇死亡率为

15.7/10万，比2015年降低21.9%，指标水平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自2021年

起，实施新一ዜ期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前医学检查率为70.9%，比2015年

提高12.2个百分点。住院分娩率保持在99.9%高水平。2022年，孕产妇艾滋病、

梅毒、乙肝的检测率均在99%以上，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下降到3%。宫颈癌和乳၇

癌检查项目覆盖全国2600多个县区市，县（区）级的覆盖率超过90%。2015年以

来，共为21.7万余名农村贫困和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实施每人1万元的救助。

女性平等受教育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实施多项助学计划与项目，支持女童完成义

务教育和增加接受高中、高等教育的机会。自2018年以来，小学学龄女童净

入学率已连续保持在99.9%以上；2021年，普通高中、成人本专科、普通本科、

研究生在校生中女生占比均超过ఴ生，分别为50.2%、57.7%、53.2%、51.5%。

开展妇ݙҷ动和ࡃ业ஃ持政策，保障妇ݙ经济和ᐌ业发展权ᄞ。促进女性充

分就业。2022年，各地妇联共举办女大学生专场ቲ聘活动3083次，提供岗位106万

多个，举办就业指导培训8万多次，联合有关部门帮助90多万女大学生就业。2021

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1%，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女

性占55%，女性科技工作者占45.8%。积极消除就业性别ഇ视。截至2021年底，全

国31省（区、市）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会、妇女联合会等部门均已出台就业

性别ഇ视联合约谈文件或者建立机制。2021年，执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的企业比重为73.3%。努力提升女性的职业技能。技工院校在校女生占比从2015

年的28.3%提升到2022年的33.8%。2015年至2022年，全国共组织女性参加补贴性

职业技能培训8199万人次。2021年以来，各级妇联组织培训易地搬迁妇女群众和

低收入妇女群众近220万人次。保障农村妇女土地和相关权益。修改后的《农村土

地承包法》、2022年自然资源部《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کऻֆᄻኤກ样

式（试行）》以及2022年底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都明确农村妇女土地及

相关各项权益。此外，开展信တ通信技术领域培训项目，提升包括妇女在内的从

业人员使用信တ通信技术的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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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经验

一是͖化ᮇ层设ᝠ，以规ѳૉळஔ育发展方Ք。中国始终在国家、区域和专

项规划指引下推进教育事业发展，使教育与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与人民群

众期待相契合、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配。例如，国家五年规划、《中国教

育现代化2035》、教育脱贫攻坚规划等，从教育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科学క划教

育发展战略方向、空间布局和要素配置，充分发挥了规划对教育发展的指引作用。

二是不断˟动ቊᆡ，以重ག改革ࣜ动全面进步。中国政府从实际出发，௯准

教育事业发展的突出瓶颈、主要短板和体制机制障碍，确定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例如，坚定不ᅎ推进“双减”，加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考试

ቲ生制度改革，推动教育评价改革等等。中国教育事业的不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在改革中实现突破，从而推动了教育事业全面发展进步。

三是ฌ重ߚᠲᑟ，推进͖质ஔ育资源广泛共享。中国政府坚持创新思ྼ和

发展ᄅ光，注重数字化对于教育发展的重大意义。数字化成为中国提高优质教育

资源覆盖面、公平性、普惠性和整体教育质量新的重要手。中国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通过教育数字化，确保“ཕੜ不ཕ学”；在后疫情时代持续构建互联互通、

共建共享的数字教育平台体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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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ӗ大、十৵大、二十大报告以及“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统筹推进妇女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妇女在法

律、健康、教育、经济、参与决策和管理等领域的发展状况不断改善。

建立健全ข॥ข规政策体系，保障妇ݙ享有全面平等权ᄞ。在立法、ິ

法、执法、守法各环节重视妇女权益保障，建立起包括100多部法律法规在

内的妇女权益法律体系。2021年颁布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2022年10月修订通过《中ࣀ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国家

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设置专节强调保障妇女权益。同时，修改

《႘法》《就业促进法》《母婴保健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有关ቤ节，

制定《法律援助法》等，强化对“消除对妇女ഇ视”的法治保障。全国31个

省、336个地市和99.6%的县制定了ޙ合本地实际的妇女发展规划。设置1300

余项直接ݒᆙ妇女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性别指标。自2015年以来，开展

妇女和女童普法ྼ权宣传活动314万余场，参与妇女群众达4.2亿人次。国家

层面和31个省（区、市）建立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ࠚ机制。出Ӳ发行《ఴ女平等

基本国策的贯彻与落实》。

加大保护和救助力ए，保障妇ݙ人ᢶ权Ѿ和ޫލ家ऑ权ᄞ。积极预防制止家

庭暴力。自2016年《ݒ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不断加强强制报告制度、告ঽກ、

人身安全保护ସ、ݒ家庭暴力Խ护救助等家庭暴力干预手ݒ，家暴法治体系日

益完善，妇女ሦ受身体和精ห暴力的比例下降。2016年以来，共ധ发人身安全保

护ସ1.5万余份。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得到大力加强。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法

律援助机构2651个，法律援助工作በ点7.5万个。2020年，获得法律援助的女性

34.1万人次，比2010年增长73.7%，县级以上妇联组织受理妇女儿童投໕件次数超

过18.8万件次。连续制定实施《中国ݒ对ஜ人口行动计划》，打击ஜݖፍ。

2022年，ஜ妇女儿童案件立案数较2013年下降了86.1%。全国84%的县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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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指导意见》，确定了32家全国ࣿໍ改革实验区。《民法典》对ސ财产权

ຌ、ࣿ时家务劳动经济补等进行规定，加强对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全国17

个省（区、市）开展了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ੜ程，百余所高校开设女性学专门ੜ

程。

深入实施健康和ஔ育ᛡ动ᝠѳ，保障妇ݙ健康和Ԫஔ育权Ѿ。女性健康状况

得到显著改善。2022年，中国女性人均预期寿命突破80岁；孕产妇死亡率为

15.7/10万，比2015年降低21.9%，指标水平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自2021年

起，实施新一ዜ期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前医学检查率为70.9%，比2015年

提高12.2个百分点。住院分娩率保持在99.9%高水平。2022年，孕产妇艾滋病、

梅毒、乙肝的检测率均在99%以上，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下降到3%。宫颈癌和乳၇

癌检查项目覆盖全国2600多个县区市，县（区）级的覆盖率超过90%。2015年以

来，共为21.7万余名农村贫困和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实施每人1万元的救助。

女性平等受教育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实施多项助学计划与项目，支持女童完成义

务教育和增加接受高中、高等教育的机会。自2018年以来，小学学龄女童净

入学率已连续保持在99.9%以上；2021年，普通高中、成人本专科、普通本科、

研究生在校生中女生占比均超过ఴ生，分别为50.2%、57.7%、53.2%、51.5%。

开展妇ݙҷ动和ࡃ业ஃ持政策，保障妇ݙ经济和ᐌ业发展权ᄞ。促进女性充

分就业。2022年，各地妇联共举办女大学生专场ቲ聘活动3083次，提供岗位106万

多个，举办就业指导培训8万多次，联合有关部门帮助90多万女大学生就业。2021

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1%，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女

性占55%，女性科技工作者占45.8%。积极消除就业性别ഇ视。截至2021年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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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经验

一是͖化ᮇ层设ᝠ，以规ѳૉळஔ育发展方Ք。中国始终在国家、区域和专

项规划指引下推进教育事业发展，使教育与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与人民群

众期待相契合、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配。例如，国家五年规划、《中国教

育现代化2035》、教育脱贫攻坚规划等，从教育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科学క划教

育发展战略方向、空间布局和要素配置，充分发挥了规划对教育发展的指引作用。

二是不断˟动ቊᆡ，以重ག改革ࣜ动全面进步。中国政府从实际出发，௯准

教育事业发展的突出瓶颈、主要短板和体制机制障碍，确定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例如，坚定不ᅎ推进“双减”，加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考试

ቲ生制度改革，推动教育评价改革等等。中国教育事业的不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在改革中实现突破，从而推动了教育事业全面发展进步。

三是ฌ重ߚᠲᑟ，推进͖质ஔ育资源广泛共享。中国政府坚持创新思ྼ和

发展ᄅ光，注重数字化对于教育发展的重大意义。数字化成为中国提高优质教育

资源覆盖面、公平性、普惠性和整体教育质量新的重要手。中国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通过教育数字化，确保“ཕੜ不ཕ学”；在后疫情时代持续构建互联互通、

共建共享的数字教育平台体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中国将“坚持ఴ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连续写入党

的十ӗ大、十৵大、二十大报告以及“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统筹推进妇女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妇女在法

律、健康、教育、经济、参与决策和管理等领域的发展状况不断改善。

建立健全ข॥ข规政策体系，保障妇ݙ享有全面平等权ᄞ。在立法、ິ

法、执法、守法各环节重视妇女权益保障，建立起包括100多部法律法规在

内的妇女权益法律体系。2021年颁布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2022年10月修订通过《中ࣀ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国家

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设置专节强调保障妇女权益。同时，修改

《႘法》《就业促进法》《母婴保健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有关ቤ节，

制定《法律援助法》等，强化对“消除对妇女ഇ视”的法治保障。全国31个

省、336个地市和99.6%的县制定了ޙ合本地实际的妇女发展规划。设置1300

余项直接ݒᆙ妇女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性别指标。自2015年以来，开展

妇女和女童普法ྼ权宣传活动314万余场，参与妇女群众达4.2亿人次。国家

层面和31个省（区、市）建立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ࠚ机制。出Ӳ发行《ఴ女平等

基本国策的贯彻与落实》。

加大保护和救助力ए，保障妇ݙ人ᢶ权Ѿ和ޫލ家ऑ权ᄞ。积极预防制止家

庭暴力。自2016年《ݒ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不断加强强制报告制度、告ঽກ、

人身安全保护ସ、ݒ家庭暴力Խ护救助等家庭暴力干预手ݒ，家暴法治体系日

益完善，妇女ሦ受身体和精ห暴力的比例下降。2016年以来，共ധ发人身安全保

护ସ1.5万余份。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得到大力加强。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法

律援助机构2651个，法律援助工作በ点7.5万个。2020年，获得法律援助的女性

34.1万人次，比2010年增长73.7%，县级以上妇联组织受理妇女儿童投໕件次数超

过18.8万件次。连续制定实施《中国ݒ对ஜ人口行动计划》，打击ஜݖፍ。

2022年，ஜ妇女儿童案件立案数较2013年下降了86.1%。全国84%的县级以上ࣿ

ᅾکऻ机关设置了ࣿᅾ家庭辅导。2020年印发《民政部关于开展ࣿໍ改革试点

工作的指导意见》，确定了32家全国ࣿໍ改革实验区。《民法典》对ސ财产权

ຌ、ࣿ时家务劳动经济补等进行规定，加强对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全国17

个省（区、市）开展了中小学性别平等教育ੜ程，百余所高校开设女性学专门ੜ

程。

深入实施健康和ஔ育ᛡ动ᝠѳ，保障妇ݙ健康和Ԫஔ育权Ѿ。女性健康状况

得到显著改善。2022年，中国女性人均预期寿命突破80岁；孕产妇死亡率为

15.7/10万，比2015年降低21.9%，指标水平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自2021年

起，实施新一ዜ期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前医学检查率为70.9%，比2015年

提高12.2个百分点。住院分娩率保持在99.9%高水平。2022年，孕产妇艾滋病、

梅毒、乙肝的检测率均在99%以上，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下降到3%。宫颈癌和乳၇

癌检查项目覆盖全国2600多个县区市，县（区）级的覆盖率超过90%。2015年以

来，共为21.7万余名农村贫困和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实施每人1万元的救助。

女性平等受教育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实施多项助学计划与项目，支持女童完成义

务教育和增加接受高中、高等教育的机会。自2018年以来，小学学龄女童净

入学率已连续保持在99.9%以上；2021年，普通高中、成人本专科、普通本科、

研究生在校生中女生占比均超过ఴ生，分别为50.2%、57.7%、53.2%、51.5%。

开展妇ݙҷ动和ࡃ业ஃ持政策，保障妇ݙ经济和ᐌ业发展权ᄞ。促进女性充

分就业。2022年，各地妇联共举办女大学生专场ቲ聘活动3083次，提供岗位106万

多个，举办就业指导培训8万多次，联合有关部门帮助90多万女大学生就业。2021

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1%，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女

性占55%，女性科技工作者占45.8%。积极消除就业性别ഇ视。截至2021年底，全

国31省（区、市）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会、妇女联合会等部门均已出台就业

性别ഇ视联合约谈文件或者建立机制。2021年，执行《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的企业比重为73.3%。努力提升女性的职业技能。技工院校在校女生占比从2015

年的28.3%提升到2022年的33.8%。2015年至2022年，全国共组织女性参加补贴性

职业技能培训8199万人次。2021年以来，各级妇联组织培训易地搬迁妇女群众和

低收入妇女群众近220万人次。保障农村妇女土地和相关权益。修改后的《农村土

地承包法》、2022年自然资源部《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کऻֆᄻኤກ样

式（试行）》以及2022年底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都明确农村妇女土地及

相关各项权益。此外，开展信တ通信技术领域培训项目，提升包括妇女在内的从

业人员使用信တ通信技术的能力水平。

ʽ๒市“๒Ჟᝠѳ”助力ߦܸݙ生ࡃ业ѹ业

2022年，上⎭市应届高ṗ∋业生22.7万人，其中ྩ性11.95万，占52.66%，

规模和增量均创়ਨ新高。为ᑤ助ྩ性高ṗ∋业生好就业、就好业，上⎭市发

䎭“⎭呛计划”，在22所高ṗ成立了“⎭呛⒴”工作ㄏ，开设“⎭呛䇨ุ”“⎭呛进企

业”“⎭呛䈱本”“⎭呛互助计划”“⎭呛志服务”等服务项目。

一是组建百名䇨ᐾ团指导ྩ大学生开展㚂业规划，组织ྩ大学生走进业内

具有ԙ㺞性的民企、国企和外企，与不同层级和领域的㚂业ྩ性展开Ӛ流和对

䈓。二是广⌑动员ྩ企业家ᤵ出ው位、带ው，联动区联开展“千企万ው”ྩ

大学生ᤑ㚎。三是持续数月在专业求㚂平台“智联ᤑ㚎”上举办“空中双䘿会”与

体合作开展ྩ大学生就业特别节目。四是在全市ྩ性社会组织中发出ᤑ㚎

Ԛ，线上开设社会组织ᤑ㚎平台，探索数ᆍ技术助力ྩ大学生⚫活就业的新模

式。ӊ是举办ྩ大学生创新创业大䎑，为有志创业的ྩ大学生提供培䇣指导、

项目对接、导ᐾ结对、金融扶持等全方位服务，䘿ᤊ优⿶ྩ大学生创业者，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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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经验

一是͖化ᮇ层设ᝠ，以规ѳૉळஔ育发展方Ք。中国始终在国家、区域和专

项规划指引下推进教育事业发展，使教育与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与人民群

众期待相契合、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配。例如，国家五年规划、《中国教

育现代化2035》、教育脱贫攻坚规划等，从教育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科学క划教

育发展战略方向、空间布局和要素配置，充分发挥了规划对教育发展的指引作用。

二是不断˟动ቊᆡ，以重ག改革ࣜ动全面进步。中国政府从实际出发，௯准

教育事业发展的突出瓶颈、主要短板和体制机制障碍，确定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例如，坚定不ᅎ推进“双减”，加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考试

ቲ生制度改革，推动教育评价改革等等。中国教育事业的不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在改革中实现突破，从而推动了教育事业全面发展进步。

三是ฌ重ߚᠲᑟ，推进͖质ஔ育资源广泛共享。中国政府坚持创新思ྼ和

发展ᄅ光，注重数字化对于教育发展的重大意义。数字化成为中国提高优质教育

资源覆盖面、公平性、普惠性和整体教育质量新的重要手。中国在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通过教育数字化，确保“ཕੜ不ཕ学”；在后疫情时代持续构建互联互通、

共建共享的数字教育平台体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

示范带动作用。

ć⎭呛计划Ĉ充分᥌政策优势，创新就业ᑤ扶和工作会商机制，集聚政

府、高ṗ、企业、专家、㘷ᐾ和体各方力量，借助数ᆍ技术手段和社Ӛ体

平台，提供就业指导和创业ᑤ扶，ᑤ助ྩ大学生提升能力、链接就业资源、ᩣ建

就业创业平台路径，९配ᤑ㚎ው位信息，较为有效地ᑤ助了ྩ大学生实现就业。

提ᰴ妇ݙ在政治、经济和公共生活的代᛫性，保障妇ݙԠ与决策和ኮေ的权

Ѿ。女性干部队伍建设方面，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女性比例稳步提高。

第十四届人大女代表（2023年）占26.5%，比第十二届（2013年）提高3.1个百分

点，是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女性比例最高的一届；政协第十四届（2023年）全国

委员中女性占比22.5%，比第十二届（2013年）提高4.7个百分点（图5-1）。

2022年，市、县政府领导Ӭ子配有女干部的Ӭ子比例为94.6%和95.5%，比2015年

分别提高11.9和9.8个百分点。女性参与企业决策管理方面，2021年，企业职工

ۭ事和职工监事中女性比重分别为37.6%和40.5%；2015年至2021年，企业职工代

表大会中女性代表比重从28.3%提升至30.6%。女性参与基层民主治理方面，2021

年，居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为54.4%，比2015年提升5.2个百分点；2021年，

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为26.8%，比2015年提升3.9个百分点（图5-2）。

2021年，社会组织负责人中女性比例为26.7%。

图5-1 К国人ܷ̼表和К国ஊӨށ员ݘব数量和ඊΒ
数据来源：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统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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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Ԡ与妇ݙ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为全球妇ݙ事业发展贡献力量。与145个

国家429个妇女组织、机构以及联合国相关组织和专门机构开展友好交流。2020年

底，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议程减贫目标，妇女约占脱贫人口的一半，为

全球妇女减贫事业树立典范。积极举办妇女领域国际交流活动。2020年，举办

“21世ु人类消除贫困与妇女的作用”为主题的ु念ԛ世妇会25ዜ年ᷣ全球妇

女峰会5ዜ年ፗ谈会，2021年在可持续发展论坛期间举办“女性领导力与可持续

发展”ᇶ桌会，机制性举办中国-东盟、中国-Ү拉ն国家妇女论坛以及中国-中

亚妇女发展论坛等。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女性提供援助和能力建设。先后向30个国

家提供50批小额物资援助，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在内的100多个发展中国家

2000多名妇女组织/机构人员举办100多期研修及技能培训Ӭ。与113个国家建立

切的双边执法合作关系和联络ඤ线，与54个外国执法部门建立部级合作机制，

在广西、ሊ南边境地区设立了8个打边境联络官办公，联合打击ኍ对妇女的

跨国ஜݖፍ。推动残疾妇女权益保障全球行动。2020年9月，中国残联与联合国

有关机构共同发布《行动呼吁：ޯ能残疾妇女和女童，共创我们想要的未来》，

开展残疾妇女性与生ኳ健康合作，向全球推广残疾妇女“美ૢ工ݙ”项目。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ݙ平等基本国策，科ߦ规ѳ妇ݙ儿童发展目标。将保障妇女权益

上升为国家意志，注重促进妇女儿童与经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在制定相关法律

法规、政策体系以及编制规划、部署工作时，充分考୯两性的现实差ᅴ和妇女的

特利益。将妇女发展纳入国民经济社会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制定明

确的发展目标，指导妇女儿童事业持续发展进步。

二是健全权ᄞ保障ข治体系，完善多ᦊ᫃协调工作机制。一体推进法律的制

定和实施，加强性别平等评ࠚ，注重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律与其他相关领域法律

政策相衔接，一体推进“预防、׳治、救助”措施并举。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

责、妇儿工委协调、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多部门协调机制，广泛调动各方

面力量共同促进ఴ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

三是ฌ重发妇ݙ˟体作ၹ，妇ݙጸጻ工作不断加强。妇联组织适应新时代

工作要求，不断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联系服务群众的水平和效能。注重引

导支持妇女儿童发ᄙ主人精ห，不断激发广大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注重营造ఴ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社会ݳ围。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推动ఴ女平等实践取得了一定实效，但妇女群体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依然突出，ఴ女发展状况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

平有待全面提升。中国政府将坚定做好以下重点工作，将性别平等落到实处。

一是推动妇ݙ有Тข॥ξᝡ和ᄱТᦡݓ制ए落实落地。进一步完善法规政策，

促进制度机制规范化建设和有效运行，加强执法检查和۽查۽办力度，加大消除

就业性别ഇ视工作力度，创造性别平等的就业市场环境，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完善“预防、׳治、救助”工作机制。

二是加强ႄݙ平等基本国策ࠈ传ஔ育，营ᤵ促进妇ݙ儿童发展的ᓢݞ社会ට

围。持续提升全社会对ఴ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认识，全面宣中国贯彻落实ఴ女平等

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政治主张、制度优势和成就，进一步优化有利于妇女和儿童

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

三是积极Ԡ与ࣳ助力推进全球妇ݙ发展事业。继续全面落实《ԛ宣言》《

行动纲领》，以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为抓手，对标落实

2030年议程，全面推动中国妇女发展事业与全球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妇女发展

事业协同增效。积极参与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中的性别平等机制，积极贡献中国方

案和中国主张。

图5-2 居（村）民ށ员͗员和˞͉ݘবඊΒ（2015年至2021年）
数据来源：民政部。

ರ市通过“ʼ统”ஈ᭩֗“پ”ࢺሮ实现江ࢀ绿ඵຍ

╉⊕发源于Ṹ᷍市⥡ݵኧ，全长214公里，流域总面积12159平方公里，是Ṹ

᷍市䎌以生存和发展的生ળ之源，ᴪ是Ṹ᷍建设ь⮂级⑮城市的基础。20ь㓠

末期，╉⊕⑮无ᓅ发展，两ዮ工⸵企业以及一些居民环保意识␗㮺，生活⊗水

和生产ᓕ水排╉⊕ᡌ就近排放支流等现象突出，对╉⊕水质造成⊗ḉ。

近年来特别是2018年Ṹ᷍市获批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以来，

Ṹ᷍市对╉⊕实行了“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ㆯ各方利益”的“三统”改䶟，全面

整合各方力量和资源，统ㆯ推进╉⊕风Ქ名胜区的保护、利用各项工作。“统一管

理”方面，成立了中共Ṹ᷍╉⊕风Ქ名胜区工作ည员会、Ṹ᷍╉⊕风Ქ名胜区管理

ည员会，发挥⢫头ᣉ总作用，实现了对╉⊕风Ქ名胜区规划范围内水上⑮㿾、⑥

口（⸷头）的集中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方面，对水上⑮㿾项目进行规范，创建

了╉⊕水上⑮㿾准入与䘶出机制，打了╉⊕水上⑮㿾无门‑、低品质的经营格

ቶ。“统ㆯ各方面利益”方面，推行╉⊕水上⑮㿾⾞制⾞价改䶟，构建了统一规范

的⑮㿾价格体系和管理体系；建立╉⊕风Ქ名胜区财政核㇍体制，推动建立╉⊕

流域上下⑮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机制；为了保护╉⊕，Ṹ᷍还坚持䐩出╉⊕发

展工业，推动城市向西发展，以产业转型升级有效解╉⊕保护与发展⸑ⴴ。

以推进“三统”改䶟为ᣉ手，Ṹ᷍市৾进一↛组织实施了治理⋵ዮҧ᥌ҧ建、

治理水体⊗ḉ、治理水源地生态අ以及加强╉⊕环境治理的制ᓜ建设“四治”工

程。╉⊕流域的়ਨ亳疾得到根本解决，两ዮὃ被䙆⑆ᚘགྷ，干流水质ᑮ年达到

国家地㺞水Ⅱ类水质标准，Ქ㿸生态资源❋发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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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Ԡ与妇ݙ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为全球妇ݙ事业发展贡献力量。与145个

国家429个妇女组织、机构以及联合国相关组织和专门机构开展友好交流。2020年

底，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议程减贫目标，妇女约占脱贫人口的一半，为

全球妇女减贫事业树立典范。积极举办妇女领域国际交流活动。2020年，举办

“21世ु人类消除贫困与妇女的作用”为主题的ु念ԛ世妇会25ዜ年ᷣ全球妇

女峰会5ዜ年ፗ谈会，2021年在可持续发展论坛期间举办“女性领导力与可持续

发展”ᇶ桌会，机制性举办中国-东盟、中国-Ү拉ն国家妇女论坛以及中国-中

亚妇女发展论坛等。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女性提供援助和能力建设。先后向30个国

家提供50批小额物资援助，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在内的100多个发展中国家

2000多名妇女组织/机构人员举办100多期研修及技能培训Ӭ。与113个国家建立

切的双边执法合作关系和联络ඤ线，与54个外国执法部门建立部级合作机制，

在广西、ሊ南边境地区设立了8个打边境联络官办公，联合打击ኍ对妇女的

跨国ஜݖፍ。推动残疾妇女权益保障全球行动。2020年9月，中国残联与联合国

有关机构共同发布《行动呼吁：ޯ能残疾妇女和女童，共创我们想要的未来》，

开展残疾妇女性与生ኳ健康合作，向全球推广残疾妇女“美ૢ工ݙ”项目。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ݙ平等基本国策，科ߦ规ѳ妇ݙ儿童发展目标。将保障妇女权益

上升为国家意志，注重促进妇女儿童与经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在制定相关法律

法规、政策体系以及编制规划、部署工作时，充分考୯两性的现实差ᅴ和妇女的

特利益。将妇女发展纳入国民经济社会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制定明

确的发展目标，指导妇女儿童事业持续发展进步。

二是健全权ᄞ保障ข治体系，完善多ᦊ᫃协调工作机制。一体推进法律的制

定和实施，加强性别平等评ࠚ，注重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律与其他相关领域法律

政策相衔接，一体推进“预防、׳治、救助”措施并举。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

责、妇儿工委协调、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多部门协调机制，广泛调动各方

面力量共同促进ఴ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

三是ฌ重发妇ݙ˟体作ၹ，妇ݙጸጻ工作不断加强。妇联组织适应新时代

工作要求，不断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联系服务群众的水平和效能。注重引

导支持妇女儿童发ᄙ主人精ห，不断激发广大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注重营造ఴ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社会ݳ围。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推动ఴ女平等实践取得了一定实效，但妇女群体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依然突出，ఴ女发展状况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

平有待全面提升。中国政府将坚定做好以下重点工作，将性别平等落到实处。

一是推动妇ݙ有Тข॥ξᝡ和ᄱТᦡݓ制ए落实落地。进一步完善法规政策，

促进制度机制规范化建设和有效运行，加强执法检查和۽查۽办力度，加大消除

就业性别ഇ视工作力度，创造性别平等的就业市场环境，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完善“预防、׳治、救助”工作机制。

二是加强ႄݙ平等基本国策ࠈ传ஔ育，营ᤵ促进妇ݙ儿童发展的ᓢݞ社会ට

围。持续提升全社会对ఴ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认识，全面宣中国贯彻落实ఴ女平等

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政治主张、制度优势和成就，进一步优化有利于妇女和儿童

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

三是积极Ԡ与ࣳ助力推进全球妇ݙ发展事业。继续全面落实《ԛ宣言》《

行动纲领》，以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为抓手，对标落实

2030年议程，全面推动中国妇女发展事业与全球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妇女发展

事业协同增效。积极参与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中的性别平等机制，积极贡献中国方

案和中国主张。

ರ市通过“ʼ统”ஈ᭩֗“پ”ࢺሮ实现江ࢀ绿ඵຍ

╉⊕发源于Ṹ᷍市⥡ݵኧ，全长214公里，流域总面积12159平方公里，是Ṹ

᷍市䎌以生存和发展的生ળ之源，ᴪ是Ṹ᷍建设ь⮂级⑮城市的基础。20ь㓠

末期，╉⊕⑮无ᓅ发展，两ዮ工⸵企业以及一些居民环保意识␗㮺，生活⊗水

和生产ᓕ水排╉⊕ᡌ就近排放支流等现象突出，对╉⊕水质造成⊗ḉ。

近年来特别是2018年Ṹ᷍市获批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以来，

Ṹ᷍市对╉⊕实行了“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ㆯ各方利益”的“三统”改䶟，全面

整合各方力量和资源，统ㆯ推进╉⊕风Ქ名胜区的保护、利用各项工作。“统一管

理”方面，成立了中共Ṹ᷍╉⊕风Ქ名胜区工作ည员会、Ṹ᷍╉⊕风Ქ名胜区管理

ည员会，发挥⢫头ᣉ总作用，实现了对╉⊕风Ქ名胜区规划范围内水上⑮㿾、⑥

口（⸷头）的集中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方面，对水上⑮㿾项目进行规范，创建

了╉⊕水上⑮㿾准入与䘶出机制，打了╉⊕水上⑮㿾无门‑、低品质的经营格

ቶ。“统ㆯ各方面利益”方面，推行╉⊕水上⑮㿾⾞制⾞价改䶟，构建了统一规范

的⑮㿾价格体系和管理体系；建立╉⊕风Ქ名胜区财政核㇍体制，推动建立╉⊕

流域上下⑮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机制；为了保护╉⊕，Ṹ᷍还坚持䐩出╉⊕发

展工业，推动城市向西发展，以产业转型升级有效解╉⊕保护与发展⸑ⴴ。

以推进“三统”改䶟为ᣉ手，Ṹ᷍市৾进一↛组织实施了治理⋵ዮҧ᥌ҧ建、

治理水体⊗ḉ、治理水源地生态අ以及加强╉⊕环境治理的制ᓜ建设“四治”工

程。╉⊕流域的়ਨ亳疾得到根本解决，两ዮὃ被䙆⑆ᚘགྷ，干流水质ᑮ年达到

国家地㺞水Ⅱ类水质标准，Ქ㿸生态资源❋发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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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Ԡ与妇ݙ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为全球妇ݙ事业发展贡献力量。与145个

国家429个妇女组织、机构以及联合国相关组织和专门机构开展友好交流。2020年

底，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议程减贫目标，妇女约占脱贫人口的一半，为

全球妇女减贫事业树立典范。积极举办妇女领域国际交流活动。2020年，举办

“21世ु人类消除贫困与妇女的作用”为主题的ु念ԛ世妇会25ዜ年ᷣ全球妇

女峰会5ዜ年ፗ谈会，2021年在可持续发展论坛期间举办“女性领导力与可持续

发展”ᇶ桌会，机制性举办中国-东盟、中国-Ү拉ն国家妇女论坛以及中国-中

亚妇女发展论坛等。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女性提供援助和能力建设。先后向30个国

家提供50批小额物资援助，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在内的100多个发展中国家

2000多名妇女组织/机构人员举办100多期研修及技能培训Ӭ。与113个国家建立

切的双边执法合作关系和联络ඤ线，与54个外国执法部门建立部级合作机制，

在广西、ሊ南边境地区设立了8个打边境联络官办公，联合打击ኍ对妇女的

跨国ஜݖፍ。推动残疾妇女权益保障全球行动。2020年9月，中国残联与联合国

有关机构共同发布《行动呼吁：ޯ能残疾妇女和女童，共创我们想要的未来》，

开展残疾妇女性与生ኳ健康合作，向全球推广残疾妇女“美ૢ工ݙ”项目。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ݙ平等基本国策，科ߦ规ѳ妇ݙ儿童发展目标。将保障妇女权益

上升为国家意志，注重促进妇女儿童与经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在制定相关法律

法规、政策体系以及编制规划、部署工作时，充分考୯两性的现实差ᅴ和妇女的

特利益。将妇女发展纳入国民经济社会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制定明

确的发展目标，指导妇女儿童事业持续发展进步。

二是健全权ᄞ保障ข治体系，完善多ᦊ᫃协调工作机制。一体推进法律的制

定和实施，加强性别平等评ࠚ，注重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律与其他相关领域法律

政策相衔接，一体推进“预防、׳治、救助”措施并举。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

责、妇儿工委协调、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多部门协调机制，广泛调动各方

面力量共同促进ఴ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

三是ฌ重发妇ݙ˟体作ၹ，妇ݙጸጻ工作不断加强。妇联组织适应新时代

工作要求，不断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联系服务群众的水平和效能。注重引

导支持妇女儿童发ᄙ主人精ห，不断激发广大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注重营造ఴ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社会ݳ围。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推动ఴ女平等实践取得了一定实效，但妇女群体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依然突出，ఴ女发展状况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

平有待全面提升。中国政府将坚定做好以下重点工作，将性别平等落到实处。

一是推动妇ݙ有Тข॥ξᝡ和ᄱТᦡݓ制ए落实落地。进一步完善法规政策，

促进制度机制规范化建设和有效运行，加强执法检查和۽查۽办力度，加大消除

就业性别ഇ视工作力度，创造性别平等的就业市场环境，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完善“预防、׳治、救助”工作机制。

二是加强ႄݙ平等基本国策ࠈ传ஔ育，营ᤵ促进妇ݙ儿童发展的ᓢݞ社会ට

围。持续提升全社会对ఴ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认识，全面宣中国贯彻落实ఴ女平等

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政治主张、制度优势和成就，进一步优化有利于妇女和儿童

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

三是积极Ԡ与ࣳ助力推进全球妇ݙ发展事业。继续全面落实《ԛ宣言》《

行动纲领》，以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为抓手，对标落实

2030年议程，全面推动中国妇女发展事业与全球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妇女发展

事业协同增效。积极参与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中的性别平等机制，积极贡献中国方

案和中国主张。

ರ市通过“ʼ统”ஈ᭩֗“پ”ࢺሮ实现江ࢀ绿ඵຍ

╉⊕发源于Ṹ᷍市⥡ݵኧ，全长214公里，流域总面积12159平方公里，是Ṹ

᷍市䎌以生存和发展的生ળ之源，ᴪ是Ṹ᷍建设ь⮂级⑮城市的基础。20ь㓠

末期，╉⊕⑮无ᓅ发展，两ዮ工⸵企业以及一些居民环保意识␗㮺，生活⊗水

和生产ᓕ水排╉⊕ᡌ就近排放支流等现象突出，对╉⊕水质造成⊗ḉ。

近年来特别是2018年Ṹ᷍市获批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以来，

Ṹ᷍市对╉⊕实行了“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ㆯ各方利益”的“三统”改䶟，全面

整合各方力量和资源，统ㆯ推进╉⊕风Ქ名胜区的保护、利用各项工作。“统一管

理”方面，成立了中共Ṹ᷍╉⊕风Ქ名胜区工作ည员会、Ṹ᷍╉⊕风Ქ名胜区管理

ည员会，发挥⢫头ᣉ总作用，实现了对╉⊕风Ქ名胜区规划范围内水上⑮㿾、⑥

口（⸷头）的集中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方面，对水上⑮㿾项目进行规范，创建

了╉⊕水上⑮㿾准入与䘶出机制，打了╉⊕水上⑮㿾无门‑、低品质的经营格

ቶ。“统ㆯ各方面利益”方面，推行╉⊕水上⑮㿾⾞制⾞价改䶟，构建了统一规范

的⑮㿾价格体系和管理体系；建立╉⊕风Ქ名胜区财政核㇍体制，推动建立╉⊕

流域上下⑮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机制；为了保护╉⊕，Ṹ᷍还坚持䐩出╉⊕发

展工业，推动城市向西发展，以产业转型升级有效解╉⊕保护与发展⸑ⴴ。

以推进“三统”改䶟为ᣉ手，Ṹ᷍市৾进一↛组织实施了治理⋵ዮҧ᥌ҧ建、

治理水体⊗ḉ、治理水源地生态අ以及加强╉⊕环境治理的制ᓜ建设“四治”工

程。╉⊕流域的়ਨ亳疾得到根本解决，两ዮὃ被䙆⑆ᚘགྷ，干流水质ᑮ年达到

国家地㺞水Ⅱ类水质标准，Ქ㿸生态资源❋发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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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进展

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保障饮用水安全，推进节水型

社会建设，全面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积极推进大江大河大湖生态保护治理，

广泛开展水利国际合作与交流，以占全球6%的ڏ水资源保障近20%人口的用

水，在落实涉水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持续开展ۢ乡供水设施建设，供水保障水平不断提ᰴ。2015年以来，中

国持续开展城市供水设施改造和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工作。截至2022年底，城

市供水综合生产能力达3.2亿立方/日，供水管道长度达107.79万公里，分

别比2015年底增长了6.9%和51.8%。城市供水满足了5.67亿人的用水，比

2015年增加了25.7%，有效支撑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Ӏቷ现行标准，中国

全面解决了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高。2015年至2022

年，各地共完成投资3625亿元，累计提升3.5亿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解

决了1710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975万农村人口饮水型ޘ超标和120万农村人

口੮်水问题。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建成678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可服务农村

人口8.7亿人。截至2022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7%。

积极推进ᓬ水型社会建设，ၹ水效ဋ大ࣨ提ᰴ。通过强化用水总量和强度双

控，中国用水效率明显提高。2015年至2021年，Ӏቷ当年价计算，中国万元国内

生产总值用水量从90立方下降至51.8立方；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从58.3立方

下降至28.2立方；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0.536提高至0.568（图6-1）。

2015年至2021年，中国非常规水源利用量增长ტ速，占全国用水总量的比例从

1.1%提高到2.3%。中国还于2022年明确了建立健全节水制度政策的工作目标，要

求到2025年，全国经济社会用水总量控制在6400亿立方以内，全国万元国内生

产总值用水量下降16%左右。目前，中国用水效率总体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大致

相当，主要节水指标位居60个ቨ数据国家的第30名左右，ԛ、天ৄ、上海等

地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标  ྺᆶ人༵ࠃ和ৣ࣍࿐生

ժܔഄ进ႜ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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ರ市通过“ʼ统”ஈ᭩֗“پ”ࢺሮ实现江ࢀ绿ඵຍ

╉⊕发源于Ṹ᷍市⥡ݵኧ，全长214公里，流域总面积12159平方公里，是Ṹ

᷍市䎌以生存和发展的生ળ之源，ᴪ是Ṹ᷍建设ь⮂级⑮城市的基础。20ь㓠

末期，╉⊕⑮无ᓅ发展，两ዮ工⸵企业以及一些居民环保意识␗㮺，生活⊗水

和生产ᓕ水排╉⊕ᡌ就近排放支流等现象突出，对╉⊕水质造成⊗ḉ。

近年来特别是2018年Ṹ᷍市获批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以来，

Ṹ᷍市对╉⊕实行了“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ㆯ各方利益”的“三统”改䶟，全面

整合各方力量和资源，统ㆯ推进╉⊕风Ქ名胜区的保护、利用各项工作。“统一管

理”方面，成立了中共Ṹ᷍╉⊕风Ქ名胜区工作ည员会、Ṹ᷍╉⊕风Ქ名胜区管理

ည员会，发挥⢫头ᣉ总作用，实现了对╉⊕风Ქ名胜区规划范围内水上⑮㿾、⑥

口（⸷头）的集中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方面，对水上⑮㿾项目进行规范，创建

了╉⊕水上⑮㿾准入与䘶出机制，打了╉⊕水上⑮㿾无门‑、低品质的经营格

ቶ。“统ㆯ各方面利益”方面，推行╉⊕水上⑮㿾⾞制⾞价改䶟，构建了统一规范

的⑮㿾价格体系和管理体系；建立╉⊕风Ქ名胜区财政核㇍体制，推动建立╉⊕

流域上下⑮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机制；为了保护╉⊕，Ṹ᷍还坚持䐩出╉⊕发

展工业，推动城市向西发展，以产业转型升级有效解╉⊕保护与发展⸑ⴴ。

以推进“三统”改䶟为ᣉ手，Ṹ᷍市৾进一↛组织实施了治理⋵ዮҧ᥌ҧ建、

治理水体⊗ḉ、治理水源地生态අ以及加强╉⊕环境治理的制ᓜ建设“四治”工

程。╉⊕流域的়ਨ亳疾得到根本解决，两ዮὃ被䙆⑆ᚘགྷ，干流水质ᑮ年达到

国家地㺞水Ⅱ类水质标准，Ქ㿸生态资源❋发新的生机。



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保障饮用水安全，推进节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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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开展水利国际合作与交流，以占全球6%的ڏ水资源保障近20%人口的用

水，在落实涉水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持续开展ۢ乡供水设施建设，供水保障水平不断提ᰴ。2015年以来，中

国持续开展城市供水设施改造和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工作。截至2022年底，城

市供水综合生产能力达3.2亿立方/日，供水管道长度达107.79万公里，分

别比2015年底增长了6.9%和51.8%。城市供水满足了5.67亿人的用水，比

2015年增加了25.7%，有效支撑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Ӏቷ现行标准，中国

全面解决了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高。2015年至2022

年，各地共完成投资3625亿元，累计提升3.5亿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解

决了1710万贫困人口饮水安全、975万农村人口饮水型ޘ超标和120万农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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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੮်水问题。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建成678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可服务农村

人口8.7亿人。截至2022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7%。

积极推进ᓬ水型社会建设，ၹ水效ဋ大ࣨ提ᰴ。通过强化用水总量和强度双

控，中国用水效率明显提高。2015年至2021年，Ӏቷ当年价计算，中国万元国内

生产总值用水量从90立方下降至51.8立方；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从58.3立方

下降至28.2立方；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0.536提高至0.568（图6-1）。

2015年至2021年，中国非常规水源利用量增长ტ速，占全国用水总量的比例从

1.1%提高到2.3%。中国还于2022年明确了建立健全节水制度政策的工作目标，要

求到2025年，全国经济社会用水总量控制在6400亿立方以内，全国万元国内生

产总值用水量下降16%左右。目前，中国用水效率总体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大致

相当，主要节水指标位居60个ቨ数据国家的第30名左右，ԛ、天ৄ、上海等

地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图 �-1 中国Хͳၸපૈಕ变化情况（2015年至2021年）
数据来源：水利部。

්水ܫေᑟ力௭ᗃ提升，水和环境卫生持续改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水

平明显提高。初步核算，截至2022年底，全国城市污水处理处理能力为2.15亿

立方/日，污水处理总量为625.8亿立方，污水处理率为97.9%。城市黑ؚ水

体治理取得良好成效。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水体基本消除，县级城市黑ؚ

水体消除比例达40%，形成了一批水畅水清、ӂ绿景美的՟水休ှ空间。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先后命名两批共120个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县（

市、区），推广成ຄ经验与模式。

深入打ݞᇋ水保卫战，水生态环境保护ԩ得௭ᗃ成效。统筹水资源、水环境、

水生态治理，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生态保护

治理。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建立健全河湖长制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强化水域ӂ

线空间管控，明确河湖管控边界，不断加强河湖管理保护。2015年至2022年，全

国地表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2022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为87.9%，与2015年相

比上升23.4个百分点；劣W类质断面比例为0.7%，与2015年相比下降8.1个百分点

（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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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于Ṹ᷍市⥡ݵኧ，全长214公里，流域总面积12159平方公里，是Ṹ

᷍市䎌以生存和发展的生ળ之源，ᴪ是Ṹ᷍建设ь⮂级⑮城市的基础。20ь㓠

末期，╉⊕⑮无ᓅ发展，两ዮ工⸵企业以及一些居民环保意识␗㮺，生活⊗水

和生产ᓕ水排╉⊕ᡌ就近排放支流等现象突出，对╉⊕水质造成⊗ḉ。

近年来特别是2018年Ṹ᷍市获批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以来，

Ṹ᷍市对╉⊕实行了“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ㆯ各方利益”的“三统”改䶟，全面

整合各方力量和资源，统ㆯ推进╉⊕风Ქ名胜区的保护、利用各项工作。“统一管

理”方面，成立了中共Ṹ᷍╉⊕风Ქ名胜区工作ည员会、Ṹ᷍╉⊕风Ქ名胜区管理

ည员会，发挥⢫头ᣉ总作用，实现了对╉⊕风Ქ名胜区规划范围内水上⑮㿾、⑥

口（⸷头）的集中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方面，对水上⑮㿾项目进行规范，创建

了╉⊕水上⑮㿾准入与䘶出机制，打了╉⊕水上⑮㿾无门‑、低品质的经营格

ቶ。“统ㆯ各方面利益”方面，推行╉⊕水上⑮㿾⾞制⾞价改䶟，构建了统一规范

的⑮㿾价格体系和管理体系；建立╉⊕风Ქ名胜区财政核㇍体制，推动建立╉⊕

流域上下⑮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机制；为了保护╉⊕，Ṹ᷍还坚持䐩出╉⊕发

展工业，推动城市向西发展，以产业转型升级有效解╉⊕保护与发展⸑ⴴ。

以推进“三统”改䶟为ᣉ手，Ṹ᷍市৾进一↛组织实施了治理⋵ዮҧ᥌ҧ建、

治理水体⊗ḉ、治理水源地生态අ以及加强╉⊕环境治理的制ᓜ建设“四治”工

程。╉⊕流域的়ਨ亳疾得到根本解决，两ዮὃ被䙆⑆ᚘགྷ，干流水质ᑮ年达到

国家地㺞水Ⅱ类水质标准，Ქ㿸生态资源❋发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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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ܫေᑟ力௭ᗃ提升，水和环境卫生持续改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水

平明显提高。初步核算，截至2022年底，全国城市污水处理处理能力为2.15亿

立方/日，污水处理总量为625.8亿立方，污水处理率为97.9%。城市黑ؚ水

体治理取得良好成效。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水体基本消除，县级城市黑ؚ

水体消除比例达40%，形成了一批水畅水清、ӂ绿景美的՟水休ှ空间。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先后命名两批共120个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县（

市、区），推广成ຄ经验与模式。

深入打ݞᇋ水保卫战，水生态环境保护ԩ得௭ᗃ成效。统筹水资源、水环境、

水生态治理，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生态保护

治理。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建立健全河湖长制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强化水域ӂ

线空间管控，明确河湖管控边界，不断加强河湖管理保护。2015年至2022年，全

国地表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2022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为87.9%，与2015年相

比上升23.4个百分点；劣W类质断面比例为0.7%，与2015年相比下降8.1个百分点

（图6-2）。

图�-2 К国地表පဖܑ量࿃况（2015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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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䎌以生存和发展的生ળ之源，ᴪ是Ṹ᷍建设ь⮂级⑮城市的基础。20ь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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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ᓕ水排╉⊕ᡌ就近排放支流等现象突出，对╉⊕水质造成⊗ḉ。

近年来特别是2018年Ṹ᷍市获批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以来，

Ṹ᷍市对╉⊕实行了“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ㆯ各方利益”的“三统”改䶟，全面

整合各方力量和资源，统ㆯ推进╉⊕风Ქ名胜区的保护、利用各项工作。“统一管

理”方面，成立了中共Ṹ᷍╉⊕风Ქ名胜区工作ည员会、Ṹ᷍╉⊕风Ქ名胜区管理

ည员会，发挥⢫头ᣉ总作用，实现了对╉⊕风Ქ名胜区规划范围内水上⑮㿾、⑥

口（⸷头）的集中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方面，对水上⑮㿾项目进行规范，创建

了╉⊕水上⑮㿾准入与䘶出机制，打了╉⊕水上⑮㿾无门‑、低品质的经营格

ቶ。“统ㆯ各方面利益”方面，推行╉⊕水上⑮㿾⾞制⾞价改䶟，构建了统一规范

的⑮㿾价格体系和管理体系；建立╉⊕风Ქ名胜区财政核㇍体制，推动建立╉⊕

流域上下⑮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机制；为了保护╉⊕，Ṹ᷍还坚持䐩出╉⊕发

展工业，推动城市向西发展，以产业转型升级有效解╉⊕保护与发展⸑ⴴ。

以推进“三统”改䶟为ᣉ手，Ṹ᷍市৾进一↛组织实施了治理⋵ዮҧ᥌ҧ建、

治理水体⊗ḉ、治理水源地生态අ以及加强╉⊕环境治理的制ᓜ建设“四治”工

程。╉⊕流域的়ਨ亳疾得到根本解决，两ዮὃ被䙆⑆ᚘགྷ，干流水质ᑮ年达到

国家地㺞水Ⅱ类水质标准，Ქ㿸生态资源❋发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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ည员会，发挥⢫头ᣉ总作用，实现了对╉⊕风Ქ名胜区规划范围内水上⑮㿾、⑥

口（⸷头）的集中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方面，对水上⑮㿾项目进行规范，创建

了╉⊕水上⑮㿾准入与䘶出机制，打了╉⊕水上⑮㿾无门‑、低品质的经营格

ቶ。“统ㆯ各方面利益”方面，推行╉⊕水上⑮㿾⾞制⾞价改䶟，构建了统一规范

的⑮㿾价格体系和管理体系；建立╉⊕风Ქ名胜区财政核㇍体制，推动建立╉⊕

流域上下⑮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机制；为了保护╉⊕，Ṹ᷍还坚持䐩出╉⊕发

展工业，推动城市向西发展，以产业转型升级有效解╉⊕保护与发展⸑ⴴ。

以推进“三统”改䶟为ᣉ手，Ṹ᷍市৾进一↛组织实施了治理⋵ዮҧ᥌ҧ建、

治理水体⊗ḉ、治理水源地生态අ以及加强╉⊕环境治理的制ᓜ建设“四治”工

程。╉⊕流域的়ਨ亳疾得到根本解决，两ዮὃ被䙆⑆ᚘགྷ，干流水质ᑮ年达到

国家地㺞水Ⅱ类水质标准，Ქ㿸生态资源❋发新的生机。

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共同推动实现๘水可持续发展目标。持续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水利合作，开展水资源利用和管理、水土保持、低碳示范、海水ڏ化、

ࣚఒ化治理、环境监测等领域合作，通过试点示范、技术援助、物资援助、能力

建设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水和环境卫生，助力提升发展中国家水利发展

水平。不断加强水利领域相关技术标准“联通”水平，援助老挝、加拉国等

发展中国家开展水资源综合规划、流域规划、防ࢡ规划等规划编制；在柬埔寨、

ռܻ、ݤ律ՠ、中非、亚、内加ܻ、Ү根པ等国实施灌溉、供水、水生

态修复等领域的合作项目；为100多个国家的水利技术人员和官员提供援外培训，

并为青年水利人才来ࣀା学提供ঃ学金；在ә基ຯ།、ܻྼ亚、үܭ比亚、

印度西亚等国建立海外培训和技术转ᅎ中心；实施“中国南南绿色使者计划”、

“中国-东盟绿色使者计划”、“绿色计划”等，开展环境管理与技术培训，

为沿线发展中国家解决水污染和水安全问题提供有力支撑。

᭟๒๒南ᘩீᒭ州А͒发ႃ֗А͒Щ羊ງएᚸ合

青⎭省⎭南㰅族自治州的塔拉┟⎭ᤊ近3000㊩，㦈╖化率ᴴ高达98.5%，是

哺河上⑮风⋏ধᇩ最严重地区之一。同时，塔拉┟日照时间长、ݿ照强，具༽发

展ݿՅ产业的优䏀资源条件。

为提高ঀ㦈╖化ൕ地ֵ用效率，⎭南州以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

区为统领，大力发展ݿՅ产业。截至2022年底，⎭南州建成新型⌷能源㻻机

ᇯ量1984万千⬜，在建1300万千⬜，占青⎭省全省的69%。ݿՅ园区建成以后，

在ݿՅ板的“ᒽ护”下，ݿՅᆆ䱫内平均风䙕䲃低41.2%，空气⒵ᓜ日均增⒵2.8%，

20ৎ㊩深ᓜൕ༚增⒵32%，㥿场䙆⑆ᚘགྷ。

目前，塔拉┟ὃ被覆盖率已ᚘགྷ到了80%。但牧㥿ᵸҧ无ㄖ生长，䚤ᥗ住ݿ

Յ板，৾带来了ݿՅ板发⭫效率下䲃、ߢᆙ⚡⚴䳆患等新的问题，为此，塔拉┟

通过板上发⭫、板下牧羊，ᣀݿՅ

治⋏与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有机

结合，保护改善了生态环境，同时

增加周边群众收入，实现了养羊与

Յݿ，Յ经济的双䎘。截止目前ݿ

牧场面积达5.18万ӟ，䗆ሺ带动农

牧户3056户，年周期性可侨养㰅羊

1.5万余ਠ，收益达1253万元，形成

了འ䱩能产业、生态环境建设、生

态畜牧业相得益ᖦ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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ರ市通过“ʼ统”ஈ᭩֗“پ”ࢺሮ实现江ࢀ绿ඵຍ

╉⊕发源于Ṹ᷍市⥡ݵኧ，全长214公里，流域总面积12159平方公里，是Ṹ

᷍市䎌以生存和发展的生ળ之源，ᴪ是Ṹ᷍建设ь⮂级⑮城市的基础。20ь㓠

末期，╉⊕⑮无ᓅ发展，两ዮ工⸵企业以及一些居民环保意识␗㮺，生活⊗水

和生产ᓕ水排╉⊕ᡌ就近排放支流等现象突出，对╉⊕水质造成⊗ḉ。

近年来特别是2018年Ṹ᷍市获批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以来，

Ṹ᷍市对╉⊕实行了“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ㆯ各方利益”的“三统”改䶟，全面

整合各方力量和资源，统ㆯ推进╉⊕风Ქ名胜区的保护、利用各项工作。“统一管

理”方面，成立了中共Ṹ᷍╉⊕风Ქ名胜区工作ည员会、Ṹ᷍╉⊕风Ქ名胜区管理

ည员会，发挥⢫头ᣉ总作用，实现了对╉⊕风Ქ名胜区规划范围内水上⑮㿾、⑥

口（⸷头）的集中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方面，对水上⑮㿾项目进行规范，创建

了╉⊕水上⑮㿾准入与䘶出机制，打了╉⊕水上⑮㿾无门‑、低品质的经营格

ቶ。“统ㆯ各方面利益”方面，推行╉⊕水上⑮㿾⾞制⾞价改䶟，构建了统一规范

的⑮㿾价格体系和管理体系；建立╉⊕风Ქ名胜区财政核㇍体制，推动建立╉⊕

流域上下⑮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机制；为了保护╉⊕，Ṹ᷍还坚持䐩出╉⊕发

展工业，推动城市向西发展，以产业转型升级有效解╉⊕保护与发展⸑ⴴ。

以推进“三统”改䶟为ᣉ手，Ṹ᷍市৾进一↛组织实施了治理⋵ዮҧ᥌ҧ建、

治理水体⊗ḉ、治理水源地生态අ以及加强╉⊕环境治理的制ᓜ建设“四治”工

程。╉⊕流域的়ਨ亳疾得到根本解决，两ዮὃ被䙆⑆ᚘགྷ，干流水质ᑮ年达到

国家地㺞水Ⅱ类水质标准，Ქ㿸生态资源❋发新的生机。

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共同推动实现๘水可持续发展目标。持续推动“一带一

路”建设水利合作，开展水资源利用和管理、水土保持、低碳示范、海水ڏ化、

ࣚఒ化治理、环境监测等领域合作，通过试点示范、技术援助、物资援助、能力

建设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水和环境卫生，助力提升发展中国家水利发展

水平。不断加强水利领域相关技术标准“联通”水平，援助老挝、加拉国等

发展中国家开展水资源综合规划、流域规划、防ࢡ规划等规划编制；在柬埔寨、

ռܻ、ݤ律ՠ、中非、亚、内加ܻ、Ү根པ等国实施灌溉、供水、水生

态修复等领域的合作项目；为100多个国家的水利技术人员和官员提供援外培训，

并为青年水利人才来ࣀା学提供ঃ学金；在ә基ຯ།、ܻྼ亚、үܭ比亚、

印度西亚等国建立海外培训和技术转ᅎ中心；实施“中国南南绿色使者计划”、

“中国-东盟绿色使者计划”、“绿色计划”等，开展环境管理与技术培训，

为沿线发展中国家解决水污染和水安全问题提供有力支撑。

ງएԠˁ2023ࣲᐏ合国ඵܸ͘

2023年联合国水大会（以下简称水大会）于3月22日至24日在㓳约联合国总

部ਢ开。水大会由㦭ަ和塔ਿ克ᯥග共同主办，来自全球200多个国家、国际组

织、民间团体、⿷营部门等共计约6000人参加了水大会，206名国家领导人、水

资源主管部门部长、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机构ԙ㺞在全体大会上发䀶，是近50

年来联合国ਢ开的规格最高、影ଃ力最大的⎿水专题会议。会议全面审视了

“2018—2028水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ॷ年目标中期执行情况，产生了以700

多项自承䈰为主体的Ʌ水行动议程Ɇ，ᰞ在凝聚全球政治共识，紧ᙛ应对全

球水ধ机，为实现2030年议程⎿水目标提䙕。

中国政府ԙ㺞团在大会上લ国际社会积极ଃ应和落实全球发展ٗ议和全

球安全ٗ议，全面介㔃中国落实可持续发展⎿水目标的重要进展，并提出了保

障侤水安全、加强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保护河流健康生ળ和深化国际治水合

作等四点ٗ议，༽与会ԙ㺞关注，获得广⌑支持和认同。大会期间，中国ԙ

㺞团还与欧洲合作Տժ举办了中欧水资源Ӛ流平台第ғ次年ᓜ高层对䈓会，积

极宣介中国治水理ᘫ和经验，推动多双边水利Ӛ流与合作。

二、基本经验

一是以系统思维解决水资源问题。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相互依存、紧联系的

生命共同体，生态治理应以系统思ྼ考量、以整体观念推进。中国始终坚持系统

思ྼ，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通过整体施策、多措并举，

推动包括水生态在内的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

二是实ᛡతˑಫ水资源ኮေ制ए。明确水资源管控指标，印发“十四五”全

国用水总量、用水效率控制目标，并将ኄ一目标分解到各省份。组织确定跨省重

点河湖、省内河湖生态流量保障目标，制定跨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明确各

省份地下水取用水量、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不断强化水资源监管措施，深入推

进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及“回头ੂ”，ኍ对发现问题推进整改提升。

三是开展˄ᮊᛡ动解决ቊ出问题。中国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并自2018年以来

先后组织开展全国河湖“清四”、长江经济带固体废物清理整治、长江黄河ӂ

线清理整治、长江流域非法ҷ围整治、چ江口“守好一库碧水”整治、ݟ碍河道

行ࢡ突出问题清理整治等一系列专项行动，依法依规清理整治河湖管理范围内

占、采、ܑ、建等问题，同时ጻ深推进“清四”常态化规范化，推动一

大批ൔ占破࣋河湖的“老大难”问题得以解决。

三、下一步工作

尽管中国在水资源治理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但仍面临水资源短ඍ、水生态٤

ෑ、水环境负ࢁ较重等问题。同时，受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近年来极

端天气事件呈现趋多趋ೕ趋强趋广态势，为涉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带来新的

战。ໜ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对水资源管理和水生态保护也提出新

的要求。中国将在今后一时期重点推进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进一步提升水资源ኮေ水平。加快建立水资源ߑ性约ຐ制度，严格落实

《“十四五”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在保障基本生态用水的前提下，推动

以可用水量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布局、结构和规模。提高用水效率，扩大非常规

水源利用领域和规模，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强化水资源保护，推动解

决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问题，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是不断落实农村ᯍ水安全保障。坚持თႾ渐进、稳扎稳打，因地制宜、注

重实效，扎实做好农村水利各项工作，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水利任务，加快解决农

业农村水安全保障问题。

三是持续促进人水和ៈ共生。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በ在人与自然和ၿ共生的高度క划发展，

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重要江河湖库生态保护治理和休养生တ，

ྼ护河湖健康生命。

᭟๒๒南ᘩீᒭ州А͒发ႃ֗А͒Щ羊ງएᚸ合

青⎭省⎭南㰅族自治州的塔拉┟⎭ᤊ近3000㊩，㦈╖化率ᴴ高达98.5%，是

哺河上⑮风⋏ধᇩ最严重地区之一。同时，塔拉┟日照时间长、ݿ照强，具༽发

展ݿՅ产业的优䏀资源条件。

为提高ঀ㦈╖化ൕ地ֵ用效率，⎭南州以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

区为统领，大力发展ݿՅ产业。截至2022年底，⎭南州建成新型⌷能源㻻机

ᇯ量1984万千⬜，在建1300万千⬜，占青⎭省全省的69%。ݿՅ园区建成以后，

在ݿՅ板的“ᒽ护”下，ݿՅᆆ䱫内平均风䙕䲃低41.2%，空气⒵ᓜ日均增⒵2.8%，

20ৎ㊩深ᓜൕ༚增⒵32%，㥿场䙆⑆ᚘགྷ。

目前，塔拉┟ὃ被覆盖率已ᚘགྷ到了80%。但牧㥿ᵸҧ无ㄖ生长，䚤ᥗ住ݿ

Յ板，৾带来了ݿՅ板发⭫效率下䲃、ߢᆙ⚡⚴䳆患等新的问题，为此，塔拉┟

通过板上发⭫、板下牧羊，ᣀݿՅ

治⋏与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有机

结合，保护改善了生态环境，同时

增加周边群众收入，实现了养羊与

Յݿ，Յ经济的双䎘。截止目前ݿ

牧场面积达5.18万ӟ，䗆ሺ带动农

牧户3056户，年周期性可侨养㰅羊

1.5万余ਠ，收益达1253万元，形成

了འ䱩能产业、生态环境建设、生

态畜牧业相得益ᖦ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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ರ市通过“ʼ统”ஈ᭩֗“پ”ࢺሮ实现江ࢀ绿ඵຍ

╉⊕发源于Ṹ᷍市⥡ݵኧ，全长214公里，流域总面积12159平方公里，是Ṹ

᷍市䎌以生存和发展的生ળ之源，ᴪ是Ṹ᷍建设ь⮂级⑮城市的基础。20ь㓠

末期，╉⊕⑮无ᓅ发展，两ዮ工⸵企业以及一些居民环保意识␗㮺，生活⊗水

和生产ᓕ水排╉⊕ᡌ就近排放支流等现象突出，对╉⊕水质造成⊗ḉ。

近年来特别是2018年Ṹ᷍市获批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以来，

Ṹ᷍市对╉⊕实行了“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ㆯ各方利益”的“三统”改䶟，全面

整合各方力量和资源，统ㆯ推进╉⊕风Ქ名胜区的保护、利用各项工作。“统一管

理”方面，成立了中共Ṹ᷍╉⊕风Ქ名胜区工作ည员会、Ṹ᷍╉⊕风Ქ名胜区管理

ည员会，发挥⢫头ᣉ总作用，实现了对╉⊕风Ქ名胜区规划范围内水上⑮㿾、⑥

口（⸷头）的集中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方面，对水上⑮㿾项目进行规范，创建

了╉⊕水上⑮㿾准入与䘶出机制，打了╉⊕水上⑮㿾无门‑、低品质的经营格

ቶ。“统ㆯ各方面利益”方面，推行╉⊕水上⑮㿾⾞制⾞价改䶟，构建了统一规范

的⑮㿾价格体系和管理体系；建立╉⊕风Ქ名胜区财政核㇍体制，推动建立╉⊕

流域上下⑮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机制；为了保护╉⊕，Ṹ᷍还坚持䐩出╉⊕发

展工业，推动城市向西发展，以产业转型升级有效解╉⊕保护与发展⸑ⴴ。

以推进“三统”改䶟为ᣉ手，Ṹ᷍市৾进一↛组织实施了治理⋵ዮҧ᥌ҧ建、

治理水体⊗ḉ、治理水源地生态අ以及加强╉⊕环境治理的制ᓜ建设“四治”工

程。╉⊕流域的়ਨ亳疾得到根本解决，两ዮὃ被䙆⑆ᚘགྷ，干流水质ᑮ年达到

国家地㺞水Ⅱ类水质标准，Ქ㿸生态资源❋发新的生机。

二、基本经验

一是以系统思维解决水资源问题。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相互依存、紧联系的

生命共同体，生态治理应以系统思ྼ考量、以整体观念推进。中国始终坚持系统

思ྼ，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通过整体施策、多措并举，

推动包括水生态在内的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

二是实ᛡతˑಫ水资源ኮေ制ए。明确水资源管控指标，印发“十四五”全

国用水总量、用水效率控制目标，并将ኄ一目标分解到各省份。组织确定跨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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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๒๒南ᘩீᒭ州А͒发ႃ֗А͒Щ羊ງएᚸ合

青⎭省⎭南㰅族自治州的塔拉┟⎭ᤊ近3000㊩，㦈╖化率ᴴ高达98.5%，是

哺河上⑮风⋏ধᇩ最严重地区之一。同时，塔拉┟日照时间长、ݿ照强，具༽发

展ݿՅ产业的优䏀资源条件。

为提高ঀ㦈╖化ൕ地ֵ用效率，⎭南州以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

区为统领，大力发展ݿՅ产业。截至2022年底，⎭南州建成新型⌷能源㻻机

ᇯ量1984万千⬜，在建1300万千⬜，占青⎭省全省的69%。ݿՅ园区建成以后，

在ݿՅ板的“ᒽ护”下，ݿՅᆆ䱫内平均风䙕䲃低41.2%，空气⒵ᓜ日均增⒵2.8%，

20ৎ㊩深ᓜൕ༚增⒵32%，㥿场䙆⑆ᚘགྷ。

目前，塔拉┟ὃ被覆盖率已ᚘགྷ到了80%。但牧㥿ᵸҧ无ㄖ生长，䚤ᥗ住ݿ

Յ板，৾带来了ݿՅ板发⭫效率下䲃、ߢᆙ⚡⚴䳆患等新的问题，为此，塔拉┟

通过板上发⭫、板下牧羊，ᣀݿՅ

治⋏与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有机

结合，保护改善了生态环境，同时

增加周边群众收入，实现了养羊与

Յݿ，Յ经济的双䎘。截止目前ݿ

牧场面积达5.18万ӟ，䗆ሺ带动农

牧户3056户，年周期性可侨养㰅羊

1.5万余ਠ，收益达1253万元，形成

了འ䱩能产业、生态环境建设、生

态畜牧业相得益ᖦ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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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进展

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物质基础。中国始终致力于确保人人获得可

负担得起的、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2015年以来，中国以深化供给֨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能源生产和消费结

构不断优化，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能源进入高质量发展新。同时，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持续推进能源领域务实国际合作取得新进展。

持续提ᰴۢ乡ၹႃ可及性，“人人享有ႃ力”得到有力保障。中国已于

2015年实现全国100%电力可及的目标，提前15年完成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5年至2022年，中国人均生活用电量稳步提升（图7-1），电网的可靠性

和安全性不断加强。加快实施城市配电网建设改造，推进小城镇和中心村农

网改造升级，着力解决农网网架ԋෑ、结构不合理以及供电“ਸ਼չ子”、台

区容量不足等问题。大电网覆盖范围内贫困村通动力电比例达到100%，农网

供电可靠率总体达到99.8%，建成光伏扶贫电በጎ机2636万千ྑ，“获得电

ರ市通过“ʼ统”ஈ᭩֗“پ”ࢺሮ实现江ࢀ绿ඵຍ

╉⊕发源于Ṹ᷍市⥡ݵኧ，全长214公里，流域总面积12159平方公里，是Ṹ

᷍市䎌以生存和发展的生ળ之源，ᴪ是Ṹ᷍建设ь⮂级⑮城市的基础。20ь㓠

末期，╉⊕⑮无ᓅ发展，两ዮ工⸵企业以及一些居民环保意识␗㮺，生活⊗水

和生产ᓕ水排╉⊕ᡌ就近排放支流等现象突出，对╉⊕水质造成⊗ḉ。

近年来特别是2018年Ṹ᷍市获批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以来，

Ṹ᷍市对╉⊕实行了“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ㆯ各方利益”的“三统”改䶟，全面

整合各方力量和资源，统ㆯ推进╉⊕风Ქ名胜区的保护、利用各项工作。“统一管

理”方面，成立了中共Ṹ᷍╉⊕风Ქ名胜区工作ည员会、Ṹ᷍╉⊕风Ქ名胜区管理

ည员会，发挥⢫头ᣉ总作用，实现了对╉⊕风Ქ名胜区规划范围内水上⑮㿾、⑥

口（⸷头）的集中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方面，对水上⑮㿾项目进行规范，创建

了╉⊕水上⑮㿾准入与䘶出机制，打了╉⊕水上⑮㿾无门‑、低品质的经营格

ቶ。“统ㆯ各方面利益”方面，推行╉⊕水上⑮㿾⾞制⾞价改䶟，构建了统一规范

的⑮㿾价格体系和管理体系；建立╉⊕风Ქ名胜区财政核㇍体制，推动建立╉⊕

流域上下⑮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机制；为了保护╉⊕，Ṹ᷍还坚持䐩出╉⊕发

展工业，推动城市向西发展，以产业转型升级有效解╉⊕保护与发展⸑ⴴ。

以推进“三统”改䶟为ᣉ手，Ṹ᷍市৾进一↛组织实施了治理⋵ዮҧ᥌ҧ建、

治理水体⊗ḉ、治理水源地生态අ以及加强╉⊕环境治理的制ᓜ建设“四治”工

程。╉⊕流域的়ਨ亳疾得到根本解决，两ዮὃ被䙆⑆ᚘགྷ，干流水质ᑮ年达到

国家地㺞水Ⅱ类水质标准，Ქ㿸生态资源❋发新的生机。

目标  确保人人इڥڅڥഐ的Ă

可੍和可持续的现ీپ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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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服务水平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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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人均生าၸႂ量（2015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积极发展ຍฝᑟ源产业，ᑟ源结构调ட加快推进。能源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推

进。中国形成了全球领先的清洁能源产业体系，风电、光伏发电、大型水电技术

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核电形成了自主品ಈ三代大型先进压水ܑ技术，化็能源清

洁化改造和特高压输电领域工程技术领ಞ全球，新型储能、ൠ能等前沿领域研发

应用不断取得突破进展。农村能源转型取得积极进展。加强农业废弃物能源化利

用，强化农村地区清洁供保障，推动农村农光互补、“光伏,设施农业”等多

能互补模式，推进农村可再生能源健康持续发展。新能源ഛכ产业发展大。通

过政策引导、市场主导、科技先行等多方共同作用，中国建立了全球最完善的新

能源ഛכ产业链，2022年，新能源ഛכ销量达到688.7万量。能源结构调整加快

推进。初步核算，从能源生产结构来ੂ，2015年至2021年，非化็能源占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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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到2030年，非化็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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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保护改善了生态环境，同时

增加周边群众收入，实现了养羊与

Յݿ，Յ经济的双䎘。截止目前ݿ

牧场面积达5.18万ӟ，䗆ሺ带动农

牧户3056户，年周期性可侨养㰅羊

1.5万余ਠ，收益达1253万元，形成

了འ䱩能产业、生态环境建设、生

态畜牧业相得益ᖦ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

力”服务水平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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ರ市通过“ʼ统”ஈ᭩֗“پ”ࢺሮ实现江ࢀ绿ඵຍ

╉⊕发源于Ṹ᷍市⥡ݵኧ，全长214公里，流域总面积12159平方公里，是Ṹ

᷍市䎌以生存和发展的生ળ之源，ᴪ是Ṹ᷍建设ь⮂级⑮城市的基础。20ь㓠

末期，╉⊕⑮无ᓅ发展，两ዮ工⸵企业以及一些居民环保意识␗㮺，生活⊗水

和生产ᓕ水排╉⊕ᡌ就近排放支流等现象突出，对╉⊕水质造成⊗ḉ。

近年来特别是2018年Ṹ᷍市获批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以来，

Ṹ᷍市对╉⊕实行了“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ㆯ各方利益”的“三统”改䶟，全面

整合各方力量和资源，统ㆯ推进╉⊕风Ქ名胜区的保护、利用各项工作。“统一管

理”方面，成立了中共Ṹ᷍╉⊕风Ქ名胜区工作ည员会、Ṹ᷍╉⊕风Ქ名胜区管理

ည员会，发挥⢫头ᣉ总作用，实现了对╉⊕风Ქ名胜区规划范围内水上⑮㿾、⑥

口（⸷头）的集中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方面，对水上⑮㿾项目进行规范，创建

了╉⊕水上⑮㿾准入与䘶出机制，打了╉⊕水上⑮㿾无门‑、低品质的经营格

ቶ。“统ㆯ各方面利益”方面，推行╉⊕水上⑮㿾⾞制⾞价改䶟，构建了统一规范

的⑮㿾价格体系和管理体系；建立╉⊕风Ქ名胜区财政核㇍体制，推动建立╉⊕

流域上下⑮向生态保护补偿试点机制；为了保护╉⊕，Ṹ᷍还坚持䐩出╉⊕发

展工业，推动城市向西发展，以产业转型升级有效解╉⊕保护与发展⸑ⴴ。

以推进“三统”改䶟为ᣉ手，Ṹ᷍市৾进一↛组织实施了治理⋵ዮҧ᥌ҧ建、

治理水体⊗ḉ、治理水源地生态අ以及加强╉⊕环境治理的制ᓜ建设“四治”工

程。╉⊕流域的়ਨ亳疾得到根本解决，两ዮὃ被䙆⑆ᚘགྷ，干流水质ᑮ年达到

国家地㺞水Ⅱ类水质标准，Ქ㿸生态资源❋发新的生机。

图�-2 中国ᑞຸ生产结构（2015年至2021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3 中国ᑞຸ๖结构（2015年至2021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๒๒南ᘩீᒭ州А͒发ႃ֗А͒Щ羊ງएᚸ合

青⎭省⎭南㰅族自治州的塔拉┟⎭ᤊ近3000㊩，㦈╖化率ᴴ高达98.5%，是

哺河上⑮风⋏ধᇩ最严重地区之一。同时，塔拉┟日照时间长、ݿ照强，具༽发

展ݿՅ产业的优䏀资源条件。

为提高ঀ㦈╖化ൕ地ֵ用效率，⎭南州以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

区为统领，大力发展ݿՅ产业。截至2022年底，⎭南州建成新型⌷能源㻻机

ᇯ量1984万千⬜，在建1300万千⬜，占青⎭省全省的69%。ݿՅ园区建成以后，

在ݿՅ板的“ᒽ护”下，ݿՅᆆ䱫内平均风䙕䲃低41.2%，空气⒵ᓜ日均增⒵2.8%，

20ৎ㊩深ᓜൕ༚增⒵32%，㥿场䙆⑆ᚘགྷ。

目前，塔拉┟ὃ被覆盖率已ᚘགྷ到了80%。但牧㥿ᵸҧ无ㄖ生长，䚤ᥗ住ݿ

Յ板，৾带来了ݿՅ板发⭫效率下䲃、ߢᆙ⚡⚴䳆患等新的问题，为此，塔拉┟

通过板上发⭫、板下牧羊，ᣀݿՅ

治⋏与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有机

结合，保护改善了生态环境，同时

增加周边群众收入，实现了养羊与

Յݿ，Յ经济的双䎘。截止目前ݿ

牧场面积达5.18万ӟ，䗆ሺ带动农

牧户3056户，年周期性可侨养㰅羊

1.5万余ਠ，收益达1253万元，形成

了འ䱩能产业、生态环境建设、生

态畜牧业相得益ᖦ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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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进ᑟ源ᰴ效Ѿၹ，ᑟᏲ和ᇏ强ए持续下降。中国大力推进技术节能、

管理节能、结构节能，推动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通过科技创新驱动ீ电转型

升级，已实现高参数、大容量超临界ீ机组自主研发和制造，二次再ඤ技术、

大型თ环流化床发电等技术世界领先。截至2022年底，中国达到超低排放限值的

ீ电机组约10.6亿千ྑ，占全国ீ电总ጎ机容量94%，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

电供应体系。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的ߒ铁产能约1.4亿吨，占全国ߒ铁总产能

的13%。实施重点行业和产品设备节能降碳改造，强化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初步

核算，2015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2%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5.7%的经济增长，

2022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2015年下降15.5%，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

国家之一。

᭟๒๒南ᘩீᒭ州А͒发ႃ֗А͒Щ羊ງएᚸ合

青⎭省⎭南㰅族自治州的塔拉┟⎭ᤊ近3000㊩，㦈╖化率ᴴ高达98.5%，是

哺河上⑮风⋏ধᇩ最严重地区之一。同时，塔拉┟日照时间长、ݿ照强，具༽发

展ݿՅ产业的优䏀资源条件。

为提高ঀ㦈╖化ൕ地ֵ用效率，⎭南州以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

区为统领，大力发展ݿՅ产业。截至2022年底，⎭南州建成新型⌷能源㻻机

ᇯ量1984万千⬜，在建1300万千⬜，占青⎭省全省的69%。ݿՅ园区建成以后，

在ݿՅ板的“ᒽ护”下，ݿՅᆆ䱫内平均风䙕䲃低41.2%，空气⒵ᓜ日均增⒵2.8%，

20ৎ㊩深ᓜൕ༚增⒵32%，㥿场䙆⑆ᚘགྷ。

目前，塔拉┟ὃ被覆盖率已ᚘགྷ到了80%。但牧㥿ᵸҧ无ㄖ生长，䚤ᥗ住ݿ

Յ板，৾带来了ݿՅ板发⭫效率下䲃、ߢᆙ⚡⚴䳆患等新的问题，为此，塔拉┟

通过板上发⭫、板下牧羊，ᣀݿՅ

治⋏与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有机

结合，保护改善了生态环境，同时

增加周边群众收入，实现了养羊与

Յݿ，Յ经济的双䎘。截止目前ݿ

牧场面积达5.18万ӟ，䗆ሺ带动农

牧户3056户，年周期性可侨养㰅羊

1.5万余ਠ，收益达1253万元，形成

了འ䱩能产业、生态环境建设、生

态畜牧业相得益ᖦ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

积极Ԡ与全球ᑟ源治ေ，ᑟ源务实合作不断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持续深化政策ࠏ通，凝聚能源发展的更多共识；深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护全球能源安全稳定；持续推进清洁能源产业升级，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发展。中

国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提出推进清洁能源伙伴关系，并于2023年9月举办国际能

源变革论坛，搭建全球能源转型平台，探索建立国际能源变革联盟，共同推进能

源转型。中国发起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现有33个成员国，共组

织ቻ开两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和两届伙伴关系论坛，对外发布《“一带

一路”绿色能源合作青ڜ倡议》《“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ቤ程》《能源

国际合作最ॅ实践》等多项成果。2022年全年，中国光伏产品出口超过512亿美元，

光伏组件出口超过153HX，有效支撑国内外光伏市场增长和全球新能源需求。

2022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为其他国家减排二ᄟ化碳约5.73亿吨，合计减

排28.3亿吨，约占全球同期可再生能源ች算碳减排量的41%。此外，中国还积极参

与制定新能源类国际标准、国标、行标、企标，推动完善新能源标准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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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进ᑟ源ᰴ效Ѿၹ，ᑟᏲ和ᇏ强ए持续下降。中国大力推进技术节能、

管理节能、结构节能，推动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通过科技创新驱动ீ电转型

升级，已实现高参数、大容量超临界ீ机组自主研发和制造，二次再ඤ技术、

大型თ环流化床发电等技术世界领先。截至2022年底，中国达到超低排放限值的

ீ电机组约10.6亿千ྑ，占全国ீ电总ጎ机容量94%，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

电供应体系。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的ߒ铁产能约1.4亿吨，占全国ߒ铁总产能

的13%。实施重点行业和产品设备节能降碳改造，强化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初步

核算，2015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2%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5.7%的经济增长，

2022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2015年下降15.5%，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

国家之一。

᭟๒๒南ᘩீᒭ州А͒发ႃ֗А͒Щ羊ງएᚸ合

青⎭省⎭南㰅族自治州的塔拉┟⎭ᤊ近3000㊩，㦈╖化率ᴴ高达98.5%，是

哺河上⑮风⋏ধᇩ最严重地区之一。同时，塔拉┟日照时间长、ݿ照强，具༽发

展ݿՅ产业的优䏀资源条件。

为提高ঀ㦈╖化ൕ地ֵ用效率，⎭南州以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

区为统领，大力发展ݿՅ产业。截至2022年底，⎭南州建成新型⌷能源㻻机

ᇯ量1984万千⬜，在建1300万千⬜，占青⎭省全省的69%。ݿՅ园区建成以后，

在ݿՅ板的“ᒽ护”下，ݿՅᆆ䱫内平均风䙕䲃低41.2%，空气⒵ᓜ日均增⒵2.8%，

20ৎ㊩深ᓜൕ༚增⒵32%，㥿场䙆⑆ᚘགྷ。

目前，塔拉┟ὃ被覆盖率已ᚘགྷ到了80%。但牧㥿ᵸҧ无ㄖ生长，䚤ᥗ住ݿ

Յ板，৾带来了ݿՅ板发⭫效率下䲃、ߢᆙ⚡⚴䳆患等新的问题，为此，塔拉┟

通过板上发⭫、板下牧羊，ᣀݿՅ

治⋏与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有机

结合，保护改善了生态环境，同时

增加周边群众收入，实现了养羊与

Յݿ，Յ经济的双䎘。截止目前ݿ

牧场面积达5.18万ӟ，䗆ሺ带动农

牧户3056户，年周期性可侨养㰅羊

1.5万余ਠ，收益达1253万元，形成

了འ䱩能产业、生态环境建设、生

态畜牧业相得益ᖦ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

积极Ԡ与全球ᑟ源治ေ，ᑟ源务实合作不断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持续深化政策ࠏ通，凝聚能源发展的更多共识；深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护全球能源安全稳定；持续推进清洁能源产业升级，推动全球能源转型发展。中

国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提出推进清洁能源伙伴关系，并于2023年9月举办国际能

源变革论坛，搭建全球能源转型平台，探索建立国际能源变革联盟，共同推进能

源转型。中国发起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现有33个成员国，共组

织ቻ开两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和两届伙伴关系论坛，对外发布《“一带

一路”绿色能源合作青ڜ倡议》《“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ቤ程》《能源

国际合作最ॅ实践》等多项成果。2022年全年，中国光伏产品出口超过512亿美元，

光伏组件出口超过153HX，有效支撑国内外光伏市场增长和全球新能源需求。

2022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为其他国家减排二ᄟ化碳约5.73亿吨，合计减

排28.3亿吨，约占全球同期可再生能源ች算碳减排量的41%。此外，中国还积极参

与制定新能源类国际标准、国标、行标、企标，推动完善新能源标准体系建设。

南南合作助力ܳ国ᑟ源绿色Ͱᇏ发展

为推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可߃生能源技术南南合作，中国科技

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组织实施了中国-加㓩/䎔比亚可߃生能源技术转〱项

目（以下简称“中-加/䎔项目”）和中国-ດ比亚/ᯥ里ަ卡可߃生能源三方合

作项目（以下简称“中-/ᯥ项目”）。两个项目均入䘿联合国“面向最不发达国

家开展的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优⿶实䐫”。

中-加/䎔项目于2019年底顺利完成。中国和加㓩/䎔比亚间的可߃生能源技

术转〱合作，提升了加㓩/䎔比亚⭫力供应水平和可߃生能源技术ֵ用能力，并

打造了前期充分调研、中期长效⋕通、后期经验Ӛ流、强化政策对接、注重成

果运用的“一ᨳᆆ”合作模式，成为以需求为导向的南南合作和新型三方合作模

式的典范。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䈛项目入䘿第二次联

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中国与联合国南南合作40周年成果展”，联合国“南南

合作与三方合作优⿶实䐫”。

中-/ᯥ项目通过ᩣ建中、中ᯥ学Җ平台，以国际合作的形式实现可߃生

能源技术转〱，助力温室气体减排，并通过示范工程调整优化技术䗉入国能源结

构。在ᯥ里ަ卡，通过开展⋲气和འ䱩能的应用▒力示范，助力ᯥ里ަ卡实现温

室气体减排的国家级目标；在ດ比亚，通过组建南南合作及两国政府与开发

计划署合作机制，解决ດ比亚实现可持续发展面Ѫ的᥇战，扩大䈛国获得

⌷能源的机䙽，改进能源服务，并为可持续性强的一体化农业实䐫提供示范。䈛

项目被ࡍ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ጦ䇰එ成果单，同时入䘿了联合国“

面向最不发达国家开展的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优⿶实䐫”，成为三方合作支持共

建国家能源绿色低⻩发展的৾一成功实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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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๒๒南ᘩீᒭ州А͒发ႃ֗А͒Щ羊ງएᚸ合

青⎭省⎭南㰅族自治州的塔拉┟⎭ᤊ近3000㊩，㦈╖化率ᴴ高达98.5%，是

哺河上⑮风⋏ধᇩ最严重地区之一。同时，塔拉┟日照时间长、ݿ照强，具༽发

展ݿՅ产业的优䏀资源条件。

为提高ঀ㦈╖化ൕ地ֵ用效率，⎭南州以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

区为统领，大力发展ݿՅ产业。截至2022年底，⎭南州建成新型⌷能源㻻机

ᇯ量1984万千⬜，在建1300万千⬜，占青⎭省全省的69%。ݿՅ园区建成以后，

在ݿՅ板的“ᒽ护”下，ݿՅᆆ䱫内平均风䙕䲃低41.2%，空气⒵ᓜ日均增⒵2.8%，

20ৎ㊩深ᓜൕ༚增⒵32%，㥿场䙆⑆ᚘགྷ。

目前，塔拉┟ὃ被覆盖率已ᚘགྷ到了80%。但牧㥿ᵸҧ无ㄖ生长，䚤ᥗ住ݿ

Յ板，৾带来了ݿՅ板发⭫效率下䲃、ߢᆙ⚡⚴䳆患等新的问题，为此，塔拉┟

通过板上发⭫、板下牧羊，ᣀݿՅ

治⋏与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有机

结合，保护改善了生态环境，同时

增加周边群众收入，实现了养羊与

Յݿ，Յ经济的双䎘。截止目前ݿ

牧场面积达5.18万ӟ，䗆ሺ带动农

牧户3056户，年周期性可侨养㰅羊

1.5万余ਠ，收益达1253万元，形成

了འ䱩能产业、生态环境建设、生

态畜牧业相得益ᖦ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

南南合作助力ܳ国ᑟ源绿色Ͱᇏ发展

为推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可߃生能源技术南南合作，中国科技

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组织实施了中国-加㓩/䎔比亚可߃生能源技术转〱项

目（以下简称“中-加/䎔项目”）和中国-ດ比亚/ᯥ里ަ卡可߃生能源三方合

作项目（以下简称“中-/ᯥ项目”）。两个项目均入䘿联合国“面向最不发达国

家开展的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优⿶实䐫”。

中-加/䎔项目于2019年底顺利完成。中国和加㓩/䎔比亚间的可߃生能源技

术转〱合作，提升了加㓩/䎔比亚⭫力供应水平和可߃生能源技术ֵ用能力，并

打造了前期充分调研、中期长效⋕通、后期经验Ӛ流、强化政策对接、注重成

果运用的“一ᨳᆆ”合作模式，成为以需求为导向的南南合作和新型三方合作模

式的典范。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䈛项目入䘿第二次联

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中国与联合国南南合作40周年成果展”，联合国“南南

合作与三方合作优⿶实䐫”。

中-/ᯥ项目通过ᩣ建中、中ᯥ学Җ平台，以国际合作的形式实现可߃生

能源技术转〱，助力温室气体减排，并通过示范工程调整优化技术䗉入国能源结

构。在ᯥ里ަ卡，通过开展⋲气和འ䱩能的应用▒力示范，助力ᯥ里ަ卡实现温

室气体减排的国家级目标；在ດ比亚，通过组建南南合作及两国政府与开发

计划署合作机制，解决ດ比亚实现可持续发展面Ѫ的᥇战，扩大䈛国获得

⌷能源的机䙽，改进能源服务，并为可持续性强的一体化农业实䐫提供示范。䈛

项目被ࡍ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ጦ䇰එ成果单，同时入䘿了联合国“

面向最不发达国家开展的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优⿶实䐫”，成为三方合作支持共

建国家能源绿色低⻩发展的৾一成功实䐫。

中国ᩐᛡ支持Лုతܸവࣃᤂᛡ๒ʽ᮳ႃᮊᄬ

Hornsea 2⎭上风⭫项目位于㤧国北⎭约克䜗⎭ዮ89公里༺，㻻机ᇯ量为1.3

ਿ⬜，由165台西门ᆆↂ美伈8ݼ⬜⎭上风机组成，可以为䎻过140万㤧国家ᓣ提

供⌷能源。这是全球最大规模已运行的⎭上风⭫场，由Orsted自投自建自营，

ᖻ项目完工ᓜ过建设期风险后出售50%㛗ᵹ实现㛗ᵹ增值收益。

Hornsea 2䬬团到市场✣⛾追ᦝ，总计有30家国际性和区域性䬬行共同承

担21亿㤧䮇的䬬团贷款，这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金额的⎭上风⭫并䍣项目。2022

年9月末，中国䬬行՜ᮜ分行落地䈛项目，分配到最高的䬬团Գ额并荣获ည任⢫

头行䓡Գ。项目被PFI专业机构䇺为2022年全球最佳并䍣Ӛ᱉。

迄今为止，中国䬬行՜ᮜ分行已累计续做ॷ余ㅊ⎭上风⭫项目融资，在欧非

融资市场和绿色能源ᇘ户中收获了㢥好的市场口⻇。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以服务人民为中心，不断增强ᑟ源供应保障ᑟ力。中国把保障和改

善民生用能、贫困人口用能作为能源发展的优先目标，加快推进能源民生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着力提升能源普Փ服务水平，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

需求得到有效保障。ໜ着人民用能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中国不

断推动能源消费革命、ᅞ制不合理能源消费，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

体系，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新能源发展

快כ道。

二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多Ћຍฝ的ᑟ源供应体系。中国经过多电力、

ீ༓和油气体制改革，基本形成有效৪争的能源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不断完善

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有效提升能源治理能力。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

向下，中国深化能源供给֨结构性改革，优先发展非化็能源，推进化็能源清

洁高效开发利用。

三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提升ᑟ源领域科技创新ᑟ力。中国充分发挥国

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着力解决制约能源发展的核心技术问题，总结形成了依托

能源工程推动重大能源技术ጎ备自主创新ኄ一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宝”，建立技

术研发、ጎ备研制、示范工程、创新平台“四位一体”的能源技术创新体系，实

现了能源科技创新从“߶ಞ、并ಞ”为主，向“创新、主导”加速转变。中国发

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不断加强能源领域基础研究以

及共性技术、ہ覆性技术创新，大力推动数字化、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与能源

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的融合创新。

四是坚持全面ੱ大开放，推动国际ᑟ源合作ᡌ深ᡌ实。中国全方位开展国际

能源合作，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ጽ上了绿色能源务实合作和全球能源治理变

革双驱动的新道路。中国全面发展同世界各国能源交往合作，建成五大国际油

气合作区，四大油气进口通道稳定运营。与9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政府间能源

合作机制，倡导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与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

生能源署等国际组织实现了切合作，成功举办一系列国际活动，为国际能源合

作作出切实贡献。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能源领域取得显著发展成就，但ྼ护能源安全、促进能源转型、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依然任务艰巨。中国将继续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核心，构建现

代能源体系，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是推动构建新型ႃ力系统。推动电力系统向适应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方向

ᄇ进。统筹高比例新能源发展和电力安全稳定运行，加快电力系统数字化升级和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代发展。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

ዜ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ሜ

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建设智能高效的调度运行体系，探索电力、ඤ力、天

然气等多种能源联合调度机制，促进协调运行。

二是大力发展᭤化ᆃᑟ源。全面推进风电和ᄞ能发电大规模开发和高质量

发展，优先就地就近开发利用，加快负ࢁ中心及ዜ边地区分ො式风电和分布式光

伏建设，推广应用低风速风电技术。因地制宜开发水电，积极有Ⴞ推动沿海核电

项目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包括生物质能、地ඤ能、海洋能等在内的其他可再生能

源。

三是更大力ए强化ᓬᑟ降ᇏ。完善能耗“双控”与碳排放控制制度。加快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

严格合理控制ீ༓消费增长，大力推动ீ༓清洁高效利用。实施重点行业领域节

能降碳行动，提升终端用能低碳化电气化水平。实施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在全社

会倡导节约用能，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

四是构建开放共赢ᑟ源国际合作新ಫ局。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通过亚

经济合作组织可持续能源中心和相关能源合作平台，加强联合研究，拓展培训交

流。加强与能源相关国际组织和机制合作，积极参与并引导在联合国、二十国集

团、亚经济合作组织、金ጇ国家、上合组织、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碳收集领

导人论坛、亚全球变化研究网络等多边框架下的能源合作。加强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合作，积极开展能源领域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

能源绿色发展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联合国2030年议程，提升能源领域应对气

候变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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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๒๒南ᘩீᒭ州А͒发ႃ֗А͒Щ羊ງएᚸ合

青⎭省⎭南㰅族自治州的塔拉┟⎭ᤊ近3000㊩，㦈╖化率ᴴ高达98.5%，是

哺河上⑮风⋏ধᇩ最严重地区之一。同时，塔拉┟日照时间长、ݿ照强，具༽发

展ݿՅ产业的优䏀资源条件。

为提高ঀ㦈╖化ൕ地ֵ用效率，⎭南州以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

区为统领，大力发展ݿՅ产业。截至2022年底，⎭南州建成新型⌷能源㻻机

ᇯ量1984万千⬜，在建1300万千⬜，占青⎭省全省的69%。ݿՅ园区建成以后，

在ݿՅ板的“ᒽ护”下，ݿՅᆆ䱫内平均风䙕䲃低41.2%，空气⒵ᓜ日均增⒵2.8%，

20ৎ㊩深ᓜൕ༚增⒵32%，㥿场䙆⑆ᚘགྷ。

目前，塔拉┟ὃ被覆盖率已ᚘགྷ到了80%。但牧㥿ᵸҧ无ㄖ生长，䚤ᥗ住ݿ

Յ板，৾带来了ݿՅ板发⭫效率下䲃、ߢᆙ⚡⚴䳆患等新的问题，为此，塔拉┟

通过板上发⭫、板下牧羊，ᣀݿՅ

治⋏与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有机

结合，保护改善了生态环境，同时

增加周边群众收入，实现了养羊与

Յݿ，Յ经济的双䎘。截止目前ݿ

牧场面积达5.18万ӟ，䗆ሺ带动农

牧户3056户，年周期性可侨养㰅羊

1.5万余ਠ，收益达1253万元，形成

了འ䱩能产业、生态环境建设、生

态畜牧业相得益ᖦ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以服务人民为中心，不断增强ᑟ源供应保障ᑟ力。中国把保障和改

善民生用能、贫困人口用能作为能源发展的优先目标，加快推进能源民生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着力提升能源普Փ服务水平，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

需求得到有效保障。ໜ着人民用能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中国不

断推动能源消费革命、ᅞ制不合理能源消费，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

体系，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新能源发展

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快כ道。

二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多Ћຍฝ的ᑟ源供应体系。中国经过多电力、

ீ༓和油气体制改革，基本形成有效৪争的能源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不断完善

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有效提升能源治理能力。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

向下，中国深化能源供给֨结构性改革，优先发展非化็能源，推进化็能源清

洁高效开发利用。

三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提升ᑟ源领域科技创新ᑟ力。中国充分发挥国

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着力解决制约能源发展的核心技术问题，总结形成了依托

能源工程推动重大能源技术ጎ备自主创新ኄ一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宝”，建立技

术研发、ጎ备研制、示范工程、创新平台“四位一体”的能源技术创新体系，实

现了能源科技创新从“߶ಞ、并ಞ”为主，向“创新、主导”加速转变。中国发

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不断加强能源领域基础研究以

及共性技术、ہ覆性技术创新，大力推动数字化、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与能源

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的融合创新。

四是坚持全面ੱ大开放，推动国际ᑟ源合作ᡌ深ᡌ实。中国全方位开展国际

能源合作，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ጽ上了绿色能源务实合作和全球能源治理变

革双驱动的新道路。中国全面发展同世界各国能源交往合作，建成五大国际油

气合作区，四大油气进口通道稳定运营。与9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政府间能源

合作机制，倡导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与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

生能源署等国际组织实现了切合作，成功举办一系列国际活动，为国际能源合

作作出切实贡献。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能源领域取得显著发展成就，但ྼ护能源安全、促进能源转型、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依然任务艰巨。中国将继续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核心，构建现

代能源体系，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是推动构建新型ႃ力系统。推动电力系统向适应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方向

ᄇ进。统筹高比例新能源发展和电力安全稳定运行，加快电力系统数字化升级和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代发展。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

ዜ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ሜ

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建设智能高效的调度运行体系，探索电力、ඤ力、天

然气等多种能源联合调度机制，促进协调运行。

二是大力发展᭤化ᆃᑟ源。全面推进风电和ᄞ能发电大规模开发和高质量

发展，优先就地就近开发利用，加快负ࢁ中心及ዜ边地区分ො式风电和分布式光

伏建设，推广应用低风速风电技术。因地制宜开发水电，积极有Ⴞ推动沿海核电

项目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包括生物质能、地ඤ能、海洋能等在内的其他可再生能

源。

三是更大力ए强化ᓬᑟ降ᇏ。完善能耗“双控”与碳排放控制制度。加快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

严格合理控制ீ༓消费增长，大力推动ீ༓清洁高效利用。实施重点行业领域节

能降碳行动，提升终端用能低碳化电气化水平。实施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在全社

会倡导节约用能，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

四是构建开放共赢ᑟ源国际合作新ಫ局。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通过亚

经济合作组织可持续能源中心和相关能源合作平台，加强联合研究，拓展培训交

流。加强与能源相关国际组织和机制合作，积极参与并引导在联合国、二十国集

团、亚经济合作组织、金ጇ国家、上合组织、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碳收集领

导人论坛、亚全球变化研究网络等多边框架下的能源合作。加强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合作，积极开展能源领域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

能源绿色发展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联合国2030年议程，提升能源领域应对气

候变化能力。



55

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๒๒南ᘩீᒭ州А͒发ႃ֗А͒Щ羊ງएᚸ合

青⎭省⎭南㰅族自治州的塔拉┟⎭ᤊ近3000㊩，㦈╖化率ᴴ高达98.5%，是

哺河上⑮风⋏ধᇩ最严重地区之一。同时，塔拉┟日照时间长、ݿ照强，具༽发

展ݿՅ产业的优䏀资源条件。

为提高ঀ㦈╖化ൕ地ֵ用效率，⎭南州以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

区为统领，大力发展ݿՅ产业。截至2022年底，⎭南州建成新型⌷能源㻻机

ᇯ量1984万千⬜，在建1300万千⬜，占青⎭省全省的69%。ݿՅ园区建成以后，

在ݿՅ板的“ᒽ护”下，ݿՅᆆ䱫内平均风䙕䲃低41.2%，空气⒵ᓜ日均增⒵2.8%，

20ৎ㊩深ᓜൕ༚增⒵32%，㥿场䙆⑆ᚘགྷ。

目前，塔拉┟ὃ被覆盖率已ᚘགྷ到了80%。但牧㥿ᵸҧ无ㄖ生长，䚤ᥗ住ݿ

Յ板，৾带来了ݿՅ板发⭫效率下䲃、ߢᆙ⚡⚴䳆患等新的问题，为此，塔拉┟

通过板上发⭫、板下牧羊，ᣀݿՅ

治⋏与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有机

结合，保护改善了生态环境，同时

增加周边群众收入，实现了养羊与

Յݿ，Յ经济的双䎘。截止目前ݿ

牧场面积达5.18万ӟ，䗆ሺ带动农

牧户3056户，年周期性可侨养㰅羊

1.5万余ਠ，收益达1253万元，形成

了འ䱩能产业、生态环境建设、生

态畜牧业相得益ᖦ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以服务人民为中心，不断增强ᑟ源供应保障ᑟ力。中国把保障和改

善民生用能、贫困人口用能作为能源发展的优先目标，加快推进能源民生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着力提升能源普Փ服务水平，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

需求得到有效保障。ໜ着人民用能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中国不

断推动能源消费革命、ᅞ制不合理能源消费，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

体系，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新能源发展

快כ道。

二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多Ћຍฝ的ᑟ源供应体系。中国经过多电力、

ீ༓和油气体制改革，基本形成有效৪争的能源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不断完善

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有效提升能源治理能力。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

向下，中国深化能源供给֨结构性改革，优先发展非化็能源，推进化็能源清

洁高效开发利用。

三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提升ᑟ源领域科技创新ᑟ力。中国充分发挥国

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着力解决制约能源发展的核心技术问题，总结形成了依托

能源工程推动重大能源技术ጎ备自主创新ኄ一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宝”，建立技

术研发、ጎ备研制、示范工程、创新平台“四位一体”的能源技术创新体系，实

现了能源科技创新从“߶ಞ、并ಞ”为主，向“创新、主导”加速转变。中国发

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不断加强能源领域基础研究以

及共性技术、ہ覆性技术创新，大力推动数字化、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与能源

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的融合创新。

四是坚持全面ੱ大开放，推动国际ᑟ源合作ᡌ深ᡌ实。中国全方位开展国际

能源合作，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ጽ上了绿色能源务实合作和全球能源治理变

革双驱动的新道路。中国全面发展同世界各国能源交往合作，建成五大国际油

气合作区，四大油气进口通道稳定运营。与9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政府间能源

合作机制，倡导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与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

生能源署等国际组织实现了切合作，成功举办一系列国际活动，为国际能源合

作作出切实贡献。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能源领域取得显著发展成就，但ྼ护能源安全、促进能源转型、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依然任务艰巨。中国将继续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核心，构建现

代能源体系，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是推动构建新型ႃ力系统。推动电力系统向适应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方向

ᄇ进。统筹高比例新能源发展和电力安全稳定运行，加快电力系统数字化升级和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代发展。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

ዜ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ሜ

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建设智能高效的调度运行体系，探索电力、ඤ力、天

然气等多种能源联合调度机制，促进协调运行。

二是大力发展᭤化ᆃᑟ源。全面推进风电和ᄞ能发电大规模开发和高质量

发展，优先就地就近开发利用，加快负ࢁ中心及ዜ边地区分ො式风电和分布式光

伏建设，推广应用低风速风电技术。因地制宜开发水电，积极有Ⴞ推动沿海核电

项目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包括生物质能、地ඤ能、海洋能等在内的其他可再生能

源。

三是更大力ए强化ᓬᑟ降ᇏ。完善能耗“双控”与碳排放控制制度。加快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

严格合理控制ீ༓消费增长，大力推动ீ༓清洁高效利用。实施重点行业领域节

能降碳行动，提升终端用能低碳化电气化水平。实施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在全社

会倡导节约用能，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

四是构建开放共赢ᑟ源国际合作新ಫ局。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通过亚

经济合作组织可持续能源中心和相关能源合作平台，加强联合研究，拓展培训交

流。加强与能源相关国际组织和机制合作，积极参与并引导在联合国、二十国集

团、亚经济合作组织、金ጇ国家、上合组织、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碳收集领

导人论坛、亚全球变化研究网络等多边框架下的能源合作。加强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合作，积极开展能源领域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

能源绿色发展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联合国2030年议程，提升能源领域应对气

候变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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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省⎭南㰅族自治州的塔拉┟⎭ᤊ近3000㊩，㦈╖化率ᴴ高达98.5%，是

哺河上⑮风⋏ধᇩ最严重地区之一。同时，塔拉┟日照时间长、ݿ照强，具༽发

展ݿՅ产业的优䏀资源条件。

为提高ঀ㦈╖化ൕ地ֵ用效率，⎭南州以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

区为统领，大力发展ݿՅ产业。截至2022年底，⎭南州建成新型⌷能源㻻机

ᇯ量1984万千⬜，在建1300万千⬜，占青⎭省全省的69%。ݿՅ园区建成以后，

在ݿՅ板的“ᒽ护”下，ݿՅᆆ䱫内平均风䙕䲃低41.2%，空气⒵ᓜ日均增⒵2.8%，

20ৎ㊩深ᓜൕ༚增⒵32%，㥿场䙆⑆ᚘགྷ。

目前，塔拉┟ὃ被覆盖率已ᚘགྷ到了80%。但牧㥿ᵸҧ无ㄖ生长，䚤ᥗ住ݿ

Յ板，৾带来了ݿՅ板发⭫效率下䲃、ߢᆙ⚡⚴䳆患等新的问题，为此，塔拉┟

通过板上发⭫、板下牧羊，ᣀݿՅ

治⋏与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有机

结合，保护改善了生态环境，同时

增加周边群众收入，实现了养羊与

Յݿ，Յ经济的双䎘。截止目前ݿ

牧场面积达5.18万ӟ，䗆ሺ带动农

牧户3056户，年周期性可侨养㰅羊

1.5万余ਠ，收益达1253万元，形成

了འ䱩能产业、生态环境建设、生

态畜牧业相得益ᖦ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

目标  促进持৳ĂԈඹ和可持续的ঢ়षሺ，

促进؊ݴ的生ׂႠ৽业和人人इ༹ڥ௬߾ፕ

8

一、落实进展

2015年以来，中国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应

对超预期因素冲击，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发展质量持续提升。

宏观经济大盘稳定，经济发展质量有效提升。中国精准有力实施宏观调

控，强化宏观政策统筹协调和预研储备，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

ऋԼ政策。一是经济实力大幅ሂ升。2016年至2019年，中国年均增长率达

6.6%，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以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

重达到18.4%。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21.0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0%；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85698元（图8-1）。二是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

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成为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标志。

2022年，中国“三新”经济增加值超过21万亿元，较上年增长6.5%，相当于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36%，较2016年提高约2个百分点（图8-2）



57

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2022年，中国劳动生产率为15.30万元/人，比上年提高4.2%。

图8-1 人均国Ю生产总值和国Ю生产总值增长率（2015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8-2 þ三ளÿፂ฿增Ҫ值及Фӳ国Ю生产总值ඊ᧗（201�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ॲ͍业融可及性持续改善。中国坚持以提

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着力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中国

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

提升、管理创新的内ࡥ型增长转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推进经济发

展方式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升、管理创新的内ࡥ型增长转变。一

是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创新支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202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

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提高到2.5%以上。二是强化科技型企业推动创新的主体地位，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截至2022年底，全国科技创业ޓ化ሜ体总数超过1.5万家，较

2018年增长29.18%。截至2021年底，中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全年利ා总额

超3800亿元，营业收入利ා率超10%，比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高约4个百分点。

三是大力推动实施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各项政策，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最大限

度缩减政府审批范围，加大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费减免等政策支持力度。

四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提升小微企业融资可及性。通过实施有容ඨ度的监管方

式、激励性ऋԼ信贷和财ঃ补政策，实现小微企业融资量增、面扩、价降。截

至2022年末，全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23.8万亿元，同比增长23.8%；普惠小微

信户数5652万户，同比增长26.8%；贷款平均利率为4.9%，较2018年1月降低1.4

个百分点。

坚持ࡃ业͖Џ，持续提升ࡃ业质量。中国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将促进就

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推动劳动者体面劳动、全面发展。一是就业规

模持续扩大，失业水平保持低位。2015年至2022年，城镇新增就业年均约1300万

人（图8-3），2022年全国就业人员73351万人。2022年1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5%。二是就业结构不断优化，三次产业“倒金字塔”的就业结构逐步形成。

2013年起，城镇就业人员比重首次超过乡村，2022年占比达到62.6%，2022年第

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达到47.1%，较2015年提高4.8个百分点。三是就业质量持续

提高，重点群体就业稳定。通过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基层成长计

划等措施，保障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充分就业，基本确保高校毕业生年底就业率保

持在90%以上。坚持农民工有Ⴞ外出和就地就近就业相结合，大力支持农民工返

乡创业。农民工总量由2015年的27747万人增加至2022年的29562万人，增长

6.54%。建立健全市场监管、联合约谈、ິ法救济等保障机制，促进女性平等就

业。依托“全国残疾人就业与职业培训实名制管理系统”，为残疾人提供职业培

训和就业服务，在企业层面形成残疾人就业增、企业成本降的良性თ环，完善精

准ঃ补政策。健全外国人来ࣀ工作Ⴙ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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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ॲ͍业融可及性持续改善。中国坚持以提

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着力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中国

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

提升、管理创新的内ࡥ型增长转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推进经济发

展方式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升、管理创新的内ࡥ型增长转变。一

是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创新支撑发展能力不断增强。202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

发展经费投入强度提高到2.5%以上。二是强化科技型企业推动创新的主体地位，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截至2022年底，全国科技创业ޓ化ሜ体总数超过1.5万家，较

2018年增长29.18%。截至2021年底，中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全年利ා总额

超3800亿元，营业收入利ා率超10%，比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高约4个百分点。

三是大力推动实施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各项政策，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最大限

度缩减政府审批范围，加大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贴、费减免等政策支持力度。

四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提升小微企业融资可及性。通过实施有容ඨ度的监管方

式、激励性ऋԼ信贷和财ঃ补政策，实现小微企业融资量增、面扩、价降。截

至2022年末，全国普惠小微贷款余额23.8万亿元，同比增长23.8%；普惠小微

信户数5652万户，同比增长26.8%；贷款平均利率为4.9%，较2018年1月降低1.4

个百分点。

坚持ࡃ业͖Џ，持续提升ࡃ业质量。中国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将促进就

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推动劳动者体面劳动、全面发展。一是就业规

模持续扩大，失业水平保持低位。2015年至2022年，城镇新增就业年均约1300万

人（图8-3），2022年全国就业人员73351万人。2022年1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5%。二是就业结构不断优化，三次产业“倒金字塔”的就业结构逐步形成。

2013年起，城镇就业人员比重首次超过乡村，2022年占比达到62.6%，2022年第

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达到47.1%，较2015年提高4.8个百分点。三是就业质量持续

提高，重点群体就业稳定。通过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基层成长计

划等措施，保障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充分就业，基本确保高校毕业生年底就业率保

持在90%以上。坚持农民工有Ⴞ外出和就地就近就业相结合，大力支持农民工返

乡创业。农民工总量由2015年的27747万人增加至2022年的29562万人，增长

6.54%。建立健全市场监管、联合约谈、ິ法救济等保障机制，促进女性平等就

业。依托“全国残疾人就业与职业培训实名制管理系统”，为残疾人提供职业培

训和就业服务，在企业层面形成残疾人就业增、企业成本降的良性თ环，完善精

准ঃ补政策。健全外国人来ࣀ工作Ⴙ可制度。



 

59

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图8-3 城᪙ள增ࡂ业和ុಉܾ业率（2015年至2022年）
注：城镇新增就业为全年数，城镇调查失业率为年末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ሥౝऄࠫ疫情ሷࡃ业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ߨ击，中国政府提出“ޣ保”任务并将保居民就

业置于首位，采取一系ࡍ举措ど定就业，为经济社会发展ྖ定基础。主要举措

包括φ

一是强化政策对ߨ，出台Ʌ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强化ど就业举措的

实施意见Ɇ，创新实施28项突性政策。二是建立重点企业用工调ᓜ保障机制，

通过协助返ው、用工调剂、组织见Җ、䐞区域ࣩ务对接等措施，为上万家重点

企业解决用工需求100多万人。三是⭻通“一ㄏ式”གྷ工服务通道，加强䗉出地和

䗉入地对接，“点对点”运䘷660多万农民工有ᓅ返ው就业。四是实施“减免返还

补”政策，养㘷、ཧ业、工՚三项社会保险为企业减䍕1.54亿元，有效㕉解企业

困难，ど定就业ው位。ӊ是推进线上服务，实施线上“ᱛ风行动”、百日千万网

㔒ᤑ㚎行动，推广远程ᤑ工、视频ᤑ㚎、在线培䇣，累计发ᐹው位信息䎻千万。

是实施对湖北就业援助，向湖北∋业生发放一次性求㚂创业补贴，开展支援ޣ

湖北ࣩ务协作专项对接，有ᓅ组织䎻250万人返ው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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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ࡃ业技ᑟ持续提升，ҷ动Ꮸ权Ѿ得到切实保障。通过发展多主体、多

层次职业教育，推动形成政府统筹管理、行业企业积极举办、社会力量深度参与

的多元办学的职业教育格局，推动实施职业教育数字化战略，提升青年劳动者职

业技能和长远发展能力。中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亿人以上，其中高技能人才

超过6000万人，占30%。一是禁止使用童工。在《劳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以法律条文形式对禁止使用童工作出规定，明确处݁措施。二是完善劳动保障

监察。加大力度开展劳动监察执法活动，建立重大劳动保障ྵ法行为社会公布制

度、ཱྀവ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শ对象名单管理等制度。三是促进公平就业。在

相关法律规定中明确要求ఴ女同工同ؐ，以及保障残疾人的平等就业权益。四是

确保安全生产。修订《安全生产法》；2017年起，连续6年对省政府开展安全生产

考核，对发生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省份实行一ޏ决；在9个重点行业领域开

展为期三年的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在高危行业定期发布༨༁落后技术ጎ备和

工ᅝ目，持续推进“机械化࣑人、自动化减人”技术改造，改善高危行业劳动

安全条件。2016年以来，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持续下降（图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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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生产߶К̂ᡐ数和死亡人数（201�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应急管理部。

加强安全生产国际合作，积极Ԡ与ৼ融国际治ေ。一是加强国际交流对

围绕安全生产政策举措、数字化及智能化，ࣆ举办第十二届中౹安全生产对。ࣆ

在化工安全方面的应用等议题分享经验，交流互鉴。二是积极响应世界贸易组织

成员发起的“促贸援助”倡议，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出口ऋ物和服务的能力。三

是推进普惠金融国际治理。联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世界

银行集团、普惠金融联盟、国际金融消费者保护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深

度参与普惠金融相关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二十国集团ࡴዝ峰会出台《二十国集团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ᇱ则》《二十国集团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实施框架》等多项

成果，并与其他国家积极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普惠金融合作。

二、基本经验

一是ᆸܫေ政ऊ和市场的Т系，推动经济ᰴ质量发展。坚持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创新宏观调控思路

和方式，增强宏观政策自主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ऋԼ政策，坚持推

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强化市场监管和ݒ断规制，防止资本无Ⴞ

扩张，ྼ护市场ወႾ，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活力。

二是અͱ˟要ᅸᄴ，统ኢ经济增长“质”与“量”的Т系。准确把新时代

社会主要லܜ变化，立足新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

经济增长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在提高发展质

量基础上长期保持合理经济增长。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质量ࡃ业。就业是永࢛的ੜ题，ഡ动着千家

万户的生活，任ࢆ时候都要抓好；要把做好就业工作摆到突出位置。中国将就业

作为一项长期的重大战略任务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多渠道促进就业，

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发展权。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经济已经逐步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复，但仍然面临一ၵ困难战，

包括国内需求不足、市场信心偏ෑ、重点领域存在风险、外部环境复ሗ严ਮ等。

中国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是ድю有力实施宏观调控，积极ੱ大国内需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ऋԼ政策，发挥总量和结构性ऋԼ政策工具作用，大力支持科技创新、

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增加居

民收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促进消费，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结构性

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二是防范化解重ག领域风险，把稳ࡃ业提ᰴ到战略ᰴएᤰ盘Ꮶᘽ。有效防范

化解房地产领域和地方ቐ务风险。深化金融供给֨结构性改革，促进普惠金融和

绿色金融、科创金融等融合发展。以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以强化就业优

先政策为主线，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全力推动就业事业高质量发展。

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切实提高国有企业核心

৪争力，切实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鼓励企业ߎ、طߎ投、ߎ担风险，积极创

造市场。加快培育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

业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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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安全生产国际合作，积极Ԡ与ৼ融国际治ေ。一是加强国际交流对

围绕安全生产政策举措、数字化及智能化，ࣆ举办第十二届中౹安全生产对。ࣆ

在化工安全方面的应用等议题分享经验，交流互鉴。二是积极响应世界贸易组织

成员发起的“促贸援助”倡议，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出口ऋ物和服务的能力。三

是推进普惠金融国际治理。联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世界

银行集团、普惠金融联盟、国际金融消费者保护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深

度参与普惠金融相关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二十国集团ࡴዝ峰会出台《二十国集团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ᇱ则》《二十国集团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实施框架》等多项

成果，并与其他国家积极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普惠金融合作。

二、基本经验

一是ᆸܫေ政ऊ和市场的Т系，推动经济ᰴ质量发展。坚持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创新宏观调控思路

和方式，增强宏观政策自主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ऋԼ政策，坚持推

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强化市场监管和ݒ断规制，防止资本无Ⴞ

扩张，ྼ护市场ወႾ，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活力。

二是અͱ˟要ᅸᄴ，统ኢ经济增长“质”与“量”的Т系。准确把新时代

社会主要லܜ变化，立足新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

经济增长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在提高发展质

量基础上长期保持合理经济增长。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质量ࡃ业。就业是永࢛的ੜ题，ഡ动着千家

万户的生活，任ࢆ时候都要抓好；要把做好就业工作摆到突出位置。中国将就业

作为一项长期的重大战略任务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多渠道促进就业，

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发展权。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经济已经逐步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复，但仍然面临一ၵ困难战，

包括国内需求不足、市场信心偏ෑ、重点领域存在风险、外部环境复ሗ严ਮ等。

中国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是ድю有力实施宏观调控，积极ੱ大国内需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ऋԼ政策，发挥总量和结构性ऋԼ政策工具作用，大力支持科技创新、

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增加居

民收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促进消费，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结构性

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二是防范化解重ག领域风险，把稳ࡃ业提ᰴ到战略ᰴएᤰ盘Ꮶᘽ。有效防范

化解房地产领域和地方ቐ务风险。深化金融供给֨结构性改革，促进普惠金融和

绿色金融、科创金融等融合发展。以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以强化就业优

先政策为主线，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全力推动就业事业高质量发展。

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切实提高国有企业核心

৪争力，切实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鼓励企业ߎ、طߎ投、ߎ担风险，积极创

造市场。加快培育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

业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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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安全生产国际合作，积极Ԡ与ৼ融国际治ေ。一是加强国际交流对

围绕安全生产政策举措、数字化及智能化，ࣆ举办第十二届中౹安全生产对。ࣆ

在化工安全方面的应用等议题分享经验，交流互鉴。二是积极响应世界贸易组织

成员发起的“促贸援助”倡议，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出口ऋ物和服务的能力。三

是推进普惠金融国际治理。联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世界

银行集团、普惠金融联盟、国际金融消费者保护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深

度参与普惠金融相关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二十国集团ࡴዝ峰会出台《二十国集团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ᇱ则》《二十国集团中小企业融资行动计划实施框架》等多项

成果，并与其他国家积极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普惠金融合作。

二、基本经验

一是ᆸܫေ政ऊ和市场的Т系，推动经济ᰴ质量发展。坚持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创新宏观调控思路

和方式，增强宏观政策自主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ऋԼ政策，坚持推

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强化市场监管和ݒ断规制，防止资本无Ⴞ

扩张，ྼ护市场ወႾ，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活力。

二是અͱ˟要ᅸᄴ，统ኢ经济增长“质”与“量”的Т系。准确把新时代

社会主要லܜ变化，立足新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

经济增长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在提高发展质

量基础上长期保持合理经济增长。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质量ࡃ业。就业是永࢛的ੜ题，ഡ动着千家

万户的生活，任ࢆ时候都要抓好；要把做好就业工作摆到突出位置。中国将就业

作为一项长期的重大战略任务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多渠道促进就业，

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发展权。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经济已经逐步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复，但仍然面临一ၵ困难战，

包括国内需求不足、市场信心偏ෑ、重点领域存在风险、外部环境复ሗ严ਮ等。

中国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是ድю有力实施宏观调控，积极ੱ大国内需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ऋԼ政策，发挥总量和结构性ऋԼ政策工具作用，大力支持科技创新、

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增加居

民收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促进消费，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结构性

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二是防范化解重ག领域风险，把稳ࡃ业提ᰴ到战略ᰴएᤰ盘Ꮶᘽ。有效防范

化解房地产领域和地方ቐ务风险。深化金融供给֨结构性改革，促进普惠金融和

绿色金融、科创金融等融合发展。以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以强化就业优

先政策为主线，扩大就业容量，提升就业质量，全力推动就业事业高质量发展。

三是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切实提高国有企业核心

৪争力，切实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鼓励企业ߎ、طߎ投、ߎ担风险，积极创

造市场。加快培育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

业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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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ॺሰਏԢڸᇟሚీ࡞૰的एإยแ，

促进ਏᆶԈඹႠ的可持续߾业ظۯླྀ，ࣅႎ

9

一、落实进展

基础设施、工业化和创新对于推动实现现代化至关重要。2015年以来，

中国加快建设安全高效、智能绿色、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持续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提高工业化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

效增强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优化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提高金融服务

和信贷的可获得性。此外，中国持续深化国际发展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

的基础设施、工业化和创新提供支持。

加大આ入，基础设施可及性、可᭥性和Ύၹ效ဋ不断提升。加快构建现

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截至2022年底，铁路营业里程15.5万公里，其中高铁

营业里程4.2万公里；公路里程535.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17.7万公里；

内河ࡵ道通ࡵ里程12.8万公里，其中三级及以上ࡵ道通ࡵ里程1.5万公里。

稳步推进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升5H和千ቹ光网覆盖广度深度，夯

实网络基础能力。截至2022年底，累计建成开通5H基በ231.2万个，5H用户

达到5.61亿户，千ቹ光网具备覆盖超过5亿户家庭能力。2015年至2022年，

ᅎ动电ࣆ普及率从95.5部/百人增加到119.2部/百人，互联网普及率从50.3%提升

到75.6%。大力推进5H节能技术创新与研发试验，支持基础电信企业加强节能技

术应用。2022年底，中国5H基በ单በ能耗比2019年5H商用初期降低20%以上。

推进工业转型升ጟ，工业化ӊࠔ性和可持续性不断提升。大力发展信တ技术、

高端ጎ备和新能源等产业，促进制造业智能化、高端化和服务化发展。2015年至

2022年，工业增加值从234969亿元增加到401644亿元，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比重从11.8%提高到15.5%（图9-1）。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推广

先进技术和ጎ备应用，提高工业能源利用效率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2012年至

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幅度超过36%；2022年，大ጸ工

业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率超过52%，较2012年提高近10个百分点。ߒ铁、ᇱ୩、水

ౄຄ料等单位产品能效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

二、基本经验

一是创新આ融资体制机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在坚持分层分类建设的基础

上，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充分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作用，规范发展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深入推进资产资本化ࠣ权化ኤඋ化改革，为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持续有力的资金保障。

二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ऊ协同ᦡ合，推进工业化。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生产

要素优化配置与合理流动，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基于工业化发展，

因地因时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技术升级

和绿色转型。

三是积极开放合作，ԡฌ重自立自强，不断促进创新。积极融入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吸引外资开展技术合作，吸收鉴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为世界科

技发展和应用贡献力量。重视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

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体系韧性。

三、下一步工作

当前，新一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

业化和创新方面面临新的机遇和战。中国将继续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创新、促进工业化发展以及国际合作重点开展以下

工作。

一是加快打ᤵ系统完ܬ、ᰴ效实ၹ、అᑟ绿色、安全可᭥的现代化基础设施

体系。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各种运输方式一体化融合发展，提高

网络效应和运营效率。围绕强化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支撑，布局建设

新型基础设施。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高能源

供给保障能力。加强跨行政区河流水系治理保护和ࠡ干工程建设，强化大中小微

水利设施协调配༫，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水旱灾࡞防ᇟ能力。

二是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

展的战略ஃ。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深入

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优化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和运行机制，

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加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对促进创新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

三是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产业基础ᰴጟ化、产业ᩗ现代化。促进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

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工程，发展服务型

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补

齐基础零部件、基础件和基础材料等瓶颈短板。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

精准施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四是深化国际发展合作，推动共建“一ࣜ一”ᰴ质量发展。通过技术援助、

能力建设等方式，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提升基础

设施和信တ化水平。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联通，构建以新亚౹大陆ൃ等经济ጽ

为引领，以中౹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တ高速路为ࠡ架，以铁路、ߗ

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深化经贸投资务实合作，构ዾ互利共赢的产

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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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工业化和创新对于推动实现现代化至关重要。2015年以来，

中国加快建设安全高效、智能绿色、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持续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提高工业化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

效增强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优化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提高金融服务

和信贷的可获得性。此外，中国持续深化国际发展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

的基础设施、工业化和创新提供支持。

加大આ入，基础设施可及性、可᭥性和Ύၹ效ဋ不断提升。加快构建现

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截至2022年底，铁路营业里程15.5万公里，其中高铁

营业里程4.2万公里；公路里程535.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17.7万公里；

内河ࡵ道通ࡵ里程12.8万公里，其中三级及以上ࡵ道通ࡵ里程1.5万公里。

稳步推进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升5H和千ቹ光网覆盖广度深度，夯

实网络基础能力。截至2022年底，累计建成开通5H基በ231.2万个，5H用户

达到5.61亿户，千ቹ光网具备覆盖超过5亿户家庭能力。2015年至2022年，

ᅎ动电ࣆ普及率从95.5部/百人增加到119.2部/百人，互联网普及率从50.3%提升

到75.6%。大力推进5H节能技术创新与研发试验，支持基础电信企业加强节能技

术应用。2022年底，中国5H基በ单በ能耗比2019年5H商用初期降低20%以上。

推进工业转型升ጟ，工业化ӊࠔ性和可持续性不断提升。大力发展信တ技术、

高端ጎ备和新能源等产业，促进制造业智能化、高端化和服务化发展。2015年至

2022年，工业增加值从234969亿元增加到401644亿元，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比重从11.8%提高到15.5%（图9-1）。开展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推广

先进技术和ጎ备应用，提高工业能源利用效率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2012年至

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幅度超过36%；2022年，大ጸ工

业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率超过52%，较2012年提高近10个百分点。ߒ铁、ᇱ୩、水

ౄຄ料等单位产品能效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

图�-1 ࢹ业增Ҫ值及ᰳ技术҃ᤴ业增Ҫ值ӳഴ以ʼࢹ业增Ҫ值ᄉඊ᧗
（2015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ʼڄᬷ࢈үඵᤂ产业绿色转型Ӥ级

䳅着㡯㡬数量及䍝运量的增长，内河流域的大气和水⊗ḉ问题日益加࢝。

截至2021年末，ᡇ国内河㡠道的通㡠里程达12.8万公里，其中长⊕水系6.5万公

里；内河运䗉㡯㡬11.4万㢎，其中长⊕干线的䍝运㡯㡬5.4万㢎，其中干散䍝㡯

4.7万㢎，ࠖ҄均为传统⟹⋯机Ủ动力㡯，成为内河流域大气和水的主要〱动⊗

ḉ源。

为保障长⊕经济带可持续发展，中国三集团作为“⭫化长⊕”“≘化长⊕”

产业链关䭤环节单位，深ᓜ联合行业管理单位、企业和科研机构，推动⑥口、

㡯㡬制造、机⭫设༽、㡠运等产业链各环节绿色协调发展，加䙕内河㡠运产业

链整体绿色转型升级。

三集团与湖北三⑮集团共同投资建造了目前ь⮂上动力⭫⊖ᇯ量最

大、智能化最先进的㓥⭫动㡯㡬——“长⊕三1”ਭ㓥⭫动㡯。“长⊕三1”ਭ

㓥⭫动㡯是由⼭䞮䫷䬸⭫⊖放⭫提供动力的㡯㡬，与ᑮ规动力㡯㡬相比有四大

优点，包括䴬⊗ḉ、䴬排放，ಠ丩低、振动低，㔪护简，智能先进。“长⊕三

1”ਭ㓥⭫动㡯于2022年3月成功首㡠，通㡠1周年累计接ᖻ⑮ᇘ䎻13万人次，

总用⭫量䎻90万千⬜时，减排二≝化⻩700余吨。

三集团还与中㡯集团共同投资建造长⊕第一㢎≘动力㡯㡬——“三≘㡕

1”ਭ≘⟹ᯏ⭫⊖㡯。这是以≘气为原ᯏ，由≘⟹ᯏ⭫⊖发⭫提供动力的㡯㡬。目

前，“三≘㡕1”ਭ≘⟹ᯏ⭫⊖㡯已运抵ᇒ᱂。䈛䖤对探索≘能源技术在内河㡯

㡬应用具有积极示范意ѿ，成为落实绿色发展理ᘫ、推动区域Ӛ通㡠运绿色转

型、促进ᇒ᱂创建长⊕大保护典范城市的生动实䐫。

二、基本经验

一是创新આ融资体制机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在坚持分层分类建设的基础

上，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充分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作用，规范发展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深入推进资产资本化ࠣ权化ኤඋ化改革，为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持续有力的资金保障。

二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ऊ协同ᦡ合，推进工业化。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生产

要素优化配置与合理流动，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基于工业化发展，

因地因时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技术升级

和绿色转型。

三是积极开放合作，ԡฌ重自立自强，不断促进创新。积极融入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吸引外资开展技术合作，吸收鉴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为世界科

技发展和应用贡献力量。重视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

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体系韧性。

三、下一步工作

当前，新一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

业化和创新方面面临新的机遇和战。中国将继续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创新、促进工业化发展以及国际合作重点开展以下

工作。

一是加快打ᤵ系统完ܬ、ᰴ效实ၹ、అᑟ绿色、安全可᭥的现代化基础设施

体系。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各种运输方式一体化融合发展，提高

网络效应和运营效率。围绕强化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支撑，布局建设

新型基础设施。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高能源

供给保障能力。加强跨行政区河流水系治理保护和ࠡ干工程建设，强化大中小微

水利设施协调配༫，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水旱灾࡞防ᇟ能力。

二是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

展的战略ஃ。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深入

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优化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和运行机制，

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加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对促进创新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

三是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产业基础ᰴጟ化、产业ᩗ现代化。促进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

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工程，发展服务型

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补

齐基础零部件、基础件和基础材料等瓶颈短板。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

精准施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四是深化国际发展合作，推动共建“一ࣜ一”ᰴ质量发展。通过技术援助、

能力建设等方式，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提升基础

设施和信တ化水平。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联通，构建以新亚౹大陆ൃ等经济ጽ

为引领，以中౹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တ高速路为ࠡ架，以铁路、ߗ

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深化经贸投资务实合作，构ዾ互利共赢的产

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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ʼڄᬷ࢈үඵᤂ产业绿色转型Ӥ级

䳅着㡯㡬数量及䍝运量的增长，内河流域的大气和水⊗ḉ问题日益加࢝。

截至2021年末，ᡇ国内河㡠道的通㡠里程达12.8万公里，其中长⊕水系6.5万公

里；内河运䗉㡯㡬11.4万㢎，其中长⊕干线的䍝运㡯㡬5.4万㢎，其中干散䍝㡯

4.7万㢎，ࠖ҄均为传统⟹⋯机Ủ动力㡯，成为内河流域大气和水的主要〱动⊗

ḉ源。

为保障长⊕经济带可持续发展，中国三集团作为“⭫化长⊕”“≘化长⊕”

产业链关䭤环节单位，深ᓜ联合行业管理单位、企业和科研机构，推动⑥口、

㡯㡬制造、机⭫设༽、㡠运等产业链各环节绿色协调发展，加䙕内河㡠运产业

链整体绿色转型升级。

三集团与湖北三⑮集团共同投资建造了目前ь⮂上动力⭫⊖ᇯ量最

大、智能化最先进的㓥⭫动㡯㡬——“长⊕三1”ਭ㓥⭫动㡯。“长⊕三1”ਭ

㓥⭫动㡯是由⼭䞮䫷䬸⭫⊖放⭫提供动力的㡯㡬，与ᑮ规动力㡯㡬相比有四大

优点，包括䴬⊗ḉ、䴬排放，ಠ丩低、振动低，㔪护简，智能先进。“长⊕三

1”ਭ㓥⭫动㡯于2022年3月成功首㡠，通㡠1周年累计接ᖻ⑮ᇘ䎻13万人次，

总用⭫量䎻90万千⬜时，减排二≝化⻩700余吨。

三集团还与中㡯集团共同投资建造长⊕第一㢎≘动力㡯㡬——“三≘㡕

1”ਭ≘⟹ᯏ⭫⊖㡯。这是以≘气为原ᯏ，由≘⟹ᯏ⭫⊖发⭫提供动力的㡯㡬。目

前，“三≘㡕1”ਭ≘⟹ᯏ⭫⊖㡯已运抵ᇒ᱂。䈛䖤对探索≘能源技术在内河㡯

㡬应用具有积极示范意ѿ，成为落实绿色发展理ᘫ、推动区域Ӛ通㡠运绿色转

型、促进ᇒ᱂创建长⊕大保护典范城市的生动实䐫。

二、基本经验

一是创新આ融资体制机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在坚持分层分类建设的基础

上，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充分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作用，规范发展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深入推进资产资本化ࠣ权化ኤඋ化改革，为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持续有力的资金保障。

二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ऊ协同ᦡ合，推进工业化。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生产

要素优化配置与合理流动，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基于工业化发展，

因地因时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技术升级

和绿色转型。

三是积极开放合作，ԡฌ重自立自强，不断促进创新。积极融入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吸引外资开展技术合作，吸收鉴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为世界科

技发展和应用贡献力量。重视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

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体系韧性。

三、下一步工作

当前，新一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

业化和创新方面面临新的机遇和战。中国将继续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创新、促进工业化发展以及国际合作重点开展以下

工作。

一是加快打ᤵ系统完ܬ、ᰴ效实ၹ、అᑟ绿色、安全可᭥的现代化基础设施

体系。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各种运输方式一体化融合发展，提高

网络效应和运营效率。围绕强化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支撑，布局建设

新型基础设施。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高能源

供给保障能力。加强跨行政区河流水系治理保护和ࠡ干工程建设，强化大中小微

水利设施协调配༫，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水旱灾࡞防ᇟ能力。

二是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

展的战略ஃ。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深入

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优化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和运行机制，

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加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对促进创新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

三是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产业基础ᰴጟ化、产业ᩗ现代化。促进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

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工程，发展服务型

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补

齐基础零部件、基础件和基础材料等瓶颈短板。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

精准施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四是深化国际发展合作，推动共建“一ࣜ一”ᰴ质量发展。通过技术援助、

能力建设等方式，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提升基础

设施和信တ化水平。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联通，构建以新亚౹大陆ൃ等经济ጽ

为引领，以中౹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တ高速路为ࠡ架，以铁路、ߗ

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深化经贸投资务实合作，构ዾ互利共赢的产

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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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化中͍࠵业融资环境，融服务和η可ᖍ得性不断提ᰴ。支持扩大

实体经济领域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模，实施中小微企业定向降准政策。实施

单户信10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户数“两增”目标，引导

银行将信贷资源聚焦小额分ො、融资满足度低的小微企业。创设普惠小微企业贷

款延期支持工具、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等直达实体的ऋԼ政策工具。

截至2022年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包括小微企业贷款、

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小微企业主贷款）余额达到59.7万亿元。注重加大对科技创新

企业的金融支持。设立4000亿元科技创新再贷款，通过向金融机构提供利率

1.75%的低成本再贷款资金，引导其精准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新技术

企业等中小科技企业。截至2022年末，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1.6万亿元，

企业获贷率达44.6%，贷款平均利率为4.68%。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ᑟ力和可持续发展ᑟ力不断增强。持续加

大科技投入，深入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2015年至2022年，全年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从14170亿元快速增长到30870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之

比从2.06%上升到2.55%（图9-2）。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从376万人年

增至超过600万人年。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和ہ覆性

技术创新，在ሜ人ࡵ天、探月探आ、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ࡵ、量

子信တ、核电技术、大ݧ机制造、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创新成果ᆥ现。

中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的排名从2015年的第29

位上升到2022年的第11位，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通过制定修改相关法律法

规，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修改《专利法》，加强对专利权人合法权益的

保护，促进专利实施和运用，完善专利审查权制度；加强对ᅍ传资源、传统知

识产权的保护；研究构建数据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依靠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探索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系统解决方

案。截至2022年，ᡢ选ᇱ市、ࡊ林市、深ᒰ市、סዝ市等共11个地区建设国家

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示范主题ࡥ盖资源型地区转型、超大型城市治理、

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等可持续发展重点领域，探索形成一系列可复制的经验

模式，显著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基本经验

一是创新આ融资体制机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在坚持分层分类建设的基础

上，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充分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作用，规范发展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深入推进资产资本化ࠣ权化ኤඋ化改革，为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持续有力的资金保障。

二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ऊ协同ᦡ合，推进工业化。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生产

要素优化配置与合理流动，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基于工业化发展，

因地因时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技术升级

和绿色转型。

三是积极开放合作，ԡฌ重自立自强，不断促进创新。积极融入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吸引外资开展技术合作，吸收鉴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为世界科

技发展和应用贡献力量。重视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

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体系韧性。

三、下一步工作

当前，新一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

业化和创新方面面临新的机遇和战。中国将继续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创新、促进工业化发展以及国际合作重点开展以下

工作。

一是加快打ᤵ系统完ܬ、ᰴ效实ၹ、అᑟ绿色、安全可᭥的现代化基础设施

体系。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各种运输方式一体化融合发展，提高

网络效应和运营效率。围绕强化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支撑，布局建设

新型基础设施。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高能源

供给保障能力。加强跨行政区河流水系治理保护和ࠡ干工程建设，强化大中小微

水利设施协调配༫，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水旱灾࡞防ᇟ能力。

二是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

展的战略ஃ。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深入

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优化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和运行机制，

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加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对促进创新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

三是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产业基础ᰴጟ化、产业ᩗ现代化。促进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

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工程，发展服务型

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补

齐基础零部件、基础件和基础材料等瓶颈短板。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

精准施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四是深化国际发展合作，推动共建“一ࣜ一”ᰴ质量发展。通过技术援助、

能力建设等方式，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提升基础

设施和信တ化水平。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联通，构建以新亚౹大陆ൃ等经济ጽ

为引领，以中౹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တ高速路为ࠡ架，以铁路、ߗ

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深化经贸投资务实合作，构ዾ互利共赢的产

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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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国际发展合作，为Х̵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工业化和ηৌ化ஃ持。

促进“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与基础设施联通。截至2022年底，中国企业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570亿美元，为当地

创造了超过42万个就业岗位。实施“万村通”项目、“ә基ຯ།数字电视传输示

范项目”，向Үө疆提供远程教育设备、向Ⴜ利亚提供通რ设备、在加拉国

和南໋چ分别实施“通信网络现代化项目”和“空管系统工程项目”等等，助力

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升信တ通信能力。与世界贸易组织合作，帮助加拉国、柬埔

寨和க达加ຯ加等13国开发全球价值链贸易增加值数据库，促进其更好地参与全

球价值链。搭建国际交流平台，中国于2021年成功承办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

续交通大会，提出推进全球交通合作“五个坚持”重要主张，并于次年建立中国

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为全球交通发展贡献力量。

图�-2 ᆐቂˀណᰍԦࡘፂ支Ѣ及Фˀ国Ю生产总值˧ඊ（2015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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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设等方式，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提升基础

设施和信တ化水平。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联通，构建以新亚౹大陆ൃ等经济ጽ

为引领，以中౹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တ高速路为ࠡ架，以铁路、ߗ

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深化经贸投资务实合作，构ዾ互利共赢的产

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

༫ࠏ᮳ᬗ፬合ᆑቃ国ᬅܸሙߦᝠѳ为国ᬅ减༫合作ଢ供ష支持

当前，各国应对⚴ᇩ的能力存在ᐞ大差ᔸ，发展中国家的科研能力和建设

水平ቚ为不足。国际科学理Ӂ会和国际社会科学理Ӂ会（����年合并为国际科

学理Ӂ会）以及联合国减少⚴ᇩ风险办公室共同发䎭⚴ᇩ风险综合研ガ国际大

科学计划（简称⚴ᇩ风险综合研ガ计划），ᰞ在联合各国自❬科学、社会经济、

卫生和工程技术专家，开展减⚴能力和个案研ガ，共同应对全球自❬⚴ᇩ和人

为⚴ᇩ所带来的᥇战。����年，⚴ᇩ风险综合研ガ计划国际项目办公室在中国

落地。

����年以来，⚴ᇩ风险综合研ガ计划所ԙ㺞的国际科学团体为落实ԏ台减

⚴框架，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ガ、政策对䈓和具体实䐫。例ྸ，⚴ᇩ风险综合

研ガ计划地䴽研ガউ䏀中心与北京ᐾ范大学国际减轻⚴ᇩ风险合作研ガ中心开

展联合研ガ，为ቲ⌀ቊᠾቊ卡地䴽后重建提供技术支持。⚴ᇩ风险综合研ガ计

划⚴ᇩ数据工作小组对⚴ᇩᦕཧ数据䇺զ和计量体系开展研ガ，并就འ平⍁小

ዑ国家和东南亚地区部分国家设立多⚴种ᰟ期预䆜系统作出积极探索和实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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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经验

一是创新આ融资体制机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在坚持分层分类建设的基础

上，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充分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作用，规范发展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深入推进资产资本化ࠣ权化ኤඋ化改革，为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持续有力的资金保障。

二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ऊ协同ᦡ合，推进工业化。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生产

要素优化配置与合理流动，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基于工业化发展，

因地因时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技术升级

和绿色转型。

三是积极开放合作，ԡฌ重自立自强，不断促进创新。积极融入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吸引外资开展技术合作，吸收鉴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为世界科

技发展和应用贡献力量。重视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

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体系韧性。

三、下一步工作

当前，新一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

业化和创新方面面临新的机遇和战。中国将继续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创新、促进工业化发展以及国际合作重点开展以下

工作。

一是加快打ᤵ系统完ܬ、ᰴ效实ၹ、అᑟ绿色、安全可᭥的现代化基础设施

体系。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各种运输方式一体化融合发展，提高

网络效应和运营效率。围绕强化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支撑，布局建设

新型基础设施。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高能源

供给保障能力。加强跨行政区河流水系治理保护和ࠡ干工程建设，强化大中小微

水利设施协调配༫，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水旱灾࡞防ᇟ能力。

二是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

展的战略ஃ。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深入

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优化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和运行机制，

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加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对促进创新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

三是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产业基础ᰴጟ化、产业ᩗ现代化。促进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

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工程，发展服务型

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补

齐基础零部件、基础件和基础材料等瓶颈短板。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

精准施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四是深化国际发展合作，推动共建“一ࣜ一”ᰴ质量发展。通过技术援助、

能力建设等方式，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提升基础

设施和信တ化水平。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联通，构建以新亚౹大陆ൃ等经济ጽ

为引领，以中౹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တ高速路为ࠡ架，以铁路、ߗ

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深化经贸投资务实合作，构ዾ互利共赢的产

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

༫ࠏ᮳ᬗ፬合ᆑቃ国ᬅܸሙߦᝠѳ为国ᬅ减༫合作ଢ供ష支持

当前，各国应对⚴ᇩ的能力存在ᐞ大差ᔸ，发展中国家的科研能力和建设

水平ቚ为不足。国际科学理Ӂ会和国际社会科学理Ӂ会（����年合并为国际科

学理Ӂ会）以及联合国减少⚴ᇩ风险办公室共同发䎭⚴ᇩ风险综合研ガ国际大

科学计划（简称⚴ᇩ风险综合研ガ计划），ᰞ在联合各国自❬科学、社会经济、

卫生和工程技术专家，开展减⚴能力和个案研ガ，共同应对全球自❬⚴ᇩ和人

为⚴ᇩ所带来的᥇战。����年，⚴ᇩ风险综合研ガ计划国际项目办公室在中国

落地。

����年以来，⚴ᇩ风险综合研ガ计划所ԙ㺞的国际科学团体为落实ԏ台减

⚴框架，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ガ、政策对䈓和具体实䐫。例ྸ，⚴ᇩ风险综合

研ガ计划地䴽研ガউ䏀中心与北京ᐾ范大学国际减轻⚴ᇩ风险合作研ガ中心开

展联合研ガ，为ቲ⌀ቊᠾቊ卡地䴽后重建提供技术支持。⚴ᇩ风险综合研ガ计

划⚴ᇩ数据工作小组对⚴ᇩᦕཧ数据䇺զ和计量体系开展研ガ，并就འ平⍁小

ዑ国家和东南亚地区部分国家设立多⚴种ᰟ期预䆜系统作出积极探索和实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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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二是城乡区域发展差䐓、城乡居民收入和

生活水平差䐓持续㕟小，低收入群体增收能力和社会⿅利水平᱄显提升，以中等

收入群体为主体的⁺Ὰ型社会结构基本形成，全省居民生活品质䗾上新台阶；三

是国民素质和社会ᮽ᱄程ᓜ达到新高ᓜ，美ѳ⎏⊕建设取得新成效，治理能力᱄

显提升，人民生活ᴪ加美好；四是推动共同富㼋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基本建立，

形成一批可གྷ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到2035年，基本实现共同富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ҿ取达到

发达经济体水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程ᓜᴪ高，收入和财富分配格ቶᴪ加优化，

法治⎏⊕、平安⎏⊕建设达到ᴪ高水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ԙ化水平᱄显提

高，物质ᮽ᱄、政治ᮽ᱄、精⾔ᮽ᱄、社会ᮽ᱄、生态ᮽ᱄全面提升，共同富㼋

的制ᓜ体系ᴪ加完善。

具体举措包括φ一是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ງ造产业ㄔҿ新优势、提升经

济ᗠ环效率和◶发各类经营主体等措施，提高发展质量效益，ཥ实共同富㼋的物

质基础；二是通过实现ᴪ加充分ᴪ高质量就业、完善߃分配制ᓜ改䶟等，多道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三是通过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等，

㕟小城乡区域发展差䐓，实现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四是打造新时ԙᮽ化高地，Ѧ

富人民精⾔ᮽ化生活；ӊ是䐫行绿水青ኧ就是金ኧ䬬ኧ理ᘫ，打造美ѳᇒ居的生

活环境；ޣ是构建㡈心安心放心的社会环境。

二、基本经验

一是创新આ融资体制机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在坚持分层分类建设的基础

上，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充分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作用，规范发展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深入推进资产资本化ࠣ权化ኤඋ化改革，为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持续有力的资金保障。

二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ऊ协同ᦡ合，推进工业化。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生产

要素优化配置与合理流动，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基于工业化发展，

因地因时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技术升级

和绿色转型。

三是积极开放合作，ԡฌ重自立自强，不断促进创新。积极融入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吸引外资开展技术合作，吸收鉴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为世界科

技发展和应用贡献力量。重视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

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体系韧性。

三、下一步工作

当前，新一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

业化和创新方面面临新的机遇和战。中国将继续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创新、促进工业化发展以及国际合作重点开展以下

工作。

一是加快打ᤵ系统完ܬ、ᰴ效实ၹ、అᑟ绿色、安全可᭥的现代化基础设施

体系。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各种运输方式一体化融合发展，提高

网络效应和运营效率。围绕强化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支撑，布局建设

新型基础设施。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高能源

供给保障能力。加强跨行政区河流水系治理保护和ࠡ干工程建设，强化大中小微

水利设施协调配༫，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水旱灾࡞防ᇟ能力。

二是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

展的战略ஃ。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深入

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优化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和运行机制，

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加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对促进创新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

三是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产业基础ᰴጟ化、产业ᩗ现代化。促进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

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工程，发展服务型

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补

齐基础零部件、基础件和基础材料等瓶颈短板。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

精准施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四是深化国际发展合作，推动共建“一ࣜ一”ᰴ质量发展。通过技术援助、

能力建设等方式，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提升基础

设施和信တ化水平。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联通，构建以新亚౹大陆ൃ等经济ጽ

为引领，以中౹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တ高速路为ࠡ架，以铁路、ߗ

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深化经贸投资务实合作，构ዾ互利共赢的产

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

支持浙江ᰴ质᧚发展建共同富ᜏᇨᔵ区

2021年，中国发ᐹɅ关于支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㼋示范区的意

见Ɇ，指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㼋是一项长期㢦ᐞ的任务，需要䘿取部分地区

先行先试、作出示范。

⎏⊕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㼋示范区的目标是，到2025年取得᱄显实质

性进展，一是经济发展质量效益᱄显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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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二是城乡区域发展差䐓、城乡居民收入和

生活水平差䐓持续㕟小，低收入群体增收能力和社会⿅利水平᱄显提升，以中等

收入群体为主体的⁺Ὰ型社会结构基本形成，全省居民生活品质䗾上新台阶；三

是国民素质和社会ᮽ᱄程ᓜ达到新高ᓜ，美ѳ⎏⊕建设取得新成效，治理能力᱄

显提升，人民生活ᴪ加美好；四是推动共同富㼋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基本建立，

形成一批可གྷ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到2035年，基本实现共同富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ҿ取达到

发达经济体水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程ᓜᴪ高，收入和财富分配格ቶᴪ加优化，

法治⎏⊕、平安⎏⊕建设达到ᴪ高水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ԙ化水平᱄显提

高，物质ᮽ᱄、政治ᮽ᱄、精⾔ᮽ᱄、社会ᮽ᱄、生态ᮽ᱄全面提升，共同富㼋

的制ᓜ体系ᴪ加完善。

具体举措包括φ一是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ງ造产业ㄔҿ新优势、提升经

济ᗠ环效率和◶发各类经营主体等措施，提高发展质量效益，ཥ实共同富㼋的物

质基础；二是通过实现ᴪ加充分ᴪ高质量就业、完善߃分配制ᓜ改䶟等，多道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三是通过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等，

㕟小城乡区域发展差䐓，实现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四是打造新时ԙᮽ化高地，Ѧ

富人民精⾔ᮽ化生活；ӊ是䐫行绿水青ኧ就是金ኧ䬬ኧ理ᘫ，打造美ѳᇒ居的生

活环境；ޣ是构建㡈心安心放心的社会环境。

二、基本经验

一是创新આ融资体制机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在坚持分层分类建设的基础

上，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充分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作用，规范发展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深入推进资产资本化ࠣ权化ኤඋ化改革，为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持续有力的资金保障。

二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ऊ协同ᦡ合，推进工业化。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生产

要素优化配置与合理流动，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基于工业化发展，

因地因时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技术升级

和绿色转型。

三是积极开放合作，ԡฌ重自立自强，不断促进创新。积极融入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吸引外资开展技术合作，吸收鉴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为世界科

技发展和应用贡献力量。重视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

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体系韧性。

三、下一步工作

当前，新一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

业化和创新方面面临新的机遇和战。中国将继续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创新、促进工业化发展以及国际合作重点开展以下

工作。

一是加快打ᤵ系统完ܬ、ᰴ效实ၹ、అᑟ绿色、安全可᭥的现代化基础设施

体系。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各种运输方式一体化融合发展，提高

网络效应和运营效率。围绕强化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支撑，布局建设

新型基础设施。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高能源

供给保障能力。加强跨行政区河流水系治理保护和ࠡ干工程建设，强化大中小微

水利设施协调配༫，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水旱灾࡞防ᇟ能力。

二是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

展的战略ஃ。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深入

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优化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和运行机制，

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加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对促进创新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

三是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产业基础ᰴጟ化、产业ᩗ现代化。促进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

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工程，发展服务型

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补

齐基础零部件、基础件和基础材料等瓶颈短板。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

精准施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四是深化国际发展合作，推动共建“一ࣜ一”ᰴ质量发展。通过技术援助、

能力建设等方式，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提升基础

设施和信တ化水平。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联通，构建以新亚౹大陆ൃ等经济ጽ

为引领，以中౹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တ高速路为ࠡ架，以铁路、ߗ

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深化经贸投资务实合作，构ዾ互利共赢的产

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

支持浙江ᰴ质᧚发展建共同富ᜏᇨᔵ区

2021年，中国发ᐹɅ关于支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㼋示范区的意

见Ɇ，指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㼋是一项长期㢦ᐞ的任务，需要䘿取部分地区

先行先试、作出示范。

⎏⊕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㼋示范区的目标是，到2025年取得᱄显实质

性进展，一是经济发展质量效益᱄显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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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进展

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实施有力举措缩小收入差距、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2015年以来，中国城乡和区域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多

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果显著，同时推动优化

国际经济金融ወႾ，为缩小国家间差距作出贡献。

͖化收入分ᦡಫ局，规范收入分ᦡሢ序。城乡收入分配格局持续改善。

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0000元，同比增速较城镇居民高2.3

个百分点。2015年至2022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73持续下降

至2.45（图10-1）。2020年底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后，中国脱贫人口人

均纯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区域差距不断缩小。

2022年，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267.4元，中部地区为31433.7

元，其增速分别较东部地区高出0.73个和1.47个百分点。2015年至2022年，

东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1.67收至1.61，地区收入格局不断优

化（图10-2）。收入分配ወႾ逐步完善。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评ࠚ机制，合理调整

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推动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最低工资和支保障制度范围，

切实ྼ护农民工、新就业形态等群体报ؐ权益；健全知识、技术、技能等要素由

市场评价贡献、Ӏ贡献决定报ؐ的机制；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

协调机制，充分放各类要素的发展潜力和合作潜能，保障劳动者平等参与、平

等发展机会。

济体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二是城乡区域发展差䐓、城乡居民收入和

生活水平差䐓持续㕟小，低收入群体增收能力和社会⿅利水平᱄显提升，以中等

收入群体为主体的⁺Ὰ型社会结构基本形成，全省居民生活品质䗾上新台阶；三

是国民素质和社会ᮽ᱄程ᓜ达到新高ᓜ，美ѳ⎏⊕建设取得新成效，治理能力᱄

显提升，人民生活ᴪ加美好；四是推动共同富㼋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基本建立，

形成一批可གྷ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到2035年，基本实现共同富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ҿ取达到

发达经济体水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程ᓜᴪ高，收入和财富分配格ቶᴪ加优化，

法治⎏⊕、平安⎏⊕建设达到ᴪ高水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ԙ化水平᱄显提

高，物质ᮽ᱄、政治ᮽ᱄、精⾔ᮽ᱄、社会ᮽ᱄、生态ᮽ᱄全面提升，共同富㼋

的制ᓜ体系ᴪ加完善。

具体举措包括φ一是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ງ造产业ㄔҿ新优势、提升经

济ᗠ环效率和◶发各类经营主体等措施，提高发展质量效益，ཥ实共同富㼋的物

质基础；二是通过实现ᴪ加充分ᴪ高质量就业、完善߃分配制ᓜ改䶟等，多道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三是通过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等，

㕟小城乡区域发展差䐓，实现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四是打造新时ԙᮽ化高地，Ѧ

富人民精⾔ᮽ化生活；ӊ是䐫行绿水青ኧ就是金ኧ䬬ኧ理ᘫ，打造美ѳᇒ居的生

活环境；ޣ是构建㡈心安心放心的社会环境。

二、基本经验

一是创新આ融资体制机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在坚持分层分类建设的基础

上，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充分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作用，规范发展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深入推进资产资本化ࠣ权化ኤඋ化改革，为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持续有力的资金保障。

二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ऊ协同ᦡ合，推进工业化。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生产

要素优化配置与合理流动，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基于工业化发展，

因地因时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技术升级

和绿色转型。

三是积极开放合作，ԡฌ重自立自强，不断促进创新。积极融入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吸引外资开展技术合作，吸收鉴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为世界科

技发展和应用贡献力量。重视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

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体系韧性。

三、下一步工作

当前，新一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

业化和创新方面面临新的机遇和战。中国将继续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创新、促进工业化发展以及国际合作重点开展以下

工作。

一是加快打ᤵ系统完ܬ、ᰴ效实ၹ、అᑟ绿色、安全可᭥的现代化基础设施

体系。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各种运输方式一体化融合发展，提高

网络效应和运营效率。围绕强化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支撑，布局建设

新型基础设施。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高能源

供给保障能力。加强跨行政区河流水系治理保护和ࠡ干工程建设，强化大中小微

水利设施协调配༫，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水旱灾࡞防ᇟ能力。

二是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

展的战略ஃ。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深入

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优化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和运行机制，

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加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对促进创新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

三是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产业基础ᰴጟ化、产业ᩗ现代化。促进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

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工程，发展服务型

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补

齐基础零部件、基础件和基础材料等瓶颈短板。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

精准施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四是深化国际发展合作，推动共建“一ࣜ一”ᰴ质量发展。通过技术援助、

能力建设等方式，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提升基础

设施和信တ化水平。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联通，构建以新亚౹大陆ൃ等经济ጽ

为引领，以中౹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တ高速路为ࠡ架，以铁路、ߗ

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深化经贸投资务实合作，构ዾ互利共赢的产

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

目标   

३ณాॆࡔև和ॆࡔኮक़的փೝ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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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浙江ᰴ质᧚发展建共同富ᜏᇨᔵ区

2021年，中国发ᐹɅ关于支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㼋示范区的意

见Ɇ，指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㼋是一项长期㢦ᐞ的任务，需要䘿取部分地区

先行先试、作出示范。

⎏⊕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㼋示范区的目标是，到2025年取得᱄显实质

性进展，一是经济发展质量效益᱄显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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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实施有力举措缩小收入差距、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2015年以来，中国城乡和区域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多

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果显著，同时推动优化

国际经济金融ወႾ，为缩小国家间差距作出贡献。

͖化收入分ᦡಫ局，规范收入分ᦡሢ序。城乡收入分配格局持续改善。

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20000元，同比增速较城镇居民高2.3

个百分点。2015年至2022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73持续下降

至2.45（图10-1）。2020年底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后，中国脱贫人口人

均纯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区域差距不断缩小。

2022年，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267.4元，中部地区为31433.7

元，其增速分别较东部地区高出0.73个和1.47个百分点。2015年至2022年，

东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1.67收至1.61，地区收入格局不断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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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图10-2）。收入分配ወႾ逐步完善。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评ࠚ机制，合理调整

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推动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最低工资和支保障制度范围，

切实ྼ护农民工、新就业形态等群体报ؐ权益；健全知识、技术、技能等要素由

市场评价贡献、Ӏ贡献决定报ؐ的机制；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

协调机制，充分放各类要素的发展潜力和合作潜能，保障劳动者平等参与、平

等发展机会。

济体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二是城乡区域发展差䐓、城乡居民收入和

生活水平差䐓持续㕟小，低收入群体增收能力和社会⿅利水平᱄显提升，以中等

收入群体为主体的⁺Ὰ型社会结构基本形成，全省居民生活品质䗾上新台阶；三

是国民素质和社会ᮽ᱄程ᓜ达到新高ᓜ，美ѳ⎏⊕建设取得新成效，治理能力᱄

显提升，人民生活ᴪ加美好；四是推动共同富㼋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基本建立，

形成一批可གྷ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到2035年，基本实现共同富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ҿ取达到

发达经济体水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程ᓜᴪ高，收入和财富分配格ቶᴪ加优化，

法治⎏⊕、平安⎏⊕建设达到ᴪ高水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ԙ化水平᱄显提

高，物质ᮽ᱄、政治ᮽ᱄、精⾔ᮽ᱄、社会ᮽ᱄、生态ᮽ᱄全面提升，共同富㼋

的制ᓜ体系ᴪ加完善。

具体举措包括φ一是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ງ造产业ㄔҿ新优势、提升经

济ᗠ环效率和◶发各类经营主体等措施，提高发展质量效益，ཥ实共同富㼋的物

质基础；二是通过实现ᴪ加充分ᴪ高质量就业、完善߃分配制ᓜ改䶟等，多道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三是通过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等，

㕟小城乡区域发展差䐓，实现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四是打造新时ԙᮽ化高地，Ѧ

富人民精⾔ᮽ化生活；ӊ是䐫行绿水青ኧ就是金ኧ䬬ኧ理ᘫ，打造美ѳᇒ居的生

活环境；ޣ是构建㡈心安心放心的社会环境。

二、基本经验

一是创新આ融资体制机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在坚持分层分类建设的基础

上，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充分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作用，规范发展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深入推进资产资本化ࠣ权化ኤඋ化改革，为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持续有力的资金保障。

二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ऊ协同ᦡ合，推进工业化。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生产

要素优化配置与合理流动，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基于工业化发展，

因地因时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技术升级

和绿色转型。

三是积极开放合作，ԡฌ重自立自强，不断促进创新。积极融入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吸引外资开展技术合作，吸收鉴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为世界科

技发展和应用贡献力量。重视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

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体系韧性。

三、下一步工作

当前，新一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

业化和创新方面面临新的机遇和战。中国将继续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创新、促进工业化发展以及国际合作重点开展以下

工作。

一是加快打ᤵ系统完ܬ、ᰴ效实ၹ、అᑟ绿色、安全可᭥的现代化基础设施

体系。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各种运输方式一体化融合发展，提高

网络效应和运营效率。围绕强化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支撑，布局建设

新型基础设施。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高能源

供给保障能力。加强跨行政区河流水系治理保护和ࠡ干工程建设，强化大中小微

水利设施协调配༫，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水旱灾࡞防ᇟ能力。

二是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

展的战略ஃ。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深入

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优化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和运行机制，

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加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对促进创新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

三是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产业基础ᰴጟ化、产业ᩗ现代化。促进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

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工程，发展服务型

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补

齐基础零部件、基础件和基础材料等瓶颈短板。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

精准施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四是深化国际发展合作，推动共建“一ࣜ一”ᰴ质量发展。通过技术援助、

能力建设等方式，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提升基础

设施和信တ化水平。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联通，构建以新亚౹大陆ൃ等经济ጽ

为引领，以中౹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တ高速路为ࠡ架，以铁路、ߗ

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深化经贸投资务实合作，构ዾ互利共赢的产

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

图10-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城乡居民收入ඊ（2015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10-2  ᜴ᦉ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ˋ᜴ᦉ地区居民收入ඊ
（2015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支持浙江ᰴ质᧚发展建共同富ᜏᇨᔵ区

2021年，中国发ᐹɅ关于支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㼋示范区的意

见Ɇ，指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㼋是一项长期㢦ᐞ的任务，需要䘿取部分地区

先行先试、作出示范。

⎏⊕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㼋示范区的目标是，到2025年取得᱄显实质

性进展，一是经济发展质量效益᱄显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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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农业转ረ人市民化，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ए。城区

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基本取消落户限制，超过1亿农业转ᅎ人口在城镇落户。

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入快כ道，建立不分城乡、地

域、性别、职业的，能ࠕ充分应对年老、疾病、失业、工伤、残疾、贫困等风险

的制度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显著扩大。截至2022年底，中国基本养老

保险参保人数10.5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3亿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2.38亿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超过2.91亿人。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明显增强。

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并ࡆ，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

国统筹，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实施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对低收入ෑ势人口实施更加有力的政策ൡ

ၽ。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返贫致贫人口，大病保险起标准降低50%，支

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取消ۥހ线。

基本公共服务کᛦ发展，ۢ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

标准体系逐步形成，有效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教育方面，中国正在从“有

学上”向“上好学”进。2020年ؾ季学期起，提高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学校生

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与东部地区保持一致。2021年中国义务教育实现县域基本

均衡。2013年至2020年，中国中小学校际综合差ᅴ降幅均达到40%左右。2022年，

义务教育进城务工人员ໜ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和享受政府购ச学位的比例

达95.2%，比2021年提高了4.3个百分点。重点高校ቲ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

计划规模不断扩张。2012年至2021年，累计514.05万建ڗ立ਸ਼贫困学生接受高等

教育，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医疗服务方面，进一步优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

进优质医疗资源下ק。实现医疗卫生机构ন道社区，乡镇农村全覆盖。每个脱贫

县至少有1家公立医院，98%的脱贫县至少有1所二级及以上医院。诊疗水平与全

国无显著差ᅴ。住房方面，以公ፀ房、保障性ፀନ住房和共有产权房为主的住房

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

房和ಱ改安置住房9000多万༫，帮助2亿多困难群众改善了住房条件。截至2022

年底，全国共有3800多万困难群众住进公ፀ房，累计2700多万困难群众领取ፀନ

补贴。基础设施方面，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水平全面提升。截至2022年底，

济体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二是城乡区域发展差䐓、城乡居民收入和

生活水平差䐓持续㕟小，低收入群体增收能力和社会⿅利水平᱄显提升，以中等

收入群体为主体的⁺Ὰ型社会结构基本形成，全省居民生活品质䗾上新台阶；三

是国民素质和社会ᮽ᱄程ᓜ达到新高ᓜ，美ѳ⎏⊕建设取得新成效，治理能力᱄

显提升，人民生活ᴪ加美好；四是推动共同富㼋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基本建立，

形成一批可གྷ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到2035年，基本实现共同富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ҿ取达到

发达经济体水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程ᓜᴪ高，收入和财富分配格ቶᴪ加优化，

法治⎏⊕、平安⎏⊕建设达到ᴪ高水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ԙ化水平᱄显提

高，物质ᮽ᱄、政治ᮽ᱄、精⾔ᮽ᱄、社会ᮽ᱄、生态ᮽ᱄全面提升，共同富㼋

的制ᓜ体系ᴪ加完善。

具体举措包括φ一是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ງ造产业ㄔҿ新优势、提升经

济ᗠ环效率和◶发各类经营主体等措施，提高发展质量效益，ཥ实共同富㼋的物

质基础；二是通过实现ᴪ加充分ᴪ高质量就业、完善߃分配制ᓜ改䶟等，多道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三是通过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等，

㕟小城乡区域发展差䐓，实现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四是打造新时ԙᮽ化高地，Ѧ

富人民精⾔ᮽ化生活；ӊ是䐫行绿水青ኧ就是金ኧ䬬ኧ理ᘫ，打造美ѳᇒ居的生

活环境；ޣ是构建㡈心安心放心的社会环境。

二、基本经验

一是创新આ融资体制机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在坚持分层分类建设的基础

上，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充分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作用，规范发展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深入推进资产资本化ࠣ权化ኤඋ化改革，为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持续有力的资金保障。

二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ऊ协同ᦡ合，推进工业化。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生产

要素优化配置与合理流动，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基于工业化发展，

因地因时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技术升级

和绿色转型。

三是积极开放合作，ԡฌ重自立自强，不断促进创新。积极融入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吸引外资开展技术合作，吸收鉴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为世界科

技发展和应用贡献力量。重视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

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体系韧性。

三、下一步工作

当前，新一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

业化和创新方面面临新的机遇和战。中国将继续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创新、促进工业化发展以及国际合作重点开展以下

工作。

一是加快打ᤵ系统完ܬ、ᰴ效实ၹ、అᑟ绿色、安全可᭥的现代化基础设施

体系。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各种运输方式一体化融合发展，提高

网络效应和运营效率。围绕强化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支撑，布局建设

新型基础设施。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高能源

供给保障能力。加强跨行政区河流水系治理保护和ࠡ干工程建设，强化大中小微

水利设施协调配༫，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水旱灾࡞防ᇟ能力。

二是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

展的战略ஃ。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深入

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优化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和运行机制，

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加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对促进创新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

三是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产业基础ᰴጟ化、产业ᩗ现代化。促进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

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工程，发展服务型

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补

齐基础零部件、基础件和基础材料等瓶颈短板。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

精准施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四是深化国际发展合作，推动共建“一ࣜ一”ᰴ质量发展。通过技术援助、

能力建设等方式，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提升基础

设施和信တ化水平。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联通，构建以新亚౹大陆ൃ等经济ጽ

为引领，以中౹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တ高速路为ࠡ架，以铁路、ߗ

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深化经贸投资务实合作，构ዾ互利共赢的产

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

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超过98%的行政村通光္和4H网络。同

时，推动残疾人教育机会公平，积极提升残疾人就业技能，扶持残疾人就业，加

强无障碍环境建设。

ᛡ共同发展ေঐ，推动全球更加公平کᛦ发展。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

融治理。推动国际标准在国内落地实施，提升中国金融体系ཪ明度；参与国际金

融监管规则制定，促进国际经济金融ወႾו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加大

对社会民生、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等领域援助。2022年，中国将

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整合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并在30亿美元基

础上增资1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落实并改进世贸组织中的特和

差别待遇条款，特别是在新冠疫苗知识产权ः免谈判中，务实处理特和差别待

遇问题、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主动宣布放弃享受相关ଳ活性。继续实施对最不发

达国家特别优惠关待遇措施。2015年至2022年，自最不发达国家享惠进口

2260.5亿元，关减让202.1亿元，享惠进口ऋ物涉及44个最不发达国家。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目标Ք、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推进共同富ᜏ。中国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提

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中国从现实出发提出共同富裕的性目

标，强调推动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稳步ו着ኄ个目标进，要坚

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支持浙江ᰴ质᧚发展建共同富ᜏᇨᔵ区

2021年，中国发ᐹɅ关于支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㼋示范区的意

见Ɇ，指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㼋是一项长期㢦ᐞ的任务，需要䘿取部分地区

先行先试、作出示范。

⎏⊕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㼋示范区的目标是，到2025年取得᱄显实质

性进展，一是经济发展质量效益᱄显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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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农业转ረ人市民化，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ए。城区

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基本取消落户限制，超过1亿农业转ᅎ人口在城镇落户。

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入快כ道，建立不分城乡、地

域、性别、职业的，能ࠕ充分应对年老、疾病、失业、工伤、残疾、贫困等风险

的制度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显著扩大。截至2022年底，中国基本养老

保险参保人数10.5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13亿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2.38亿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超过2.91亿人。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明显增强。

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并ࡆ，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

国统筹，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实施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对低收入ෑ势人口实施更加有力的政策ൡ

ၽ。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返贫致贫人口，大病保险起标准降低50%，支

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取消ۥހ线。

基本公共服务کᛦ发展，ۢ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

标准体系逐步形成，有效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教育方面，中国正在从“有

学上”向“上好学”进。2020年ؾ季学期起，提高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学校生

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与东部地区保持一致。2021年中国义务教育实现县域基本

均衡。2013年至2020年，中国中小学校际综合差ᅴ降幅均达到40%左右。2022年，

义务教育进城务工人员ໜ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和享受政府购ச学位的比例

达95.2%，比2021年提高了4.3个百分点。重点高校ቲ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

计划规模不断扩张。2012年至2021年，累计514.05万建ڗ立ਸ਼贫困学生接受高等

教育，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医疗服务方面，进一步优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

进优质医疗资源下ק。实现医疗卫生机构ন道社区，乡镇农村全覆盖。每个脱贫

县至少有1家公立医院，98%的脱贫县至少有1所二级及以上医院。诊疗水平与全

国无显著差ᅴ。住房方面，以公ፀ房、保障性ፀନ住房和共有产权房为主的住房

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

房和ಱ改安置住房9000多万༫，帮助2亿多困难群众改善了住房条件。截至2022

年底，全国共有3800多万困难群众住进公ፀ房，累计2700多万困难群众领取ፀନ

补贴。基础设施方面，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水平全面提升。截至2022年底，

济体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二是城乡区域发展差䐓、城乡居民收入和

生活水平差䐓持续㕟小，低收入群体增收能力和社会⿅利水平᱄显提升，以中等

收入群体为主体的⁺Ὰ型社会结构基本形成，全省居民生活品质䗾上新台阶；三

是国民素质和社会ᮽ᱄程ᓜ达到新高ᓜ，美ѳ⎏⊕建设取得新成效，治理能力᱄

显提升，人民生活ᴪ加美好；四是推动共同富㼋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基本建立，

形成一批可གྷ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到2035年，基本实现共同富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ҿ取达到

发达经济体水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程ᓜᴪ高，收入和财富分配格ቶᴪ加优化，

法治⎏⊕、平安⎏⊕建设达到ᴪ高水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ԙ化水平᱄显提

高，物质ᮽ᱄、政治ᮽ᱄、精⾔ᮽ᱄、社会ᮽ᱄、生态ᮽ᱄全面提升，共同富㼋

的制ᓜ体系ᴪ加完善。

具体举措包括φ一是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ງ造产业ㄔҿ新优势、提升经

济ᗠ环效率和◶发各类经营主体等措施，提高发展质量效益，ཥ实共同富㼋的物

质基础；二是通过实现ᴪ加充分ᴪ高质量就业、完善߃分配制ᓜ改䶟等，多道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三是通过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等，

㕟小城乡区域发展差䐓，实现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四是打造新时ԙᮽ化高地，Ѧ

富人民精⾔ᮽ化生活；ӊ是䐫行绿水青ኧ就是金ኧ䬬ኧ理ᘫ，打造美ѳᇒ居的生

活环境；ޣ是构建㡈心安心放心的社会环境。

二、基本经验

一是创新આ融资体制机制，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在坚持分层分类建设的基础

上，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充分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作用，规范发展政府与

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深入推进资产资本化ࠣ权化ኤඋ化改革，为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持续有力的资金保障。

二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ऊ协同ᦡ合，推进工业化。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生产

要素优化配置与合理流动，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基于工业化发展，

因地因时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为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推动技术升级

和绿色转型。

三是积极开放合作，ԡฌ重自立自强，不断促进创新。积极融入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吸引外资开展技术合作，吸收鉴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为世界科

技发展和应用贡献力量。重视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

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体系韧性。

三、下一步工作

当前，新一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

业化和创新方面面临新的机遇和战。中国将继续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创新、促进工业化发展以及国际合作重点开展以下

工作。

一是加快打ᤵ系统完ܬ、ᰴ效实ၹ、అᑟ绿色、安全可᭥的现代化基础设施

体系。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进各种运输方式一体化融合发展，提高

网络效应和运营效率。围绕强化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支撑，布局建设

新型基础设施。推进能源革命，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高能源

供给保障能力。加强跨行政区河流水系治理保护和ࠡ干工程建设，强化大中小微

水利设施协调配༫，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和水旱灾࡞防ᇟ能力。

二是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

展的战略ஃ。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

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深入

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国家科技治理体系，优化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和运行机制，

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加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对促进创新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

三是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产业基础ᰴጟ化、产业ᩗ现代化。促进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

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工程，发展服务型

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补

齐基础零部件、基础件和基础材料等瓶颈短板。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

精准施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四是深化国际发展合作，推动共建“一ࣜ一”ᰴ质量发展。通过技术援助、

能力建设等方式，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提升基础

设施和信တ化水平。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联通，构建以新亚౹大陆ൃ等经济ጽ

为引领，以中౹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တ高速路为ࠡ架，以铁路、ߗ

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深化经贸投资务实合作，构ዾ互利共赢的产

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

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超过98%的行政村通光္和4H网络。同

时，推动残疾人教育机会公平，积极提升残疾人就业技能，扶持残疾人就业，加

强无障碍环境建设。

ᛡ共同发展ေঐ，推动全球更加公平کᛦ发展。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

融治理。推动国际标准在国内落地实施，提升中国金融体系ཪ明度；参与国际金

融监管规则制定，促进国际经济金融ወႾו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加大

对社会民生、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等领域援助。2022年，中国将

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整合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并在30亿美元基

础上增资1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落实并改进世贸组织中的特和

差别待遇条款，特别是在新冠疫苗知识产权ः免谈判中，务实处理特和差别待

遇问题、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主动宣布放弃享受相关ଳ活性。继续实施对最不发

达国家特别优惠关待遇措施。2015年至2022年，自最不发达国家享惠进口

2260.5亿元，关减让202.1亿元，享惠进口ऋ物涉及44个最不发达国家。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目标Ք、实事求是，循序渐进推进共同富ᜏ。中国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提

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中国从现实出发提出共同富裕的性目

标，强调推动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稳步ו着ኄ个目标进，要坚

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支持浙江ᰴ质᧚发展建共同富ᜏᇨᔵ区

2021年，中国发ᐹɅ关于支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㼋示范区的意

见Ɇ，指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㼋是一项长期㢦ᐞ的任务，需要䘿取部分地区

先行先试、作出示范。

⎏⊕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㼋示范区的目标是，到2025年取得᱄显实质

性进展，一是经济发展质量效益᱄显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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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二是城乡区域发展差䐓、城乡居民收入和

生活水平差䐓持续㕟小，低收入群体增收能力和社会⿅利水平᱄显提升，以中等

收入群体为主体的⁺Ὰ型社会结构基本形成，全省居民生活品质䗾上新台阶；三

是国民素质和社会ᮽ᱄程ᓜ达到新高ᓜ，美ѳ⎏⊕建设取得新成效，治理能力᱄

显提升，人民生活ᴪ加美好；四是推动共同富㼋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基本建立，

形成一批可གྷ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到2035年，基本实现共同富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ҿ取达到

发达经济体水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程ᓜᴪ高，收入和财富分配格ቶᴪ加优化，

法治⎏⊕、平安⎏⊕建设达到ᴪ高水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ԙ化水平᱄显提

高，物质ᮽ᱄、政治ᮽ᱄、精⾔ᮽ᱄、社会ᮽ᱄、生态ᮽ᱄全面提升，共同富㼋

的制ᓜ体系ᴪ加完善。

具体举措包括φ一是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ງ造产业ㄔҿ新优势、提升经

济ᗠ环效率和◶发各类经营主体等措施，提高发展质量效益，ཥ实共同富㼋的物

质基础；二是通过实现ᴪ加充分ᴪ高质量就业、完善߃分配制ᓜ改䶟等，多道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三是通过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等，

㕟小城乡区域发展差䐓，实现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四是打造新时ԙᮽ化高地，Ѧ

富人民精⾔ᮽ化生活；ӊ是䐫行绿水青ኧ就是金ኧ䬬ኧ理ᘫ，打造美ѳᇒ居的生

活环境；ޣ是构建㡈心安心放心的社会环境。

显著特点是将集体经济㓩入利益联结机制，这就ֵ得强村公ਮ在保障集体资产

安全、对ᕧ势群体߃分配和扩大本地就业等方面具有内生动力。

安ਿ县ཟ㦈坪䭽5个村“ᣧ团”，共同出资1000万元设立强村公ਮ——ӊᆆ

联兴公ਮ，开展5个村的物业保⌷和小型㔪ؤ工程业务等。强村公ਮ成立后接

管了之前外㚎公ਮ从Ӂ的各村物业，并根据各村的人口规模、村域面积等收取

60-70万元不等的物业费用。合并5个村的物业保⌷项目ֵ强村公ਮ能ཕ进行规

模化运营。由于保⌷人员大部分是本村村民，工作时尽心尽力，在不增加各村

物业成本的前提下，改善了物业服务质量。

2021年，ӊᆆ联兴公ਮ营业收入700万元，长期㚎用员工30人，其中3人为

⇁疾人。公ਮ利⏜120万元，∅村分㓘20万元，2021年收益率为10%。各村根

据本村实际确定分配方案，例ྸ余村将分㓘平均分配给村民，∅人获得180元

ᐜ收入，南⎊区和ᆐ䭽㦱⑥村两ည㘹㲇到本村大量ཧ地农民年喺增大，无法

㔝续外出务工，分㓘收入用于向70以上的㘷人发放⿅利。

根据⎏⊕省农业农村数据，目前⎏⊕强村公ਮ数量䎻过千家，平均年⳾

利200多万元，年回报率达14.4% 。

支持浙江ᰴ质᧚发展建共同富ᜏᇨᔵ区

2021年，中国发ᐹɅ关于支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㼋示范区的意

见Ɇ，指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㼋是一项长期㢦ᐞ的任务，需要䘿取部分地区

先行先试、作出示范。

⎏⊕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㼋示范区的目标是，到2025年取得᱄显实质

性进展，一是经济发展质量效益᱄显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经

二是坚持ЏᛡЏត，ᤪ步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国家战略在地方先行先试

是中国改革发展和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中国在减少不平等、促进共同富裕的过

程中，选ስ在有条件、有基础的地方ఄ索规律和经验，再进行全国推广。例如，

支持ኅ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再如，在ԛ、上海、江໋、广东、

海南、重൪、四7ج省市开展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保障试点。

浙江省湖州市发展农ేᬷ体ፃเ，Ψᤉ实现共同富ᜏ的实践

⎏⊕省湖州市在推动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实䐫中，探索形成了强村公ਮ模

式。强村公ਮ模式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出资入㛗，成立以发展༤大集体经济

为核心目标的公ਮ法人。与一㡢“公ਮ+农户”和专业合作社相比，强村公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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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二是城乡区域发展差䐓、城乡居民收入和

生活水平差䐓持续㕟小，低收入群体增收能力和社会⿅利水平᱄显提升，以中等

收入群体为主体的⁺Ὰ型社会结构基本形成，全省居民生活品质䗾上新台阶；三

是国民素质和社会ᮽ᱄程ᓜ达到新高ᓜ，美ѳ⎏⊕建设取得新成效，治理能力᱄

显提升，人民生活ᴪ加美好；四是推动共同富㼋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基本建立，

形成一批可གྷ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到2035年，基本实现共同富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ҿ取达到

发达经济体水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程ᓜᴪ高，收入和财富分配格ቶᴪ加优化，

法治⎏⊕、平安⎏⊕建设达到ᴪ高水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ԙ化水平᱄显提

高，物质ᮽ᱄、政治ᮽ᱄、精⾔ᮽ᱄、社会ᮽ᱄、生态ᮽ᱄全面提升，共同富㼋

的制ᓜ体系ᴪ加完善。

具体举措包括φ一是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ງ造产业ㄔҿ新优势、提升经

济ᗠ环效率和◶发各类经营主体等措施，提高发展质量效益，ཥ实共同富㼋的物

质基础；二是通过实现ᴪ加充分ᴪ高质量就业、完善߃分配制ᓜ改䶟等，多道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三是通过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等，

㕟小城乡区域发展差䐓，实现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四是打造新时ԙᮽ化高地，Ѧ

富人民精⾔ᮽ化生活；ӊ是䐫行绿水青ኧ就是金ኧ䬬ኧ理ᘫ，打造美ѳᇒ居的生

活环境；ޣ是构建㡈心安心放心的社会环境。

显著特点是将集体经济㓩入利益联结机制，这就ֵ得强村公ਮ在保障集体资产

安全、对ᕧ势群体߃分配和扩大本地就业等方面具有内生动力。

安ਿ县ཟ㦈坪䭽5个村“ᣧ团”，共同出资1000万元设立强村公ਮ——ӊᆆ

联兴公ਮ，开展5个村的物业保⌷和小型㔪ؤ工程业务等。强村公ਮ成立后接

管了之前外㚎公ਮ从Ӂ的各村物业，并根据各村的人口规模、村域面积等收取

60-70万元不等的物业费用。合并5个村的物业保⌷项目ֵ强村公ਮ能ཕ进行规

模化运营。由于保⌷人员大部分是本村村民，工作时尽心尽力，在不增加各村

物业成本的前提下，改善了物业服务质量。

2021年，ӊᆆ联兴公ਮ营业收入700万元，长期㚎用员工30人，其中3人为

⇁疾人。公ਮ利⏜120万元，∅村分㓘20万元，2021年收益率为10%。各村根

据本村实际确定分配方案，例ྸ余村将分㓘平均分配给村民，∅人获得180元

ᐜ收入，南⎊区和ᆐ䭽㦱⑥村两ည㘹㲇到本村大量ཧ地农民年喺增大，无法

㔝续外出务工，分㓘收入用于向70以上的㘷人发放⿅利。

根据⎏⊕省农业农村数据，目前⎏⊕强村公ਮ数量䎻过千家，平均年⳾

利200多万元，年回报率达14.4% 。

支持浙江ᰴ质᧚发展建共同富ᜏᇨᔵ区

2021年，中国发ᐹɅ关于支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㼋示范区的意

见Ɇ，指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㼋是一项长期㢦ᐞ的任务，需要䘿取部分地区

先行先试、作出示范。

⎏⊕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㼋示范区的目标是，到2025年取得᱄显实质

性进展，一是经济发展质量效益᱄显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经

浙江省湖州市发展农ేᬷ体ፃเ，Ψᤉ实现共同富ᜏ的实践

⎏⊕省湖州市在推动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实䐫中，探索形成了强村公ਮ模

式。强村公ਮ模式是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出资入㛗，成立以发展༤大集体经济

为核心目标的公ਮ法人。与一㡢“公ਮ+农户”和专业合作社相比，强村公ਮ的

三是坚持ৼӊࠔ，以务实ᛡ动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当前，发达国家的复໋

进程远快于发展中国家，持续的经济低将加ਗ全球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中国着

ᄅ全球共同发展的长远目标和现实需要，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凝聚促进发展

的国际共识，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进步。中国在倡议框

架下与合作伙伴一道开展务实合作与行动，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帮助，

推动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努力不让任ࢆ一国、任ࢆ一人ۖ队。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与此同时，新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ਗ਼影响，需要提

前క划、有效应对。中国将继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促进共享发展，重点开展以

下工作。

一是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更加

平衡、协调、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同时，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

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༫的基础性制

度安排。

二是͖化收入分ᦡಫ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

理调节高收入，取ۀ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ᧉᦧ型分配结构。实施区

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转ᅎ支制度，缩小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差

ᅴ，加大对വ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动新型城镇化建

设，推动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善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

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

三是推动全球发展Ϗ议ᡌ深ᡌ实。积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有效调动和

配置资源，对接发展中国家需求，ࣹ聚促进发展的最大合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体系改革，ྼ护和完善多边经济治理机制。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经贸合作，向发展

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积极作出与自身发展水平和经

济实力相ޙ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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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二是城乡区域发展差䐓、城乡居民收入和

生活水平差䐓持续㕟小，低收入群体增收能力和社会⿅利水平᱄显提升，以中等

收入群体为主体的⁺Ὰ型社会结构基本形成，全省居民生活品质䗾上新台阶；三

是国民素质和社会ᮽ᱄程ᓜ达到新高ᓜ，美ѳ⎏⊕建设取得新成效，治理能力᱄

显提升，人民生活ᴪ加美好；四是推动共同富㼋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基本建立，

形成一批可གྷ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到2035年，基本实现共同富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ҿ取达到

发达经济体水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程ᓜᴪ高，收入和财富分配格ቶᴪ加优化，

法治⎏⊕、平安⎏⊕建设达到ᴪ高水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ԙ化水平᱄显提

高，物质ᮽ᱄、政治ᮽ᱄、精⾔ᮽ᱄、社会ᮽ᱄、生态ᮽ᱄全面提升，共同富㼋

的制ᓜ体系ᴪ加完善。

具体举措包括φ一是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ງ造产业ㄔҿ新优势、提升经

济ᗠ环效率和◶发各类经营主体等措施，提高发展质量效益，ཥ实共同富㼋的物

质基础；二是通过实现ᴪ加充分ᴪ高质量就业、完善߃分配制ᓜ改䶟等，多道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三是通过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等，

㕟小城乡区域发展差䐓，实现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四是打造新时ԙᮽ化高地，Ѧ

富人民精⾔ᮽ化生活；ӊ是䐫行绿水青ኧ就是金ኧ䬬ኧ理ᘫ，打造美ѳᇒ居的生

活环境；ޣ是构建㡈心安心放心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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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Ɇ，指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㼋是一项长期㢦ᐞ的任务，需要䘿取部分地区

先行先试、作出示范。

⎏⊕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㼋示范区的目标是，到2025年取得᱄显实质

性进展，一是经济发展质量效益᱄显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经

三是坚持ৼӊࠔ，以务实ᛡ动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当前，发达国家的复໋

进程远快于发展中国家，持续的经济低将加ਗ全球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中国着

ᄅ全球共同发展的长远目标和现实需要，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凝聚促进发展

的国际共识，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进步。中国在倡议框

架下与合作伙伴一道开展务实合作与行动，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帮助，

推动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努力不让任ࢆ一国、任ࢆ一人ۖ队。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与此同时，新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ਗ਼影响，需要提

前క划、有效应对。中国将继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促进共享发展，重点开展以

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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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更加

平衡、协调、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同时，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

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༫的基础性制

度安排。

二是͖化收入分ᦡಫ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

理调节高收入，取ۀ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ᧉᦧ型分配结构。实施区

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转ᅎ支制度，缩小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差

ᅴ，加大对വ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推动新型城镇化建

设，推动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善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

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

三是推动全球发展Ϗ议ᡌ深ᡌ实。积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有效调动和

配置资源，对接发展中国家需求，ࣹ聚促进发展的最大合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体系改革，ྼ护和完善多边经济治理机制。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经贸合作，向发展

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积极作出与自身发展水平和经

济实力相ޙ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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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批可གྷ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到2035年，基本实现共同富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ҿ取达到

发达经济体水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程ᓜᴪ高，收入和财富分配格ቶᴪ加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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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举措包括φ一是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ງ造产业ㄔҿ新优势、提升经

济ᗠ环效率和◶发各类经营主体等措施，提高发展质量效益，ཥ实共同富㼋的物

质基础；二是通过实现ᴪ加充分ᴪ高质量就业、完善߃分配制ᓜ改䶟等，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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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浙江ᰴ质᧚发展建共同富ᜏᇨᔵ区

2021年，中国发ᐹɅ关于支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㼋示范区的意

见Ɇ，指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㼋是一项长期㢦ᐞ的任务，需要䘿取部分地区

先行先试、作出示范。

⎏⊕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㼋示范区的目标是，到2025年取得᱄显实质

性进展，一是经济发展质量效益᱄显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经

目标   ॺยԈඹĂ安全Ăᆶڸᇟ

ሚీ࡞૰和可持续的和人ૌዿ൶

11

一、落实进展

中国坚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方向，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

取得历史性新成就。2015年以来，中国住房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公共服务水

平显著提升，城市环境治理得到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不断优化，ڸᇟ自然灾

和灾࡞ᇟ灾ڸ和文化ᅍ产保护能力进一步提高。中国还为其他发展中国家࡞

后能力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增强ͱ保障ᑟ力，居民ͱ͈得到௭ᗃ改善。中国政府不断完善以

公ፀ房、保障性ፀନ住房和共有产权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住房保障能力

持续增强。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ಱ改安置住房9000多

万༫，帮助2亿多困难群众改善住房条件，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

系。规范发展公ፀ房。截至2022年底，共有3800多万困难群众住进公ፀ房，

累计2700多万困难群众领取ፀନ补贴到市场自主ፀ房。加快发展保障性ፀନ

住房。2021年和2022年，全国共建设筹集保障性ፀନ住房约360万༫（间），

可以解决1000多万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困难问题。稳步推进ಱ户区改造。截

至2022年，全国ಱ改累计开工5300多万༫，帮助1.3亿ಱ户区居民“出ಱ进୍”。

因地制宜发展共有产权房。截至2022年底，18个城市累计开工共有产权住房约28

万༫。此外，还通过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ፀନ市场、大力实施农村危房改造等，

促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完善ۢ市Ҫᑟ，ۢ市交ᤰ、供水、྇ඡ等公共服务水平௭提升。优先发展

城市公共交通，人民群众的多元化出行需求得到满足。2022年，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开通城市ࡆ道交通运营的城市53个，比2015年增加28个，开通城市ࡆ道

交通运营里程9554.6公里，是2015年的2.99Ԡ；2021年，城市人均道路面积达

18.84平方，比2015年增加20.77%（图11-1）。电ࣆ约כ、网络出行、共享单

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截至目前，已在130余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开通出ፀഛכ

持续改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水和气普及率基本达到发达。ࣆ服务电כ约כ

国家水平。2015年至2022年，城市供水普及率和气普及率分别提高到99.39%和

98.06%（图11-2）；每万人拥有公厕数量从2015年的2.75ፗ增至2021年的3.29ፗ。

全面推进城镇老৹小区改造。2019年至2022年，中央共安排补助资金3320多亿元，

支持各地新开工改造城镇老৹小区16.7万个，惠及居民2900多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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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二是城乡区域发展差䐓、城乡居民收入和

生活水平差䐓持续㕟小，低收入群体增收能力和社会⿅利水平᱄显提升，以中等

收入群体为主体的⁺Ὰ型社会结构基本形成，全省居民生活品质䗾上新台阶；三

是国民素质和社会ᮽ᱄程ᓜ达到新高ᓜ，美ѳ⎏⊕建设取得新成效，治理能力᱄

显提升，人民生活ᴪ加美好；四是推动共同富㼋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基本建立，

形成一批可གྷ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到2035年，基本实现共同富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ҿ取达到

发达经济体水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程ᓜᴪ高，收入和财富分配格ቶᴪ加优化，

法治⎏⊕、平安⎏⊕建设达到ᴪ高水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ԙ化水平᱄显提

高，物质ᮽ᱄、政治ᮽ᱄、精⾔ᮽ᱄、社会ᮽ᱄、生态ᮽ᱄全面提升，共同富㼋

的制ᓜ体系ᴪ加完善。

具体举措包括φ一是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ງ造产业ㄔҿ新优势、提升经

济ᗠ环效率和◶发各类经营主体等措施，提高发展质量效益，ཥ实共同富㼋的物

质基础；二是通过实现ᴪ加充分ᴪ高质量就业、完善߃分配制ᓜ改䶟等，多道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三是通过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等，

㕟小城乡区域发展差䐓，实现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四是打造新时ԙᮽ化高地，Ѧ

富人民精⾔ᮽ化生活；ӊ是䐫行绿水青ኧ就是金ኧ䬬ኧ理ᘫ，打造美ѳᇒ居的生

活环境；ޣ是构建㡈心安心放心的社会环境。

支持浙江ᰴ质᧚发展建共同富ᜏᇨᔵ区

2021年，中国发ᐹɅ关于支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㼋示范区的意

见Ɇ，指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㼋是一项长期㢦ᐞ的任务，需要䘿取部分地区

先行先试、作出示范。

⎏⊕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㼋示范区的目标是，到2025年取得᱄显实质

性进展，一是经济发展质量效益᱄显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经

中国坚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方向，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

取得历史性新成就。2015年以来，中国住房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公共服务水

平显著提升，城市环境治理得到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不断优化，ڸᇟ自然灾

和灾࡞ᇟ灾ڸ和文化ᅍ产保护能力进一步提高。中国还为其他发展中国家࡞

后能力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增强ͱ保障ᑟ力，居民ͱ͈得到௭ᗃ改善。中国政府不断完善以

公ፀ房、保障性ፀନ住房和共有产权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住房保障能力

持续增强。截至目前，全国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ಱ改安置住房9000多

万༫，帮助2亿多困难群众改善住房条件，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

系。规范发展公ፀ房。截至2022年底，共有3800多万困难群众住进公ፀ房，

累计2700多万困难群众领取ፀନ补贴到市场自主ፀ房。加快发展保障性ፀନ

住房。2021年和2022年，全国共建设筹集保障性ፀନ住房约360万༫（间），

可以解决1000多万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困难问题。稳步推进ಱ户区改造。截

至2022年，全国ಱ改累计开工5300多万༫，帮助1.3亿ಱ户区居民“出ಱ进୍”。

因地制宜发展共有产权房。截至2022年底，18个城市累计开工共有产权住房约28

万༫。此外，还通过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ፀନ市场、大力实施农村危房改造等，

促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完善ۢ市Ҫᑟ，ۢ市交ᤰ、供水、྇ඡ等公共服务水平௭提升。优先发展

城市公共交通，人民群众的多元化出行需求得到满足。2022年，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开通城市ࡆ道交通运营的城市53个，比2015年增加28个，开通城市ࡆ道

交通运营里程9554.6公里，是2015年的2.99Ԡ；2021年，城市人均道路面积达

18.84平方，比2015年增加20.77%（图11-1）。电ࣆ约כ、网络出行、共享单

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截至目前，已在130余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开通出ፀഛכ

持续改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供水和气普及率基本达到发达。ࣆ服务电כ约כ

国家水平。2015年至2022年，城市供水普及率和气普及率分别提高到99.39%和

98.06%（图11-2）；每万人拥有公厕数量从2015年的2.75ፗ增至2021年的3.29ፗ。

全面推进城镇老৹小区改造。2019年至2022年，中央共安排补助资金3320多亿元，

支持各地新开工改造城镇老৹小区16.7万个，惠及居民2900多万户。

图11-1 城ࣉМР̓Ԧࡘ࿃况（2015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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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二是城乡区域发展差䐓、城乡居民收入和

生活水平差䐓持续㕟小，低收入群体增收能力和社会⿅利水平᱄显提升，以中等

收入群体为主体的⁺Ὰ型社会结构基本形成，全省居民生活品质䗾上新台阶；三

是国民素质和社会ᮽ᱄程ᓜ达到新高ᓜ，美ѳ⎏⊕建设取得新成效，治理能力᱄

显提升，人民生活ᴪ加美好；四是推动共同富㼋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框架基本建立，

形成一批可གྷ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到2035年，基本实现共同富㼋。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ҿ取达到

发达经济体水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程ᓜᴪ高，收入和财富分配格ቶᴪ加优化，

法治⎏⊕、平安⎏⊕建设达到ᴪ高水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ԙ化水平᱄显提

高，物质ᮽ᱄、政治ᮽ᱄、精⾔ᮽ᱄、社会ᮽ᱄、生态ᮽ᱄全面提升，共同富㼋

的制ᓜ体系ᴪ加完善。

具体举措包括φ一是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ງ造产业ㄔҿ新优势、提升经

济ᗠ环效率和◶发各类经营主体等措施，提高发展质量效益，ཥ实共同富㼋的物

质基础；二是通过实现ᴪ加充分ᴪ高质量就业、完善߃分配制ᓜ改䶟等，多道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三是通过率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等，

㕟小城乡区域发展差䐓，实现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四是打造新时ԙᮽ化高地，Ѧ

富人民精⾔ᮽ化生活；ӊ是䐫行绿水青ኧ就是金ኧ䬬ኧ理ᘫ，打造美ѳᇒ居的生

活环境；ޣ是构建㡈心安心放心的社会环境。

支持浙江ᰴ质᧚发展建共同富ᜏᇨᔵ区

2021年，中国发ᐹɅ关于支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㼋示范区的意

见Ɇ，指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㼋是一项长期㢦ᐞ的任务，需要䘿取部分地区

先行先试、作出示范。

⎏⊕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㼋示范区的目标是，到2025年取得᱄显实质

性进展，一是经济发展质量效益᱄显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经

图11-2 城ࣉ基本МРనҫԦࡘ情况（2015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加强ۢ市综合治ေ，ۢ市Ք绿色Ͱᇏ可持续的发展方र转ԫ。城市空气质量

明显改善。2022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为86.5%，与2015年相比

上升5.3个百分点；QN2.5平均౪度为29微ਖ਼/立方，与2015年相比下降37%，

首次降低到30微ਖ਼/立方以内，成为全球大气环境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

（图11-3）；2015年至2022年，空气TP2平均౪度下降61%，重污染天数减少66%。

开展节水型城市创建工作，全国共有145个城市创建成为国家节水型城市，带动各

城市推进节水工作。开展中央财政支持ԛ方地区۬季清洁取试点、绿色金融支

持绿色建ዾ发展试点、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ዾ品质提升试点等工作，推

动绿色建ዾ发展。

图11-3 城ࣉቆච量ᄰСૈಕ（2015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



81

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改善ۢ市人居环境，全社会绿色、障ᆾ公共ቇᫎ不断ੱ大。推动建设国家

园林城市和城市公园体系。2015年以来，全国共有19个城市建成国家生态园林城

市，120个城市建成国家园林城市。2015年至2021年，全国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从13.35平方增加到14.87平方；全国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从40.12%提高到

42.42%，建成区绿地率从36.36%提高到38.7%8（图11-4）。城市无障碍设施建

设水平持续提高。2021年至2023年连续三年将Ս利老年人出行作为交通运输更贴

近民生实事推进；开展“创建全国无障碍建设示范城市（县）工作”，聚焦残疾

人等重点人群需求，加强道路、公共交通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绿地广场等场所

的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帮助ෑ势群体参与融入社会生活。2021年至2023年6月

底，完成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64283户，提高了残疾人的生活质量。

图11-� 城ࣉ፮化࿃况（2015年至2021年）
数据来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8  绿地率与绿化覆盖率都是衡量居住区绿化状况的经济技术指标。绿地率是规划指标，௮述的是居住区用
地范围内各类绿地的总和与居住区用地的比率；绿化覆盖率是绿化ؽ直投影面积之和与占地面积的百分比。

人ˁᒭཀྵ֗ៈ共生ʽ๒市᫂߱区生ܒᔉڇ建实践

䳅着现ԙ城市建设，ቀ重自❬，回ᖈ自❬，拉近城市居民与自❬的䐓⿱，

增进城市居民对于城市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服务价值的认知䏀发重要。城市生

境㣧园项目于2017年启动，致力于打造多功能的社区㣧园和绿色空间。

长ᆷ区通过精心改造城市↱䀈、营造本ൕ生物Ṍ息地等方式，对㘷ᰝ居民

社区进行ᴪ新改造，打造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城市ᴪ新有机结合的城市生境

㣧园，实现了“绿色⻩汇、生多保护、䴞水㫺积、健康疗、自❬ᮏ育”多重གྷ

合功能。目前，全区建成生境㣧园总面积约3559平方㊩，为城市䠄生动物提供

食物水源的ᒽ护所达40多༺，新增⚂木及㣧ॿ400种，为居民ؤ建Շ空间及设

施88༺。

长ᆷ区通过生境㣧园示范项目的共同合作，结合城市ᗤᴪ新和社区改造，

探索将自❬融入生活、打造多功能的绿色空间，满足了居民对于Ө近自❬的⑪

ᵑ、对于社区生态品质的追求，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䇟居民҆享绿色空

间所带来的生态⿅利，提升了居民的ᒮ⿅和自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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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ˁᒭཀྵ֗ៈ共生ʽ๒市᫂߱区生ܒᔉڇ建实践

䳅着现ԙ城市建设，ቀ重自❬，回ᖈ自❬，拉近城市居民与自❬的䐓⿱，

增进城市居民对于城市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服务价值的认知䏀发重要。城市生

境㣧园项目于2017年启动，致力于打造多功能的社区㣧园和绿色空间。

长ᆷ区通过精心改造城市↱䀈、营造本ൕ生物Ṍ息地等方式，对㘷ᰝ居民

社区进行ᴪ新改造，打造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城市ᴪ新有机结合的城市生境

㣧园，实现了“绿色⻩汇、生多保护、䴞水㫺积、健康疗、自❬ᮏ育”多重གྷ

合功能。目前，全区建成生境㣧园总面积约3559平方㊩，为城市䠄生动物提供

食物水源的ᒽ护所达40多༺，新增⚂木及㣧ॿ400种，为居民ؤ建Շ空间及设

施88༺。

长ᆷ区通过生境㣧园示范项目的共同合作，结合城市ᗤᴪ新和社区改造，

探索将自❬融入生活、打造多功能的绿色空间，满足了居民对于Ө近自❬的⑪

ᵑ、对于社区生态品质的追求，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䇟居民҆享绿色空

间所带来的生态⿅利，提升了居民的ᒮ⿅和自䊠。

健全༫ࠏ治ေ体系，ۢ市ખ८自ཀྵ༫ࠏ的ᑟ力持续提升。推进防灾减灾救灾

体制机制改革，提升灾࡞风险ᆆ患排查和监测预য়能力，推进城市和社区减灾能

力建设，加快应急救援能力建设。2015年至2022年，自然灾࡞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

济失大幅下降（表11-1）；2016年至2022年，各类自然灾࡞平均每年造成1.38

亿人次受灾、892人失ጷ、17.2万间房倒、直接经济失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0.34%，较2011年至2015年分别下降了55%、42%、75%、47%。2015年以来，在30

个城市开展海௦城市建设试点，ᡢ选60个城市推进海௦城市建设示范，城市生态

环境明显改善，绿地及՟水空间得到扩展，防灾减灾能力有效提升。

表11-1 ᒬཨ༪ࠎ૮ܾ࿃况（2015年至2022年）

年份 ਇ⚮人数（万人

⅑） 
ഐ⚮ᇣ↫ӑཡ䑚

人数（人） 
ᡯቻ数（万ق

䰤） 
ഐ⚮ⴤ᧕㓿⍾ᦏཡ

（亿元） 
2015 18620.3 967 24.8 2704.1 
2016 18911.7 1706 52.1 5032.9 
2017 14448 979 15.3 3018.7 
2018 13553.9 635 9.7 2644.6 
2019 13759 909 12.6 3270.9 
2020 13829.7 591 10 3701.5 
2021 10730 867 16.2 3340.2 
2022 11267.8 554 4.7 2386.5 

 数据来源：应急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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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ઑ与ኮေࣳ重，化和自ཀྵ᥌产保护ԩ得积极进展。积极推进世界文

化ᅍ产和世界地质公园ฤ报工作。2015年以来，先后完成5项世界ᅍ产ฤ报，

目前世界ᅍ产总数达到56项，其中世界文化ᅍ产38项，自然ᅍ产14项，文化

与自然双ᅍ产4项，继续稳居世界前列。2015年至2020年，成功ฤ报10处世

界地质公园。目前，中国世界地质公园总数达41处，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地

质公园数量最多、增长最快的国家。如期完成世界文化ᅍ产第三定期报告，

建立完善世界文化ᅍ产监测预য়体系，全面推行ᅍ产影响评ࠚ制度，世界文

化ᅍ产保护管理水平显著提升。农村文化ᅍ产保护有效推进，8155个具有重

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和

价值最丰富的农耕文明ᅍ产保护群。

积极开展国际防༫减༫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救༫和༫Ց重建ஃ持和

援助。推进“一带一路”自然灾࡞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机制建设，举办

“一带一路”自然灾࡞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部长论坛。积极落实可持续

发展议程和《2015-2030年့台减轻灾࡞风险框架》，与30多个国际和区域

组织以及ܭ罗ຯ、日本、法国、౹盟等90多个国家和地区应急管理部门建立

合作关系，务实推进金ጇ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东亚峰会、亚经合组织等

框架下防灾减灾合作交流。持续提升突发灾࡞事件国际救援能力，在缅甸气

风暴、༔加आ山Ԗ发、ྑ努Ү图ᪿ风、亚山आ、ߑ果（金）ࢡ灾、க

达加ຯ加ࢡી、土ܺ其Ⴜ利亚地ኒ等人道主义灾难中，及时提供物资、现ࣹ

以及派遣国际救援队等多方面援助，并为受援国开展灾后重建和防灾减灾能

力建设提供支持。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问题和目标Ք，增强ͱ保障ᑟ力。中国政府始终以人为核

心，着ᄅ不同群体的住房需求、购房能力以及现实困难，加快建立多主体供

给、多渠道保障、ፀ购并举的住房制度。通过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增加保障性住房供应、实施农村危房改造等方式，努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

城镇低收入人口以及农村人口等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从而促进实现全体人

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民住有所居的目标。

二是坚持系统和全局思维，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城市

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以系统和全局思ྼ，不断提升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

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并注重在城市更新中保护历

史文化ᅍ产、民ፃ文化风格和传统风ஸ，努力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ઑ与ኮေࣳ重，化和自ཀྵ᥌产保护ԩ得积极进展。积极推进世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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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善世界文化ᅍ产监测预য়体系，全面推行ᅍ产影响评ࠚ制度，世界文

化ᅍ产保护管理水平显著提升。农村文化ᅍ产保护有效推进，8155个具有重

要保护价值的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和

价值最丰富的农耕文明ᅍ产保护群。

积极开展国际防༫减༫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救༫和༫Ց重建ஃ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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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加आ山Ԗ发、ྑ努Ү图ᪿ风、亚山आ、ߑ果（金）ࢡ灾、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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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派遣国际救援队等多方面援助，并为受援国开展灾后重建和防灾减灾能

力建设提供支持。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问题和目标Ք，增强ͱ保障ᑟ力。中国政府始终以人为核

心，着ᄅ不同群体的住房需求、购房能力以及现实困难，加快建立多主体供

给、多渠道保障、ፀ购并举的住房制度。通过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增加保障性住房供应、实施农村危房改造等方式，努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

城镇低收入人口以及农村人口等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从而促进实现全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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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住有所居的目标。

二是坚持系统和全局思维，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中国政府坚持人民城市

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以系统和全局思ྼ，不断提升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

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并注重在城市更新中保护历

史文化ᅍ产、民ፃ文化风格和传统风ஸ，努力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市体ೝកͥေ“ۢ市Ⴡ”的中国实践

䳅着中国城䭽化水平快䙕提升，城市发展已经从过ৱ的增量扩ᕖ转向内⏫

品质发展阶段。ྸ及ᰟ发现和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城市病”问题䏀来䏀

到重视，也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

2018年，中国开ခ开展城市体检䇺զ工作，用可知、可量化、可䇺价的

指标ਃ᱖城市健康程ᓜ、质量高低。城市体检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生态ᇒ居、健

康㡈适、安全丝性、Ӛ通、风䋂特色、整⌷有ᓅ、多元包ᇯ、创新活力等

8个方面，组织开展城市自体检、第三方体检和社会满意ᓜ调查等多㔪ᓜ体检。

2019年，䘿11个样本城市开展试点，2021年至2022年，样本城市扩大到59个，

覆盖所有辖市、计划单ࡍ市、省会城市和部分设区城市。

城市体检䇺զ有利于指导各地深入查ᢴ“城市病”问题，综合䇺价城市建设发

展⣬况，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策措施，解决问题、补喆短板，增强了城市工作的

系统性和全ቶ性，促进了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ԙ化。在具体实䐫中，各地

将城市体检䇺զ作为统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重要ᣉ手，将体检任务㓩入政府议

Ӂ日程和相关规划，建立健全城市体检工作机制，通过“体检任务共担、体检数

据共享、体检成果共用”统ㆯ各方力量，共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三是坚持可持续发展ေঐ，坚守绿色Ͱᇏ发展方Ք。中国政府将可持续发展

理念融入城乡建设工作中，明确城乡建设领域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和重点任务，

促进建ዾ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新建居住建ዾ和公共建ዾ降低能耗、减少碳排放。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仍面临一系列战，包括住房保障不ࠕ充分，“城

市病”问题ช未得到根本解决，城市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还有待加强，等

等。下一步，中国将紧紧围绕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的目标任务，重点做好

以下工作。

一是以规ѳ建设保障性ͱ为重ག，进一步完善ͱ保障体系。加大保障性

住房建设和供给，大力增加保障性ፀନ住房供给，切实加强公ፀ房运营管理，扎

实推进城中村和危৹房改造工作，进一步推动住房ፀନ市场发展，多渠道满足住

房困难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

二是以实施ۢ市更新ᛡ动为અ手，ᅌ力打ᤵࠂ居、韧性、అਦۢ市。在设区

的城市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城市道路、交通、公共建ዾ、绿色空间等基础设

施更新改造，加强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和改造，为居民营造更高品质的居住环境。

三是以协同推进降ᇏ、减්、ੱ绿为य़，切实推动ۢ乡建设绿色Ͱᇏ发展。

加快建ዾ节能和绿色建ዾ发展，着力消除县级城市黑ؚ水体，扎实推进垃圾分类

处理，加强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大力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再创建一批国家生

态园林城市。

四是以提升现代生活͈为目标，建设ࠂ居ࠂ业的美丽村。实施农房质量

安全提升工程，继续开展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ኒ改造，推进现代宜居农房建设，

加强农村无障碍环境建设和改造，提高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

五是健全国际减༫交流合作机制，ࡊ己所ᑟ为ᥓ᥅༫ࠏ的国家提供帮助。务

实履行防灾减灾救灾双边、多边合作协议，深度参与制定全球和区域防灾减灾救

灾领域相关文件和国际规则，积极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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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ᆩ可持续的消ݯ和生ׂఇ式

12

一、落实进展

中国坚定不ᅎ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

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倡导绿色消费，绿色、

თ环、低碳发展出坚实步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加速形成。2015年以

来，中国节能降耗、粮食减、污染治理、绿色采购等方面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ᓬᑟ降Ᏺ稳步推进，自ཀྵ资源可持续ኮေѾၹ程ए௭ᗃ提升。能源消耗

强度和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初步核算，2015年以来，中国以年均3.2%的能源

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5.7%的经济增长；2022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2015

年下降15.5%，是全球能耗强度降速最快的国家之一。工业用水效率进一步

提升。开展重点行业水效领ಞ者ᡢ选，围绕ߒ铁、็化等重点行业ᡢ选水效

领ಞ者企业和园区。开展工业废水თ环利用试点，持续提升水重复利用水平。

Ӏቷ2015年可比价计算，2021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为60.2立方

，较2015年下降32.1%；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31.9立方，较2015年

下降43.9%。

©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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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全ᩗ推进粮食减૯，强化科技创新和成果推广。统筹推进农用地土

壤ᰁ等重金ຌ污染源头防治和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加强污染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设立2万个土壤环境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建立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络，

全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超90%。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大规模开展高标准

农田建设，改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已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实施“优质粮

食工程”，2017年至2020年，在26个省份建成5500余家专业化粮食产后服务中心，

促进粮食产后减提ڗ升级。促进减技术创新，国有粮食储备库全部配备机械

通风、谷物ૐඐ、环流ზኖ、粮情测控等新技术，低ᄟ储粮技术、内环流控࿒储

粮技术逐步推广，ᇱ粮低࿒、准低࿒储֠技术应用范围逐步扩大，粮食储֠保း

保质、虫ி防治、减降耗、运输等技术不断突破创新。运用信တ技术，改造提

升气象灾࡞、病虫࡞监测网络，加强监测预য়、综合防控和灾后࣬复生产，提升

防灾抗灾能力，将灾࡞失降到最低。强化节粮宣传引导，通过举办世界粮食日

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ዜ系列主题活动，以及全国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基地确定发布

活动等，提升全民减和节粮意识。

强化有ࠏ物质源݀防控，夯实化ߦ品和ऌ物ࠏ环境ኮေ。持续加强重点行

业重金ຌ污染物排放控制，建立以重点防控行业和区域为抓手的重金ຌ环境管理

体系，重金ຌ污染防控取得明显成效。2020年，全国超额完成重点行业重点重金

ຌ减排10%的目标任务，涉重金ຌ环境事件高ೕ发态势得到有效ܴ制。推动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实施废ߒ铁、废ኽ、废໒料、废৹、新能源ഛכ废৹动力蓄电

等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行业规范管理制度。2020年，10种主要品种再生资源回收

利用量达到3.8亿吨。提高危险废物处置能力。截至2021年底，全国危险废物集中

利用处置能力约1.7亿吨/年，利用能力和处置能力比2015年分别增长了2.1Ԡ和

2.8Ԡ。印发《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Ӳ）》，对14种类具有高环境风险

的有毒有࡞化学物质实施禁止、限制、限排等全生命ዜ期环境风险管控措施。

生活ڦۈ和්水ܫေ进一步提升，生活ڦۈ分类系统基本建成。城市生活垃

圾和污水处理能力显著提升（图12-1）。截至2022年底，城市生活垃圾无࡞化处

理能力提高到109.2万吨/日，地级城市生活垃圾基本实现无࡞化处理；生活垃圾

ฏ处理能力世界第一，处理水平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城ݷ，ฏ处理比例超68%ݷ

市污水处理能力达2.15亿立方/日，比2015年增长53.4%，污水处理能力居世界

第一。补齐废物处理及再利用设施短板，推广成ຄ经验模式。地级及以上城市建

成区黑ؚ水体基本消除，县级城市黑ؚ水体消除比例达40%。全国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率达到31%以上，确定两批共120个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县（市、区），

累计完成整治国家监管的农村黑ؚ水体2200余个，完成“十四五”目标的半数以

上。加速构建生活垃圾分类系统，推广“无废城市”建设。确定113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和8个特地区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多地形成“无废指数”“无废城市ဦ

ԇ”等优Ⴏ实践。19个省完成生活垃圾分类地方性法规制修订，46个重点城市全

部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全国297个地级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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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等，提升全民减和节粮意识。

强化有ࠏ物质源݀防控，夯实化ߦ品和ऌ物ࠏ环境ኮေ。持续加强重点行

业重金ຌ污染物排放控制，建立以重点防控行业和区域为抓手的重金ຌ环境管理

体系，重金ຌ污染防控取得明显成效。2020年，全国超额完成重点行业重点重金

ຌ减排10%的目标任务，涉重金ຌ环境事件高ೕ发态势得到有效ܴ制。推动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实施废ߒ铁、废ኽ、废໒料、废৹、新能源ഛכ废৹动力蓄电

等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行业规范管理制度。2020年，10种主要品种再生资源回收

利用量达到3.8亿吨。提高危险废物处置能力。截至2021年底，全国危险废物集中

利用处置能力约1.7亿吨/年，利用能力和处置能力比2015年分别增长了2.1Ԡ和

2.8Ԡ。印发《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Ӳ）》，对14种类具有高环境风险

的有毒有࡞化学物质实施禁止、限制、限排等全生命ዜ期环境风险管控措施。

生活ڦۈ和්水ܫေ进一步提升，生活ڦۈ分类系统基本建成。城市生活垃

圾和污水处理能力显著提升（图12-1）。截至2022年底，城市生活垃圾无࡞化处

理能力提高到109.2万吨/日，地级城市生活垃圾基本实现无࡞化处理；生活垃圾

ฏ处理能力世界第一，处理水平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城ݷ，ฏ处理比例超68%ݷ

市污水处理能力达2.15亿立方/日，比2015年增长53.4%，污水处理能力居世界

第一。补齐废物处理及再利用设施短板，推广成ຄ经验模式。地级及以上城市建

成区黑ؚ水体基本消除，县级城市黑ؚ水体消除比例达40%。全国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率达到31%以上，确定两批共120个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示范县（市、区），

累计完成整治国家监管的农村黑ؚ水体2200余个，完成“十四五”目标的半数以

上。加速构建生活垃圾分类系统，推广“无废城市”建设。确定113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和8个特地区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多地形成“无废指数”“无废城市ဦ

ԇ”等优Ⴏ实践。19个省完成生活垃圾分类地方性法规制修订，46个重点城市全

部完成相关立法工作，全国297个地级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

81.3%。

图12-1 К国城ࣉ生าڥۇ和පူܪᑞҦ（201�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

完善政ऊ᧔᠔政策Ҫᑟ，ஃ持资源ᓬጞ、中͍࠵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持续扩

大政府绿色采购规模及范围，发布绿色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1年，全国强制、

优先采购节能节水产品和环保产品612.1亿元、899.8亿元，分别占同类产品采购

规模86.9%和85.2%。通过预ା份额、价格评审优惠、引入信用担保等方式，鼓励

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保障合同份额。2018年至2021年，予中小企业政

府采购合同占政府采购总金额约75%。深入推进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产品，支

持乡村振兴。脱贫地区农ޭ产品网络销平台（“832”平台）自2020年上线以来

累计销额已突破300亿元，带动近300万脱贫地区农户增收。

持续提升全民ᓬጞ环保ਓ识，ॎ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绿色发展的ᓢݞට围。定

期ቻ开生态环境部例行新࿕发布会，通报全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运行情况，

在政务新体平台ቭ号及时向公众发布权ྰ生态环境信တ。印发《公民生态环境

行为规范（试行）》《“美ૢ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

划（2021—2025年）》，系统推进宣传教育。广泛开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学校，

节约节能宣传ዜ等行动，积极推广新能源ഛכ、高能效家用电ഗ等节能低碳产品，

引导社会公众自ਥ践行绿色生活理念。70%的县级及以上党政机关建成节约型机

关，近百所高校实现了水电能耗智能监管。新能源ഛכ年销量从2012年的1.3万ଈ

快速提升到2022年的688.7万ଈ，自2015年起产销量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图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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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政ऊ᧔᠔政策Ҫᑟ，ஃ持资源ᓬጞ、中͍࠵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持续扩

大政府绿色采购规模及范围，发布绿色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1年，全国强制、

优先采购节能节水产品和环保产品612.1亿元、899.8亿元，分别占同类产品采购

规模86.9%和85.2%。通过预ା份额、价格评审优惠、引入信用担保等方式，鼓励

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保障合同份额。2018年至2021年，予中小企业政

府采购合同占政府采购总金额约75%。深入推进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产品，支

持乡村振兴。脱贫地区农ޭ产品网络销平台（“832”平台）自2020年上线以来

累计销额已突破300亿元，带动近300万脱贫地区农户增收。

持续提升全民ᓬጞ环保ਓ识，ॎ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绿色发展的ᓢݞට围。定

期ቻ开生态环境部例行新࿕发布会，通报全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运行情况，

在政务新体平台ቭ号及时向公众发布权ྰ生态环境信တ。印发《公民生态环境

行为规范（试行）》《“美ૢ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

划（2021—2025年）》，系统推进宣传教育。广泛开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学校，

节约节能宣传ዜ等行动，积极推广新能源ഛכ、高能效家用电ഗ等节能低碳产品，

引导社会公众自ਥ践行绿色生活理念。70%的县级及以上党政机关建成节约型机

关，近百所高校实现了水电能耗智能监管。新能源ഛכ年销量从2012年的1.3万ଈ

快速提升到2022年的688.7万ଈ，自2015年起产销量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图

12-2）。

图12-2 К国ளᑞຸීᢻᩘ情况（201�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工业和信တ化部。

Κ੬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创新开展多层次、

多渠道的乡村旅游人才培训。建立完善乡村旅游监测体系，覆盖居民收入、就业

率、生活垃圾及污水处理设施、投资环境、公共服务水平等乡村可持续发展有关

指标。推出乡村旅游重点村镇。确定了四批1399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两批198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乡），建立了304个乡村旅游监测点。根据监测数据测算，

全国乡村旅游从业总人员达千万规模，对本地区农民就业贡献率近40%，对重点

村就业贡献率近50%。

˟动担国际᠊任，为全球可持续๗ᠠ和生产贡献力量。严格履行《ຯߣڤ

ܻఊ公约》《水Ꮠ公约》《联合国森林文ກ》《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等，以及

特利ܻ进程成员国责任义务，提交中国履行《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国家报告、

《新冠疫情对林业可持续经营影响的评ࠚ报告》。搭建国际交流平台，ቻ开“国

际粮食减大会”，发出《国际粮食减大会济南倡议》，呼吁国际社会粮食减

的共同行动。积极分享中国优Ⴏ实践。三ԛ防护林工程被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

务部予“《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2017—2030）》优Ⴏ实践”；2019年，河ԛ

省ࡩӟ机械林场作为最ॅ实践案例收于联合国森林论坛发布的《2021年全球

森林目标报告》。

二、基本经验

一是把生态建设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ኢᦊ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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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绿色低碳发展与全面实

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和推进各项发展改革事业有机结合，协同推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二是持续提升绿色发展的政ऊ治ေ效ᑟ。坚持以法治理念、法治方式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基本建立覆盖各重点区域、各种类资源、各环境要素的生态文明法

律法规体系。推进绿色发展的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将资源环境相关指标作为国民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约ຐ性指标，充分发挥考核“指挥Ԁ”作用。

三是ᤪ步建立完善政ऊ有力˟、͍业积极Ԡ与、市场有效调ᓬ的体制机制。

创新和完善节水节能、污水垃圾处理、大气污染治理等重点领域的价格形成机制，

实施费优惠政策，引导优化资源配置，支持促进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推动绿

色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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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的乡村旅游人才培训。建立完善乡村旅游监测体系，覆盖居民收入、就业

率、生活垃圾及污水处理设施、投资环境、公共服务水平等乡村可持续发展有关

指标。推出乡村旅游重点村镇。确定了四批1399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两批198

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镇（乡），建立了304个乡村旅游监测点。根据监测数据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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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ఊ公约》《水Ꮠ公约》《联合国森林文ກ》《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等，以及

特利ܻ进程成员国责任义务，提交中国履行《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国家报告、

《新冠疫情对林业可持续经营影响的评ࠚ报告》。搭建国际交流平台，ቻ开“国

际粮食减大会”，发出《国际粮食减大会济南倡议》，呼吁国际社会粮食减

的共同行动。积极分享中国优Ⴏ实践。三ԛ防护林工程被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

务部予“《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2017—2030）》优Ⴏ实践”；2019年，河ԛ

省ࡩӟ机械林场作为最ॅ实践案例收于联合国森林论坛发布的《2021年全球

森林目标报告》。

二、基本经验

一是把生态建设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ኢᦊ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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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绿色低碳发展与全面实

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和推进各项发展改革事业有机结合，协同推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二是持续提升绿色发展的政ऊ治ေ效ᑟ。坚持以法治理念、法治方式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基本建立覆盖各重点区域、各种类资源、各环境要素的生态文明法

律法规体系。推进绿色发展的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将资源环境相关指标作为国民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约ຐ性指标，充分发挥考核“指挥Ԁ”作用。

三是ᤪ步建立完善政ऊ有力˟、͍业积极Ԡ与、市场有效调ᓬ的体制机制。

创新和完善节水节能、污水垃圾处理、大气污染治理等重点领域的价格形成机制，

实施费优惠政策，引导优化资源配置，支持促进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推动绿

色产业发展。



91

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ΨᤉԻ持፞๗ᠠ֗生产的中国͍业实践

ь⮂粮食体系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㙂

ҩ制品行业的排放量位居食物系统的前ࡍ（约占11%），ъ在不断快䙕增长中。

企业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是促进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的关䭤行动主体。

Հ利集团ᰟ在2007年就率先提出了“绿色领导力”，并在2009年升级为“绿色

产业链战略”。Հ利已䘔续13年开展⻩ⴎ查工作，并于2022年发ᐹ食品行业首个

双⻩目标及路线ഴ，提出ҿ取在2050年前实现全产业链⻩中和。Հ利就∅个生

产环节的温室气体排放来源，采取有针对性的减排措施。    

一是在养殖环节，对动物侤食和㋠进行管理、改进施肥技术和发展可持

续农业。二是开展⒵地保护项目，䇟䘶化ൕ地成绿洲，ᚘགྷ了生机⒵地，并

通过ྫྷ⢑营养䇺զ体系和种养一体化模式，致力打造“䴬⻩牧场”，实现养殖环

节的䲃源增汇。三是在生产加工以及物流分销环节，进行⟹➚䬻⚿改造、开展

节能专项行动、䍣Ҧ绿⭫、开发ݿՅ项目、ֵ用可持续包ᶆ、打造智慧绿色物

流等，致力创建“绿色工স”“䴬⻩工স”和“无ᓕ工স”，实现生产物流环节的节能

减排。四是在消费回收环节，推出“䴬⻩产品”和发动绿色公益活动，为消费者

提供环保低⻩的绿色健康产品，ᑤ助消费者ງ造绿色低⻩的消费模式和消费理

ᘫ。

地球的资源和承䖳力是有限的。当前，人类已经到了ᗻ亱转消费和生产

方式的关䭤节点。企业需要将“可持续”的理ᘫ和目标㓩入企业整体发展战略，ཥ

实数据基础，制定科学合理的减排路径，并通过技术䶟新、制ᓜ创新、人ᢃ合

作、知识共享等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生态环境相关目标ᰟ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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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污染排放问

题依然突出，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压力依然较大。为实现人与自然和ၿ共生的现

代化，中国将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复为主的方ኍ，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扩绿、增长，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加快发展方र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

用，加快构建废弃物თ环利用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

化配置体系，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减

污。

二是提升自ཀྵ资源ኮေѾၹ水平。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科学推进

国土绿化和生态保护修复。加快建立水资源ߑ性约ຐ制度，严格落实《“十四五”

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强化水资源保护，

推进解决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问题。

三是坚持系统化降Ͱ粮食૯ܿ和๎ᠠ。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提升机收

作业标准化水平。加强֞储物流体系建设，实施老৹粮֞改造升级，支持建设绿

色低࿒֞储设施，完善农村物流节点网络体系。建立粮食适度加工标准体系，优

化加工技术ጎ备和工ᅝ，提高成品粮出品率和ޭ产物综合利用率。培养专业化技

术创新研发队伍，设立科研专项，构建调查平台，建立粮食产后评ࠚ体系。

四是深入推进环境්染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加强污

染物协同控制，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加快补齐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短板，推进

再生水利用工作。持续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因地制宜

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系统。

五是推动ॎ成绿色Ͱᇏ的生产方र和生活方र。继续开展主题活动，加强信

တ公开与可持续发展知识普及，广泛开展创建绿色工、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

应链、绿色机关、绿色家庭、绿色社区、绿色出行等创建行动，增强全民节约意

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风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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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पॺ૬ᆶၳĂሴ和Ԉඹ的ऐࠓ

一、落实进展

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2015年以来，中国积极实施应对

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

手，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取得新进展。

完善ᮇ层制ए和政策设ᝠ，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重ག工作。“十四五”规

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纳入气候变化相

关内容，“202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ᄟ化碳排放较2020年降低18%”成为

约ຐ性指标。以“双碳”工作为引领推动绿色转型，构建完成“1,O”政策

体系，在中央和各省（区、市）层面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建立

起上下联动、统筹有Ⴞ的工作机制。编制实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出台《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成效和新目

标新举措》《中国本世ु中ᄾ长期࿒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印发《省级适应

气候变化行动方案编制指南》《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制定《关于促进

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

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专项规划与政策。2022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ᄟ化

碳排放比2012年下降超过35%。

推动ᑟ源ຍฝͰᇏᰴ效Ѿၹ，工业、建ና、交ᤰ等领域ຍฝͰᇏ转型ԩ得新

成效。工业领域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十三五”期间，规模以上工业单

位增加值能耗降低约16%，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约40%，重点大中型企业

吨ߒ综合能耗水耗、ᇱ୩综合交流电耗等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印发实施《“十

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促进工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绿色建ዾ发展。

截至2021年底，全国累计建成绿色建ዾ面积85.91亿平方，获得绿色建ዾ标识

项目约2.5万个，绿色建ዾ占2021年新建建ዾ面积比达84.22%。优化调整运输结

构。深入推进ߒ铁、ீઁ、焦化等重点行业以及物流园区、工ઁ企业、ߗ口等重

点领域中长距运输“公转铁”“公转水”，加大ऋ运铁路建设，推进多式联运，

扩大ذո排放控制区范围并加严排放控制要求。2020年，ৄऱ、长三ঙ、ዩ三

ঙ等区域ذո଼ᄟ化物、૭物年排放总量比2015年分别下降80%和75%。2015

年至2021年，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呈稳步下降趋势（图13-1）。

目标   13
֑ൽथႜۯᆌܔഘࢪՎࣅतഄᆖၚ

积极Ԡ与全球ඡϋ治ေ，增强应对ඡϋԫ化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与各

方一道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二十七次ۀ约方大

会（简称大会），达成包括《沙ఛ沙ᅉࢍ实施计划》在内的相对平衡的一ફ子成

果，ܘ促发达国家继续落实《公约》和《ә协定》下现有出资义务，尽快ܒ现

2020年前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并延续至2025年的气候资金承౷目标，并在此基础上

制定新的集体量化目标。大会期间，中方向《公约》ກ处提交了《中国落实国家

自主贡献目标进展报告（2022）》，展示了中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推动

绿色气候基金（简称基金）全面有效落实《公约》和《ә协定》政治共识，积极

参与基金治理工作，推动基金第二次战略规划更新以及第2期增资٬商等，促进基

金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有效的支持。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一会议2021年10月在ሊ南省ઑ明市顺利ቻ开，发布《

ઑ明宣言》，宣布设立ઑ明生物多样性基金。2022年12月，继续作为主ဝ国推

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二会议在加ధ大特利ܻ成功

ቻ开，达成“ઑ明—特利ܻ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设立“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基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捐赠国，向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捐款

3190万美元，推动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实现53.3亿美元历史最大规模增资。截

至2023年7月，中国已累计安排超过12亿元人民Լ用于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

39个发展中国家ധ署46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开展70余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项目，累计在ࣀ举办52期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培训Ӭ，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

培训约2300名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变

化领域援助项目近30个，启动中非应对气候变化三年行动计划，成立并启用中国

—平洋ڜ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心。征集近千余项面向“一带一路”国家

先进适用技术清单，并发布2023年对非先进适用技术项目合ड等。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系统观ঐ统ኢ推进，᧔ԩ强有力的一ରߕ政策ଐ施。中国将应对气

候变化作为国家战略，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强ۥ

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构建起目标明确、分工合理、措施有力、衔接有Ⴞ的碳达峰

碳中和政策体系，形成各方面共同推进的良好格局。

二是强化科技创新ஃ，加强人੦۲养和ᑟ力建设。推动气候变化基础科学

和水资源、生态等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科技研发，围绕能源、工业、建ዾ、交通等

领域低碳零碳负碳关键技术攻关研发，加强࿒气体及碳中和监测、评ࠚ、预测

等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和布局，加强各层级各领

域政府官员、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培训。

三是Ѿၹ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ພࠉඡ体ଆ放，༏ҵઆ资创新积极应对ඡϋԫ

化。全国碳市场有效发挥了推动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和提高能效、生态保护补

等作用，鼓励先进、༨༁落后，支持地方和企业在推动减排的同时充分保障民生，

妥善处理发展与减排的关系，树立了“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政策导向，

碳市场激励约ຐ机制初见成效。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

质量发展还有Ⴙ多ਸ਼点瓶颈，包括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资源要素投入消耗较大、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还未完全形成等，应对气候变化还面临不少困难。为实现到

2035年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的目标，继续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重大战作出中

国贡献，中国将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积极稳ݰ推进ᇏᇏ中和。立足能源资源ᐑޯ，坚持先立后破，有计

划分步የ实施碳达峰行动。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

和强度“双控”制度。

二是推进工业、建ና、交ᤰ等领域ຍฝͰᇏ转型。实施《“十四五”工业绿

色发展规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构建清洁高效低碳的工业用能结构。贯彻落

实《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修订完善绿色建ዾ评价标准，强化绿色低碳

性能要求，持续开展星级绿色建ዾ评价，推动城镇新建建ዾ执行绿色建ዾ标准。深

入推进绿色公路、绿色ߗ口和绿色ࡵ道建设，提升综合运输能效，因地制宜构建

以城市ࡆ道交通和快速公交为ࠡ干、常规公交为主体的公共交通出行体系，加快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运输ጎ备推广应用，推进交通污染深度治理。

三是大力推进ᤠ应ඡϋԫ化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加强统筹指导和部门ࠏ通协调，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加

强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研究，推动各领域、各地方不断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四是提升ቊ发༫ࠏ防范应对ᑟ力。强化灾࡞风险源头管控，推动城乡防灾减

灾基础设施补短板建设，建立健全统一权ྰ高效的自然灾࡞防治综合协调机制，

强化临灾预য়响应，健全预য়信တ快速发布渠道，落ဦ气象灾࡞预য়与应急响应

联动机制，完善防灾减灾科普宣教体系。

五是健全ᇏଆ放权市场交制ए。推动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ሡ行条例》，

持续强化数据质量管理。推进第二个履约ዜ期各项工作，扎实做好2021、2022年

度配额分配和清ছ工作，加强核查机构评ࠚ和信တ公开。进一步强化市场功能，

在全国碳市场平稳运行基础上逐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完善࿒气体自愿减排交

易机制，研究制定相关交易管理办法和配༫制度规范。

О是积极开展应对ඡϋԫ化ӯӯ合作。落实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十百

千”倡议和“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立足发展中国家切实需求，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大对包括非洲国家、小ڜᇒ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其

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支持，创新性设计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推动低碳示范区建设，丰富能力建设培训形式和内容，为相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持续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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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2015年以来，中国积极实施应对

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

手，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取得新进展。

完善ᮇ层制ए和政策设ᝠ，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重ག工作。“十四五”规

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纳入气候变化相

关内容，“202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ᄟ化碳排放较2020年降低18%”成为

约ຐ性指标。以“双碳”工作为引领推动绿色转型，构建完成“1,O”政策

体系，在中央和各省（区、市）层面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建立

起上下联动、统筹有Ⴞ的工作机制。编制实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出台《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成效和新目

标新举措》《中国本世ु中ᄾ长期࿒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印发《省级适应

气候变化行动方案编制指南》《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制定《关于促进

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

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专项规划与政策。2022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ᄟ化

碳排放比2012年下降超过35%。

推动ᑟ源ຍฝͰᇏᰴ效Ѿၹ，工业、建ና、交ᤰ等领域ຍฝͰᇏ转型ԩ得新

成效。工业领域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十三五”期间，规模以上工业单

位增加值能耗降低约16%，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约40%，重点大中型企业

吨ߒ综合能耗水耗、ᇱ୩综合交流电耗等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印发实施《“十

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促进工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推动绿色建ዾ发展。

截至2021年底，全国累计建成绿色建ዾ面积85.91亿平方，获得绿色建ዾ标识

项目约2.5万个，绿色建ዾ占2021年新建建ዾ面积比达84.22%。优化调整运输结

构。深入推进ߒ铁、ீઁ、焦化等重点行业以及物流园区、工ઁ企业、ߗ口等重

点领域中长距运输“公转铁”“公转水”，加大ऋ运铁路建设，推进多式联运，

扩大ذո排放控制区范围并加严排放控制要求。2020年，ৄऱ、长三ঙ、ዩ三

ঙ等区域ذո଼ᄟ化物、૭物年排放总量比2015年分别下降80%和75%。2015

年至2021年，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呈稳步下降趋势（图13-1）。

图13-1 ऋච中˞᜵౿ྫྷଅஉ情况（2015年至2021年）
注：2015年૭物排放量数据不可得，烟（ݹ）פ排放量为1583.0万吨。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

积极Ԡ与全球ඡϋ治ေ，增强应对ඡϋԫ化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与各

方一道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二十七次ۀ约方大

会（简称大会），达成包括《沙ఛ沙ᅉࢍ实施计划》在内的相对平衡的一ફ子成

果，ܘ促发达国家继续落实《公约》和《ә协定》下现有出资义务，尽快ܒ现

2020年前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并延续至2025年的气候资金承౷目标，并在此基础上

制定新的集体量化目标。大会期间，中方向《公约》ກ处提交了《中国落实国家

自主贡献目标进展报告（2022）》，展示了中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推动

绿色气候基金（简称基金）全面有效落实《公约》和《ә协定》政治共识，积极

参与基金治理工作，推动基金第二次战略规划更新以及第2期增资٬商等，促进基

金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有效的支持。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一会议2021年10月在ሊ南省ઑ明市顺利ቻ开，发布《

ઑ明宣言》，宣布设立ઑ明生物多样性基金。2022年12月，继续作为主ဝ国推

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二会议在加ధ大特利ܻ成功

ቻ开，达成“ઑ明—特利ܻ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设立“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基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捐赠国，向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捐款

3190万美元，推动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实现53.3亿美元历史最大规模增资。截

至2023年7月，中国已累计安排超过12亿元人民Լ用于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

39个发展中国家ധ署46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开展70余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项目，累计在ࣀ举办52期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培训Ӭ，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

培训约2300名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变

化领域援助项目近30个，启动中非应对气候变化三年行动计划，成立并启用中国

—平洋ڜ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心。征集近千余项面向“一带一路”国家

先进适用技术清单，并发布2023年对非先进适用技术项目合ड等。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系统观ঐ统ኢ推进，᧔ԩ强有力的一ରߕ政策ଐ施。中国将应对气

候变化作为国家战略，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强ۥ

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构建起目标明确、分工合理、措施有力、衔接有Ⴞ的碳达峰

碳中和政策体系，形成各方面共同推进的良好格局。

二是强化科技创新ஃ，加强人੦۲养和ᑟ力建设。推动气候变化基础科学

和水资源、生态等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科技研发，围绕能源、工业、建ዾ、交通等

领域低碳零碳负碳关键技术攻关研发，加强࿒气体及碳中和监测、评ࠚ、预测

等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和布局，加强各层级各领

域政府官员、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培训。

三是Ѿၹ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ພࠉඡ体ଆ放，༏ҵઆ资创新积极应对ඡϋԫ

化。全国碳市场有效发挥了推动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和提高能效、生态保护补

等作用，鼓励先进、༨༁落后，支持地方和企业在推动减排的同时充分保障民生，

妥善处理发展与减排的关系，树立了“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政策导向，

碳市场激励约ຐ机制初见成效。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

质量发展还有Ⴙ多ਸ਼点瓶颈，包括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资源要素投入消耗较大、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还未完全形成等，应对气候变化还面临不少困难。为实现到

2035年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的目标，继续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重大战作出中

国贡献，中国将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积极稳ݰ推进ᇏᇏ中和。立足能源资源ᐑޯ，坚持先立后破，有计

划分步የ实施碳达峰行动。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

和强度“双控”制度。

二是推进工业、建ና、交ᤰ等领域ຍฝͰᇏ转型。实施《“十四五”工业绿

色发展规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构建清洁高效低碳的工业用能结构。贯彻落

实《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修订完善绿色建ዾ评价标准，强化绿色低碳

性能要求，持续开展星级绿色建ዾ评价，推动城镇新建建ዾ执行绿色建ዾ标准。深

入推进绿色公路、绿色ߗ口和绿色ࡵ道建设，提升综合运输能效，因地制宜构建

以城市ࡆ道交通和快速公交为ࠡ干、常规公交为主体的公共交通出行体系，加快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运输ጎ备推广应用，推进交通污染深度治理。

三是大力推进ᤠ应ඡϋԫ化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加强统筹指导和部门ࠏ通协调，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加

强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研究，推动各领域、各地方不断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四是提升ቊ发༫ࠏ防范应对ᑟ力。强化灾࡞风险源头管控，推动城乡防灾减

灾基础设施补短板建设，建立健全统一权ྰ高效的自然灾࡞防治综合协调机制，

强化临灾预য়响应，健全预য়信တ快速发布渠道，落ဦ气象灾࡞预য়与应急响应

联动机制，完善防灾减灾科普宣教体系。

五是健全ᇏଆ放权市场交制ए。推动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ሡ行条例》，

持续强化数据质量管理。推进第二个履约ዜ期各项工作，扎实做好2021、2022年

度配额分配和清ছ工作，加强核查机构评ࠚ和信တ公开。进一步强化市场功能，

在全国碳市场平稳运行基础上逐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完善࿒气体自愿减排交

易机制，研究制定相关交易管理办法和配༫制度规范。

О是积极开展应对ඡϋԫ化ӯӯ合作。落实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十百

千”倡议和“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立足发展中国家切实需求，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大对包括非洲国家、小ڜᇒ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其

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支持，创新性设计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推动低碳示范区建设，丰富能力建设培训形式和内容，为相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持续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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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ઈ救一体推进，ඡϋԫ化ᄣ预和风险ኮေᑟ力௭ᗃ增强。建立防抗救

一体的灾࡞应对新机制，实现重特大灾࡞上下高效联动。截至2021年底，构建完

成省-市-县-乡-村五级灾࡞信တ员体系，总量达近100万人。综合利用科技手

加强突发性自然灾࡞监测，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有关部门ࡐ动会商研判，

精准发布预য়。加快补齐防灾减灾工程体系短板，提升重点领域抗灾设防水平。

截至2021年底，建成中央森林草ᇱ防灭आ物资储备库12个、中央防პ抗旱物资储

备֞库46个、中央生活类救灾物资储备库55个。推动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强化综

合防灾减灾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全国范围内布局建设6个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

重点地区统一部署ࡵ空应急力量，就近快速调配的应急力量布局基本形成。及时

高效做好灾后救灾救助工作。2018年以来累计下ծ中央自然灾࡞救灾资金449.8亿

元，指导各地࣬复重建和修ฃ因灾倒民房159.7万户。开展新型城市试点建设，

28个城市扎实推进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60个城市推进海௦城市建设示

范。

有序推进全国ᇏଆ放权交市场建设，加快建立ພࠉඡ体统ᝠ核ካ体系。实施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建立完善碳排放权کऻ、交易、结算3项管

理制度以及企业࿒气体排放核算、报告和核查等配༫制度，制定《࿒气体自

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及相关配༫技术规范。全国碳市场于2021年7月16

日正式启动上线交易，年覆盖二ᄟ化碳排放超45亿吨，是全球覆盖排放量规模最

大的碳市场；截至2023年7月28日，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2.51亿吨，

成交额115.18亿元（图13-2）。ԛ、天ৄ、上海、重൪、广东、湖ԛ和深ᒰ7

省（市）碳市场试点共覆盖电力、ߒ铁、水ౄ等20余个行业近3000家重点排放单

位。扎实开展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做好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和使

用。截至2021年底，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共接入31个省份1.25万余家

企业。支持碳市场能力建设培训。组织编制全球碳市场系列培训教材和制教学

视ೕ，并ኍ对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相关机构和重点排放单位开展了超过60场

次全国碳市场能力建设培训，参训规模达6000人次。

积极Ԡ与全球ඡϋ治ေ，增强应对ඡϋԫ化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与各

方一道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二十七次ۀ约方大

会（简称大会），达成包括《沙ఛ沙ᅉࢍ实施计划》在内的相对平衡的一ફ子成

果，ܘ促发达国家继续落实《公约》和《ә协定》下现有出资义务，尽快ܒ现

2020年前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并延续至2025年的气候资金承౷目标，并在此基础上

制定新的集体量化目标。大会期间，中方向《公约》ກ处提交了《中国落实国家

自主贡献目标进展报告（2022）》，展示了中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推动

绿色气候基金（简称基金）全面有效落实《公约》和《ә协定》政治共识，积极

参与基金治理工作，推动基金第二次战略规划更新以及第2期增资٬商等，促进基

金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有效的支持。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一会议2021年10月在ሊ南省ઑ明市顺利ቻ开，发布《

ઑ明宣言》，宣布设立ઑ明生物多样性基金。2022年12月，继续作为主ဝ国推

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二会议在加ధ大特利ܻ成功

ቻ开，达成“ઑ明—特利ܻ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设立“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基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捐赠国，向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捐款

3190万美元，推动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实现53.3亿美元历史最大规模增资。截

至2023年7月，中国已累计安排超过12亿元人民Լ用于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

39个发展中国家ധ署46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开展70余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项目，累计在ࣀ举办52期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培训Ӭ，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

培训约2300名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变

化领域援助项目近30个，启动中非应对气候变化三年行动计划，成立并启用中国

—平洋ڜ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心。征集近千余项面向“一带一路”国家

先进适用技术清单，并发布2023年对非先进适用技术项目合ड等。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系统观ঐ统ኢ推进，᧔ԩ强有力的一ରߕ政策ଐ施。中国将应对气

候变化作为国家战略，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强ۥ

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构建起目标明确、分工合理、措施有力、衔接有Ⴞ的碳达峰

碳中和政策体系，形成各方面共同推进的良好格局。

二是强化科技创新ஃ，加强人੦۲养和ᑟ力建设。推动气候变化基础科学

和水资源、生态等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科技研发，围绕能源、工业、建ዾ、交通等

领域低碳零碳负碳关键技术攻关研发，加强࿒气体及碳中和监测、评ࠚ、预测

等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和布局，加强各层级各领

域政府官员、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培训。

三是Ѿၹ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ພࠉඡ体ଆ放，༏ҵઆ资创新积极应对ඡϋԫ

化。全国碳市场有效发挥了推动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和提高能效、生态保护补

等作用，鼓励先进、༨༁落后，支持地方和企业在推动减排的同时充分保障民生，

妥善处理发展与减排的关系，树立了“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政策导向，

碳市场激励约ຐ机制初见成效。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

质量发展还有Ⴙ多ਸ਼点瓶颈，包括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资源要素投入消耗较大、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还未完全形成等，应对气候变化还面临不少困难。为实现到

2035年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的目标，继续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重大战作出中

国贡献，中国将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积极稳ݰ推进ᇏᇏ中和。立足能源资源ᐑޯ，坚持先立后破，有计

划分步የ实施碳达峰行动。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

和强度“双控”制度。

二是推进工业、建ና、交ᤰ等领域ຍฝͰᇏ转型。实施《“十四五”工业绿

色发展规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构建清洁高效低碳的工业用能结构。贯彻落

实《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修订完善绿色建ዾ评价标准，强化绿色低碳

性能要求，持续开展星级绿色建ዾ评价，推动城镇新建建ዾ执行绿色建ዾ标准。深

入推进绿色公路、绿色ߗ口和绿色ࡵ道建设，提升综合运输能效，因地制宜构建

以城市ࡆ道交通和快速公交为ࠡ干、常规公交为主体的公共交通出行体系，加快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运输ጎ备推广应用，推进交通污染深度治理。

三是大力推进ᤠ应ඡϋԫ化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加强统筹指导和部门ࠏ通协调，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加

强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研究，推动各领域、各地方不断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四是提升ቊ发༫ࠏ防范应对ᑟ力。强化灾࡞风险源头管控，推动城乡防灾减

灾基础设施补短板建设，建立健全统一权ྰ高效的自然灾࡞防治综合协调机制，

强化临灾预য়响应，健全预য়信တ快速发布渠道，落ဦ气象灾࡞预য়与应急响应

联动机制，完善防灾减灾科普宣教体系。

五是健全ᇏଆ放权市场交制ए。推动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ሡ行条例》，

持续强化数据质量管理。推进第二个履约ዜ期各项工作，扎实做好2021、2022年

度配额分配和清ছ工作，加强核查机构评ࠚ和信တ公开。进一步强化市场功能，

在全国碳市场平稳运行基础上逐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完善࿒气体自愿减排交

易机制，研究制定相关交易管理办法和配༫制度规范。

О是积极开展应对ඡϋԫ化ӯӯ合作。落实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十百

千”倡议和“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立足发展中国家切实需求，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大对包括非洲国家、小ڜᇒ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其

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支持，创新性设计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推动低碳示范区建设，丰富能力建设培训形式和内容，为相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持续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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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К国ᇎڣࣉଅஉా配ᮨ̓量及͈ಪ情况（2021���1�至2023���28）
数据来源：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建立健全绿色融标ю体系，੧实推进融ஃ持服务。印发《绿色ቐඋ支持

项目目（2021年Ӳ）》，推动实现绿色ቐඋ界定标准“国内统一、国际趋同”。

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推动绿色信贷稳步发展，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色

信贷产品，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深化环境信တ依法ಽ制度改革，指导ޙ合条

件的上市公ິ、发ቐ企业等依法ಽ环境信တ，加强信တ共享。截至2021年末，

中国本外Լ绿色信贷余额15.9万亿元，绿色ቐඋ存量余额超过1.1万亿元，规模均

居全球前列。截至2022年末，绿色贷款余额达22.0万亿元，同比增长38.5%；碳减

排支持工具累计支持金融机构发放碳减排贷款6925亿元，带动碳减排量超1亿吨。

ᴂҵՊ方积极ᛡ动、广泛Ԡ与，ॎ成绿色Ͱᇏ的全民ᛡ动。长期开展全国节

能宣传ዜ、全国低碳日、ୃ五环境日等活动，2023年首次开展全国生态日活动，

并利用世界气象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全国科普日等契机，全方位多渠道开展

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培训和宣传教育。鼓励中央企业“一企一策”制定碳达峰行动

方案，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基础研究，积极进行实践创新。探索开展创新性自

愿减排机制“碳普惠”，激励公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探索建立多元社会化参与

机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科技论坛、系列科

普活动，加强中小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引导节能低碳的生活方式。

积极Ԡ与全球ඡϋ治ေ，增强应对ඡϋԫ化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与各

方一道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二十七次ۀ约方大

会（简称大会），达成包括《沙ఛ沙ᅉࢍ实施计划》在内的相对平衡的一ફ子成

果，ܘ促发达国家继续落实《公约》和《ә协定》下现有出资义务，尽快ܒ现

2020年前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并延续至2025年的气候资金承౷目标，并在此基础上

制定新的集体量化目标。大会期间，中方向《公约》ກ处提交了《中国落实国家

自主贡献目标进展报告（2022）》，展示了中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推动

绿色气候基金（简称基金）全面有效落实《公约》和《ә协定》政治共识，积极

参与基金治理工作，推动基金第二次战略规划更新以及第2期增资٬商等，促进基

金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有效的支持。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一会议2021年10月在ሊ南省ઑ明市顺利ቻ开，发布《

ઑ明宣言》，宣布设立ઑ明生物多样性基金。2022年12月，继续作为主ဝ国推

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二会议在加ధ大特利ܻ成功

ቻ开，达成“ઑ明—特利ܻ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设立“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基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捐赠国，向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捐款

3190万美元，推动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实现53.3亿美元历史最大规模增资。截

至2023年7月，中国已累计安排超过12亿元人民Լ用于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

39个发展中国家ധ署46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开展70余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项目，累计在ࣀ举办52期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培训Ӭ，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

培训约2300名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变

化领域援助项目近30个，启动中非应对气候变化三年行动计划，成立并启用中国

—平洋ڜ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心。征集近千余项面向“一带一路”国家

先进适用技术清单，并发布2023年对非先进适用技术项目合ड等。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系统观ঐ统ኢ推进，᧔ԩ强有力的一ରߕ政策ଐ施。中国将应对气

候变化作为国家战略，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强ۥ

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构建起目标明确、分工合理、措施有力、衔接有Ⴞ的碳达峰

碳中和政策体系，形成各方面共同推进的良好格局。

二是强化科技创新ஃ，加强人੦۲养和ᑟ力建设。推动气候变化基础科学

和水资源、生态等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科技研发，围绕能源、工业、建ዾ、交通等

领域低碳零碳负碳关键技术攻关研发，加强࿒气体及碳中和监测、评ࠚ、预测

等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和布局，加强各层级各领

域政府官员、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培训。

三是Ѿၹ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ພࠉඡ体ଆ放，༏ҵઆ资创新积极应对ඡϋԫ

化。全国碳市场有效发挥了推动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和提高能效、生态保护补

等作用，鼓励先进、༨༁落后，支持地方和企业在推动减排的同时充分保障民生，

妥善处理发展与减排的关系，树立了“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政策导向，

碳市场激励约ຐ机制初见成效。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

质量发展还有Ⴙ多ਸ਼点瓶颈，包括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资源要素投入消耗较大、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还未完全形成等，应对气候变化还面临不少困难。为实现到

2035年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的目标，继续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重大战作出中

国贡献，中国将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积极稳ݰ推进ᇏᇏ中和。立足能源资源ᐑޯ，坚持先立后破，有计

划分步የ实施碳达峰行动。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

和强度“双控”制度。

二是推进工业、建ና、交ᤰ等领域ຍฝͰᇏ转型。实施《“十四五”工业绿

色发展规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构建清洁高效低碳的工业用能结构。贯彻落

实《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修订完善绿色建ዾ评价标准，强化绿色低碳

性能要求，持续开展星级绿色建ዾ评价，推动城镇新建建ዾ执行绿色建ዾ标准。深

入推进绿色公路、绿色ߗ口和绿色ࡵ道建设，提升综合运输能效，因地制宜构建

以城市ࡆ道交通和快速公交为ࠡ干、常规公交为主体的公共交通出行体系，加快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运输ጎ备推广应用，推进交通污染深度治理。

三是大力推进ᤠ应ඡϋԫ化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加强统筹指导和部门ࠏ通协调，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加

强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研究，推动各领域、各地方不断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四是提升ቊ发༫ࠏ防范应对ᑟ力。强化灾࡞风险源头管控，推动城乡防灾减

灾基础设施补短板建设，建立健全统一权ྰ高效的自然灾࡞防治综合协调机制，

强化临灾预য়响应，健全预য়信တ快速发布渠道，落ဦ气象灾࡞预য়与应急响应

联动机制，完善防灾减灾科普宣教体系。

五是健全ᇏଆ放权市场交制ए。推动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ሡ行条例》，

持续强化数据质量管理。推进第二个履约ዜ期各项工作，扎实做好2021、2022年

度配额分配和清ছ工作，加强核查机构评ࠚ和信တ公开。进一步强化市场功能，

在全国碳市场平稳运行基础上逐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完善࿒气体自愿减排交

易机制，研究制定相关交易管理办法和配༫制度规范。

О是积极开展应对ඡϋԫ化ӯӯ合作。落实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十百

千”倡议和“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立足发展中国家切实需求，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大对包括非洲国家、小ڜᇒ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其

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支持，创新性设计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推动低碳示范区建设，丰富能力建设培训形式和内容，为相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持续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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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ᤊ๒ሙ“智”ѹ新ᠲᑟ航ᤂ业绿色Ͱᇏ发展

中远⎭运科技㛗Գ有限公ਮ（以下简称中远⎭科）᱄确以数ᆍ化运营方式助

力实现“双⻩”目标的路径，通过技术和数据推进㡠运行业数ᆍ化、绿色低⻩化、智

能化转型，积极推进㡠运业减排。

中远⎭科自主研发的“低⻩宝”数ᆍ化产品融合了统计学、机ಞ学Җ、⾔经网

㔒等多种人工智能㇍法，建立了不同䖳䍝⣬态及气象条件下的㡯㡬㡠䙕、⋯㙍、⻩

排放预测模型，可计㇍全球近3万多㢎主力商㡯（集㻻、干散䍝、⏨体散䍝㡯

㡬）的⻩强ᓜ指标。低⻩宝的多㔪ᓜ⻩排放强ᓜ䇺զ体系和㡯㡬⋯㙍及⻩排放智

能监管平台能ཕ调整㡠䙕、զ㇍⋯㙍和⻩排放，从㙂提升⻩强ᓜ指标䇺级，合理

进行运力调ᓜ安排。

“低⻩宝”能ཕ至少节省1%的㡯㡬⋯㙍，∅年减排千万吨计。结合ֵ用“低⻩

宝”和中远⎭科自主研发的㡯用ዮ⭫⭫㔼管理系统将ᑤ助㡠运企业实现能㙍管理、

⻩排放管理智能化和企业效益最大化，有效减少㡯㡬行催和䶖⌀期间的大气⊗ḉ

物和二≝化⻩排放。

积极Ԡ与全球ඡϋ治ေ，增强应对ඡϋԫ化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与各

方一道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二十七次ۀ约方大

会（简称大会），达成包括《沙ఛ沙ᅉࢍ实施计划》在内的相对平衡的一ફ子成

果，ܘ促发达国家继续落实《公约》和《ә协定》下现有出资义务，尽快ܒ现

2020年前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并延续至2025年的气候资金承౷目标，并在此基础上

制定新的集体量化目标。大会期间，中方向《公约》ກ处提交了《中国落实国家

自主贡献目标进展报告（2022）》，展示了中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推动

绿色气候基金（简称基金）全面有效落实《公约》和《ә协定》政治共识，积极

参与基金治理工作，推动基金第二次战略规划更新以及第2期增资٬商等，促进基

金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有效的支持。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一会议2021年10月在ሊ南省ઑ明市顺利ቻ开，发布《

ઑ明宣言》，宣布设立ઑ明生物多样性基金。2022年12月，继续作为主ဝ国推

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二会议在加ధ大特利ܻ成功

ቻ开，达成“ઑ明—特利ܻ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设立“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基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捐赠国，向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捐款

3190万美元，推动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实现53.3亿美元历史最大规模增资。截

至2023年7月，中国已累计安排超过12亿元人民Լ用于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

39个发展中国家ധ署46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开展70余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项目，累计在ࣀ举办52期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培训Ӭ，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

培训约2300名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变

化领域援助项目近30个，启动中非应对气候变化三年行动计划，成立并启用中国

—平洋ڜ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心。征集近千余项面向“一带一路”国家

先进适用技术清单，并发布2023年对非先进适用技术项目合ड等。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系统观ঐ统ኢ推进，᧔ԩ强有力的一ରߕ政策ଐ施。中国将应对气

候变化作为国家战略，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强ۥ

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构建起目标明确、分工合理、措施有力、衔接有Ⴞ的碳达峰

碳中和政策体系，形成各方面共同推进的良好格局。

二是强化科技创新ஃ，加强人੦۲养和ᑟ力建设。推动气候变化基础科学

和水资源、生态等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科技研发，围绕能源、工业、建ዾ、交通等

领域低碳零碳负碳关键技术攻关研发，加强࿒气体及碳中和监测、评ࠚ、预测

等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和布局，加强各层级各领

域政府官员、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培训。

三是Ѿၹ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ພࠉඡ体ଆ放，༏ҵઆ资创新积极应对ඡϋԫ

化。全国碳市场有效发挥了推动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和提高能效、生态保护补

等作用，鼓励先进、༨༁落后，支持地方和企业在推动减排的同时充分保障民生，

妥善处理发展与减排的关系，树立了“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政策导向，

碳市场激励约ຐ机制初见成效。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

质量发展还有Ⴙ多ਸ਼点瓶颈，包括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资源要素投入消耗较大、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还未完全形成等，应对气候变化还面临不少困难。为实现到

2035年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的目标，继续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重大战作出中

国贡献，中国将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积极稳ݰ推进ᇏᇏ中和。立足能源资源ᐑޯ，坚持先立后破，有计

划分步የ实施碳达峰行动。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

和强度“双控”制度。

二是推进工业、建ና、交ᤰ等领域ຍฝͰᇏ转型。实施《“十四五”工业绿

色发展规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构建清洁高效低碳的工业用能结构。贯彻落

实《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修订完善绿色建ዾ评价标准，强化绿色低碳

性能要求，持续开展星级绿色建ዾ评价，推动城镇新建建ዾ执行绿色建ዾ标准。深

入推进绿色公路、绿色ߗ口和绿色ࡵ道建设，提升综合运输能效，因地制宜构建

以城市ࡆ道交通和快速公交为ࠡ干、常规公交为主体的公共交通出行体系，加快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运输ጎ备推广应用，推进交通污染深度治理。

三是大力推进ᤠ应ඡϋԫ化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加强统筹指导和部门ࠏ通协调，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加

强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研究，推动各领域、各地方不断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四是提升ቊ发༫ࠏ防范应对ᑟ力。强化灾࡞风险源头管控，推动城乡防灾减

灾基础设施补短板建设，建立健全统一权ྰ高效的自然灾࡞防治综合协调机制，

强化临灾预য়响应，健全预য়信တ快速发布渠道，落ဦ气象灾࡞预য়与应急响应

联动机制，完善防灾减灾科普宣教体系。

五是健全ᇏଆ放权市场交制ए。推动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ሡ行条例》，

持续强化数据质量管理。推进第二个履约ዜ期各项工作，扎实做好2021、2022年

度配额分配和清ছ工作，加强核查机构评ࠚ和信တ公开。进一步强化市场功能，

在全国碳市场平稳运行基础上逐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完善࿒气体自愿减排交

易机制，研究制定相关交易管理办法和配༫制度规范。

О是积极开展应对ඡϋԫ化ӯӯ合作。落实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十百

千”倡议和“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立足发展中国家切实需求，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大对包括非洲国家、小ڜᇒ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其

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支持，创新性设计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推动低碳示范区建设，丰富能力建设培训形式和内容，为相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持续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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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Ԡ与全球ඡϋ治ေ，增强应对ඡϋԫ化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与各

方一道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二十七次ۀ约方大

会（简称大会），达成包括《沙ఛ沙ᅉࢍ实施计划》在内的相对平衡的一ફ子成

果，ܘ促发达国家继续落实《公约》和《ә协定》下现有出资义务，尽快ܒ现

2020年前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并延续至2025年的气候资金承౷目标，并在此基础上

制定新的集体量化目标。大会期间，中方向《公约》ກ处提交了《中国落实国家

自主贡献目标进展报告（2022）》，展示了中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推动

绿色气候基金（简称基金）全面有效落实《公约》和《ә协定》政治共识，积极

参与基金治理工作，推动基金第二次战略规划更新以及第2期增资٬商等，促进基

金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有效的支持。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一会议2021年10月在ሊ南省ઑ明市顺利ቻ开，发布《

ઑ明宣言》，宣布设立ઑ明生物多样性基金。2022年12月，继续作为主ဝ国推

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二会议在加ధ大特利ܻ成功

ቻ开，达成“ઑ明—特利ܻ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设立“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基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捐赠国，向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捐款

3190万美元，推动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实现53.3亿美元历史最大规模增资。截

至2023年7月，中国已累计安排超过12亿元人民Լ用于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

39个发展中国家ധ署46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开展70余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项目，累计在ࣀ举办52期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培训Ӭ，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

培训约2300名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变

化领域援助项目近30个，启动中非应对气候变化三年行动计划，成立并启用中国

—平洋ڜ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心。征集近千余项面向“一带一路”国家

先进适用技术清单，并发布2023年对非先进适用技术项目合ड等。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系统观ঐ统ኢ推进，᧔ԩ强有力的一ରߕ政策ଐ施。中国将应对气

候变化作为国家战略，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强ۥ

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构建起目标明确、分工合理、措施有力、衔接有Ⴞ的碳达峰

碳中和政策体系，形成各方面共同推进的良好格局。

二是强化科技创新ஃ，加强人੦۲养和ᑟ力建设。推动气候变化基础科学

和水资源、生态等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科技研发，围绕能源、工业、建ዾ、交通等

领域低碳零碳负碳关键技术攻关研发，加强࿒气体及碳中和监测、评ࠚ、预测

等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和布局，加强各层级各领

域政府官员、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培训。

三是Ѿၹ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ພࠉඡ体ଆ放，༏ҵઆ资创新积极应对ඡϋԫ

化。全国碳市场有效发挥了推动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和提高能效、生态保护补

等作用，鼓励先进、༨༁落后，支持地方和企业在推动减排的同时充分保障民生，

妥善处理发展与减排的关系，树立了“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政策导向，

碳市场激励约ຐ机制初见成效。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

质量发展还有Ⴙ多ਸ਼点瓶颈，包括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资源要素投入消耗较大、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还未完全形成等，应对气候变化还面临不少困难。为实现到

2035年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的目标，继续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重大战作出中

国贡献，中国将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积极稳ݰ推进ᇏᇏ中和。立足能源资源ᐑޯ，坚持先立后破，有计

划分步የ实施碳达峰行动。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

和强度“双控”制度。

二是推进工业、建ና、交ᤰ等领域ຍฝͰᇏ转型。实施《“十四五”工业绿

色发展规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构建清洁高效低碳的工业用能结构。贯彻落

实《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修订完善绿色建ዾ评价标准，强化绿色低碳

性能要求，持续开展星级绿色建ዾ评价，推动城镇新建建ዾ执行绿色建ዾ标准。深

入推进绿色公路、绿色ߗ口和绿色ࡵ道建设，提升综合运输能效，因地制宜构建

以城市ࡆ道交通和快速公交为ࠡ干、常规公交为主体的公共交通出行体系，加快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运输ጎ备推广应用，推进交通污染深度治理。

三是大力推进ᤠ应ඡϋԫ化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加强统筹指导和部门ࠏ通协调，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加

强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研究，推动各领域、各地方不断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四是提升ቊ发༫ࠏ防范应对ᑟ力。强化灾࡞风险源头管控，推动城乡防灾减

灾基础设施补短板建设，建立健全统一权ྰ高效的自然灾࡞防治综合协调机制，

强化临灾预য়响应，健全预য়信တ快速发布渠道，落ဦ气象灾࡞预য়与应急响应

联动机制，完善防灾减灾科普宣教体系。

五是健全ᇏଆ放权市场交制ए。推动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ሡ行条例》，

持续强化数据质量管理。推进第二个履约ዜ期各项工作，扎实做好2021、2022年

度配额分配和清ছ工作，加强核查机构评ࠚ和信တ公开。进一步强化市场功能，

在全国碳市场平稳运行基础上逐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完善࿒气体自愿减排交

易机制，研究制定相关交易管理办法和配༫制度规范。

О是积极开展应对ඡϋԫ化ӯӯ合作。落实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十百

千”倡议和“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立足发展中国家切实需求，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大对包括非洲国家、小ڜᇒ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其

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支持，创新性设计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推动低碳示范区建设，丰富能力建设培训形式和内容，为相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持续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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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Ԡ与全球ඡϋ治ေ，增强应对ඡϋԫ化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与各

方一道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二十七次ۀ约方大

会（简称大会），达成包括《沙ఛ沙ᅉࢍ实施计划》在内的相对平衡的一ફ子成

果，ܘ促发达国家继续落实《公约》和《ә协定》下现有出资义务，尽快ܒ现

2020年前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并延续至2025年的气候资金承౷目标，并在此基础上

制定新的集体量化目标。大会期间，中方向《公约》ກ处提交了《中国落实国家

自主贡献目标进展报告（2022）》，展示了中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推动

绿色气候基金（简称基金）全面有效落实《公约》和《ә协定》政治共识，积极

参与基金治理工作，推动基金第二次战略规划更新以及第2期增资٬商等，促进基

金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有效的支持。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一会议2021年10月在ሊ南省ઑ明市顺利ቻ开，发布《

ઑ明宣言》，宣布设立ઑ明生物多样性基金。2022年12月，继续作为主ဝ国推

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二会议在加ధ大特利ܻ成功

ቻ开，达成“ઑ明—特利ܻ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设立“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基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捐赠国，向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捐款

3190万美元，推动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实现53.3亿美元历史最大规模增资。截

至2023年7月，中国已累计安排超过12亿元人民Լ用于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

39个发展中国家ധ署46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开展70余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项目，累计在ࣀ举办52期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培训Ӭ，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

培训约2300名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变

化领域援助项目近30个，启动中非应对气候变化三年行动计划，成立并启用中国

—平洋ڜ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心。征集近千余项面向“一带一路”国家

先进适用技术清单，并发布2023年对非先进适用技术项目合ड等。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系统观ঐ统ኢ推进，᧔ԩ强有力的一ରߕ政策ଐ施。中国将应对气

候变化作为国家战略，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强ۥ

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构建起目标明确、分工合理、措施有力、衔接有Ⴞ的碳达峰

碳中和政策体系，形成各方面共同推进的良好格局。

二是强化科技创新ஃ，加强人੦۲养和ᑟ力建设。推动气候变化基础科学

和水资源、生态等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科技研发，围绕能源、工业、建ዾ、交通等

领域低碳零碳负碳关键技术攻关研发，加强࿒气体及碳中和监测、评ࠚ、预测

等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和布局，加强各层级各领

域政府官员、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培训。

三是Ѿၹ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ພࠉඡ体ଆ放，༏ҵઆ资创新积极应对ඡϋԫ

化。全国碳市场有效发挥了推动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和提高能效、生态保护补

等作用，鼓励先进、༨༁落后，支持地方和企业在推动减排的同时充分保障民生，

妥善处理发展与减排的关系，树立了“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政策导向，

碳市场激励约ຐ机制初见成效。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

质量发展还有Ⴙ多ਸ਼点瓶颈，包括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资源要素投入消耗较大、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还未完全形成等，应对气候变化还面临不少困难。为实现到

2035年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的目标，继续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重大战作出中

国贡献，中国将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积极稳ݰ推进ᇏᇏ中和。立足能源资源ᐑޯ，坚持先立后破，有计

划分步የ实施碳达峰行动。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

和强度“双控”制度。

二是推进工业、建ና、交ᤰ等领域ຍฝͰᇏ转型。实施《“十四五”工业绿

色发展规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构建清洁高效低碳的工业用能结构。贯彻落

实《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修订完善绿色建ዾ评价标准，强化绿色低碳

性能要求，持续开展星级绿色建ዾ评价，推动城镇新建建ዾ执行绿色建ዾ标准。深

入推进绿色公路、绿色ߗ口和绿色ࡵ道建设，提升综合运输能效，因地制宜构建

以城市ࡆ道交通和快速公交为ࠡ干、常规公交为主体的公共交通出行体系，加快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运输ጎ备推广应用，推进交通污染深度治理。

三是大力推进ᤠ应ඡϋԫ化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加强统筹指导和部门ࠏ通协调，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加

强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研究，推动各领域、各地方不断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四是提升ቊ发༫ࠏ防范应对ᑟ力。强化灾࡞风险源头管控，推动城乡防灾减

灾基础设施补短板建设，建立健全统一权ྰ高效的自然灾࡞防治综合协调机制，

强化临灾预য়响应，健全预য়信တ快速发布渠道，落ဦ气象灾࡞预য়与应急响应

联动机制，完善防灾减灾科普宣教体系。

五是健全ᇏଆ放权市场交制ए。推动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ሡ行条例》，

持续强化数据质量管理。推进第二个履约ዜ期各项工作，扎实做好2021、2022年

度配额分配和清ছ工作，加强核查机构评ࠚ和信တ公开。进一步强化市场功能，

在全国碳市场平稳运行基础上逐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完善࿒气体自愿减排交

易机制，研究制定相关交易管理办法和配༫制度规范。

О是积极开展应对ඡϋԫ化ӯӯ合作。落实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十百

千”倡议和“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立足发展中国家切实需求，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大对包括非洲国家、小ڜᇒ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其

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支持，创新性设计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推动低碳示范区建设，丰富能力建设培训形式和内容，为相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持续提供帮助。

ᤪ步构建现代๒ภ产业体系，๒ภ资源可持续Ѿၹ水平有效提升。海洋经济

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海洋新兴产业不断大。2022年，中国海洋海洋生产总值为

94628亿元，比上年增长1.9%。海洋电力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海水ڏ化

等海洋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比上年增长7.9%。中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

占全球已上市产品类目的将近30%，海洋糖类药物研发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建成

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海洋微生物资源宝֠库；全国海水ڏ化规模超过230万吨/日；

首台ቹྑ级ח流能机组并网发电、2台500千ྑհષ能发电机组建造完成；培育了

一批海洋新兴产业ޓ化集聚区。海洋ᇌ业可持续发展管理和发展能力提高。修订

《ᇌ业վસႹ可管理规定》，调整海洋伏季休ᇌ制度；重视基于生态系统的ᇌ业

管理，加强生态和环境友好型վસ的应用和推广，实施公海自主休ᇌ；严格实施

远洋ᇌ业管理，建立远洋ᇌ业Ⴙ可等管理制度和措施，切实履行所加入的区域ᇌ

业管理组织或协定义务；严ૣ打击非法վસ活动。

加强ᅼ识分享和技ష合作，深एԠ与全球๒ภ治ေ。在联合国框架下，持续

做好《ܘ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ກ》履约工作，积极履行ۀ约国责任。参与

全球海洋环境状况定期评ࠚ；参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草案政府间会议，并促成谈判完

成通过协定；参与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促成通过“结ຐ໒料污染：制定具有

法律约ຐ力的国际文ກ”决议。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简称海委会）相关工作，成立“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中国委员

会；通过承办海委会框架下相关培训工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海洋治理能力。依

托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组织、西ԛ平洋行动计划、东亚海协作体、二十国

集团等多双边和区域机制，积极参与区域海洋生态修复和环境管理事务。推动世

贸组织达成《ᇌ业补贴协定》，完成协定国内批约程Ⴞ并向世贸组织ڿ交批准文

件，成为首批完成批约程Ⴞ的主要世贸组织成员之一；继续积极参与ᇌ业补贴第

二协议谈判，支持发展中成员Ӏቷ权获得适当有效的特和差别待遇。参

加亚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经合组织）海洋与ᇌ业工作组会议，成功举办6届

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论坛，开展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示范案例项目，定期编

制《亚经合组织海洋可持续发展报告》；通过举办10期海洋空间规划、海洋保

护区建设与管理等主题亚经合组织培训Ӭ，惠益亚经合组织经济体及“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400余人次。与日本、ࡣ国、美国、加ధ大等国

家ധ署合作框架协议，与ڤ国、ྰ、க来西亚等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在基础研

究和技术开发、技术人员互ݡ与培训、海洋环境保护示范等方面开展广泛交流与

合作。



100

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积极Ԡ与全球ඡϋ治ေ，增强应对ඡϋԫ化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与各

方一道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二十七次ۀ约方大

会（简称大会），达成包括《沙ఛ沙ᅉࢍ实施计划》在内的相对平衡的一ફ子成

果，ܘ促发达国家继续落实《公约》和《ә协定》下现有出资义务，尽快ܒ现

2020年前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并延续至2025年的气候资金承౷目标，并在此基础上

制定新的集体量化目标。大会期间，中方向《公约》ກ处提交了《中国落实国家

自主贡献目标进展报告（2022）》，展示了中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推动

绿色气候基金（简称基金）全面有效落实《公约》和《ә协定》政治共识，积极

参与基金治理工作，推动基金第二次战略规划更新以及第2期增资٬商等，促进基

金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有效的支持。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一会议2021年10月在ሊ南省ઑ明市顺利ቻ开，发布《

ઑ明宣言》，宣布设立ઑ明生物多样性基金。2022年12月，继续作为主ဝ国推

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二会议在加ధ大特利ܻ成功

ቻ开，达成“ઑ明—特利ܻ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设立“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基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捐赠国，向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捐款

3190万美元，推动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实现53.3亿美元历史最大规模增资。截

至2023年7月，中国已累计安排超过12亿元人民Լ用于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

39个发展中国家ധ署46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开展70余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项目，累计在ࣀ举办52期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培训Ӭ，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

培训约2300名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变

化领域援助项目近30个，启动中非应对气候变化三年行动计划，成立并启用中国

—平洋ڜ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心。征集近千余项面向“一带一路”国家

先进适用技术清单，并发布2023年对非先进适用技术项目合ड等。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系统观ঐ统ኢ推进，᧔ԩ强有力的一ରߕ政策ଐ施。中国将应对气

候变化作为国家战略，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强ۥ

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构建起目标明确、分工合理、措施有力、衔接有Ⴞ的碳达峰

碳中和政策体系，形成各方面共同推进的良好格局。

二是强化科技创新ஃ，加强人੦۲养和ᑟ力建设。推动气候变化基础科学

和水资源、生态等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科技研发，围绕能源、工业、建ዾ、交通等

领域低碳零碳负碳关键技术攻关研发，加强࿒气体及碳中和监测、评ࠚ、预测

等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和布局，加强各层级各领

域政府官员、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培训。

三是Ѿၹ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ພࠉඡ体ଆ放，༏ҵઆ资创新积极应对ඡϋԫ

化。全国碳市场有效发挥了推动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和提高能效、生态保护补

等作用，鼓励先进、༨༁落后，支持地方和企业在推动减排的同时充分保障民生，

妥善处理发展与减排的关系，树立了“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政策导向，

碳市场激励约ຐ机制初见成效。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

质量发展还有Ⴙ多ਸ਼点瓶颈，包括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资源要素投入消耗较大、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还未完全形成等，应对气候变化还面临不少困难。为实现到

2035年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的目标，继续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重大战作出中

国贡献，中国将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积极稳ݰ推进ᇏᇏ中和。立足能源资源ᐑޯ，坚持先立后破，有计

划分步የ实施碳达峰行动。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

和强度“双控”制度。

二是推进工业、建ና、交ᤰ等领域ຍฝͰᇏ转型。实施《“十四五”工业绿

色发展规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构建清洁高效低碳的工业用能结构。贯彻落

实《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修订完善绿色建ዾ评价标准，强化绿色低碳

性能要求，持续开展星级绿色建ዾ评价，推动城镇新建建ዾ执行绿色建ዾ标准。深

入推进绿色公路、绿色ߗ口和绿色ࡵ道建设，提升综合运输能效，因地制宜构建

以城市ࡆ道交通和快速公交为ࠡ干、常规公交为主体的公共交通出行体系，加快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运输ጎ备推广应用，推进交通污染深度治理。

三是大力推进ᤠ应ඡϋԫ化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加强统筹指导和部门ࠏ通协调，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加

强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研究，推动各领域、各地方不断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四是提升ቊ发༫ࠏ防范应对ᑟ力。强化灾࡞风险源头管控，推动城乡防灾减

灾基础设施补短板建设，建立健全统一权ྰ高效的自然灾࡞防治综合协调机制，

强化临灾预য়响应，健全预য়信တ快速发布渠道，落ဦ气象灾࡞预য়与应急响应

联动机制，完善防灾减灾科普宣教体系。

五是健全ᇏଆ放权市场交制ए。推动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ሡ行条例》，

持续强化数据质量管理。推进第二个履约ዜ期各项工作，扎实做好2021、2022年

度配额分配和清ছ工作，加强核查机构评ࠚ和信တ公开。进一步强化市场功能，

在全国碳市场平稳运行基础上逐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完善࿒气体自愿减排交

易机制，研究制定相关交易管理办法和配༫制度规范。

О是积极开展应对ඡϋԫ化ӯӯ合作。落实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十百

千”倡议和“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立足发展中国家切实需求，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大对包括非洲国家、小ڜᇒ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其

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支持，创新性设计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推动低碳示范区建设，丰富能力建设培训形式和内容，为相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持续提供帮助。

ᤪ步构建现代๒ภ产业体系，๒ภ资源可持续Ѿၹ水平有效提升。海洋经济

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海洋新兴产业不断大。2022年，中国海洋海洋生产总值为

94628亿元，比上年增长1.9%。海洋电力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海水ڏ化

等海洋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比上年增长7.9%。中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

占全球已上市产品类目的将近30%，海洋糖类药物研发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建成

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海洋微生物资源宝֠库；全国海水ڏ化规模超过230万吨/日；

首台ቹྑ级ח流能机组并网发电、2台500千ྑհષ能发电机组建造完成；培育了

一批海洋新兴产业ޓ化集聚区。海洋ᇌ业可持续发展管理和发展能力提高。修订

《ᇌ业վસႹ可管理规定》，调整海洋伏季休ᇌ制度；重视基于生态系统的ᇌ业

管理，加强生态和环境友好型վસ的应用和推广，实施公海自主休ᇌ；严格实施

远洋ᇌ业管理，建立远洋ᇌ业Ⴙ可等管理制度和措施，切实履行所加入的区域ᇌ

业管理组织或协定义务；严ૣ打击非法վસ活动。

加强ᅼ识分享和技ష合作，深एԠ与全球๒ภ治ေ。在联合国框架下，持续

做好《ܘ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ກ》履约工作，积极履行ۀ约国责任。参与

全球海洋环境状况定期评ࠚ；参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草案政府间会议，并促成谈判完

成通过协定；参与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促成通过“结ຐ໒料污染：制定具有

法律约ຐ力的国际文ກ”决议。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简称海委会）相关工作，成立“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中国委员

会；通过承办海委会框架下相关培训工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海洋治理能力。依

托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组织、西ԛ平洋行动计划、东亚海协作体、二十国

集团等多双边和区域机制，积极参与区域海洋生态修复和环境管理事务。推动世

贸组织达成《ᇌ业补贴协定》，完成协定国内批约程Ⴞ并向世贸组织ڿ交批准文

件，成为首批完成批约程Ⴞ的主要世贸组织成员之一；继续积极参与ᇌ业补贴第

二协议谈判，支持发展中成员Ӏቷ权获得适当有效的特和差别待遇。参

加亚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经合组织）海洋与ᇌ业工作组会议，成功举办6届

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论坛，开展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示范案例项目，定期编

制《亚经合组织海洋可持续发展报告》；通过举办10期海洋空间规划、海洋保

护区建设与管理等主题亚经合组织培训Ӭ，惠益亚经合组织经济体及“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400余人次。与日本、ࡣ国、美国、加ధ大等国

家ധ署合作框架协议，与ڤ国、ྰ、க来西亚等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在基础研

究和技术开发、技术人员互ݡ与培训、海洋环境保护示范等方面开展广泛交流与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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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Ԡ与全球ඡϋ治ေ，增强应对ඡϋԫ化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与各

方一道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二十七次ۀ约方大

会（简称大会），达成包括《沙ఛ沙ᅉࢍ实施计划》在内的相对平衡的一ફ子成

果，ܘ促发达国家继续落实《公约》和《ә协定》下现有出资义务，尽快ܒ现

2020年前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并延续至2025年的气候资金承౷目标，并在此基础上

制定新的集体量化目标。大会期间，中方向《公约》ກ处提交了《中国落实国家

自主贡献目标进展报告（2022）》，展示了中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推动

绿色气候基金（简称基金）全面有效落实《公约》和《ә协定》政治共识，积极

参与基金治理工作，推动基金第二次战略规划更新以及第2期增资٬商等，促进基

金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有效的支持。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一会议2021年10月在ሊ南省ઑ明市顺利ቻ开，发布《

ઑ明宣言》，宣布设立ઑ明生物多样性基金。2022年12月，继续作为主ဝ国推

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二会议在加ధ大特利ܻ成功

ቻ开，达成“ઑ明—特利ܻ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设立“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基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捐赠国，向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捐款

3190万美元，推动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实现53.3亿美元历史最大规模增资。截

至2023年7月，中国已累计安排超过12亿元人民Լ用于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

39个发展中国家ധ署46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开展70余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项目，累计在ࣀ举办52期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培训Ӭ，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

培训约2300名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变

化领域援助项目近30个，启动中非应对气候变化三年行动计划，成立并启用中国

—平洋ڜ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心。征集近千余项面向“一带一路”国家

先进适用技术清单，并发布2023年对非先进适用技术项目合ड等。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系统观ঐ统ኢ推进，᧔ԩ强有力的一ରߕ政策ଐ施。中国将应对气

候变化作为国家战略，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强ۥ

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构建起目标明确、分工合理、措施有力、衔接有Ⴞ的碳达峰

碳中和政策体系，形成各方面共同推进的良好格局。

二是强化科技创新ஃ，加强人੦۲养和ᑟ力建设。推动气候变化基础科学

和水资源、生态等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科技研发，围绕能源、工业、建ዾ、交通等

领域低碳零碳负碳关键技术攻关研发，加强࿒气体及碳中和监测、评ࠚ、预测

等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和布局，加强各层级各领

域政府官员、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培训。

三是Ѿၹ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ພࠉඡ体ଆ放，༏ҵઆ资创新积极应对ඡϋԫ

化。全国碳市场有效发挥了推动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和提高能效、生态保护补

等作用，鼓励先进、༨༁落后，支持地方和企业在推动减排的同时充分保障民生，

妥善处理发展与减排的关系，树立了“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政策导向，

碳市场激励约ຐ机制初见成效。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

质量发展还有Ⴙ多ਸ਼点瓶颈，包括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资源要素投入消耗较大、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还未完全形成等，应对气候变化还面临不少困难。为实现到

2035年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的目标，继续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重大战作出中

国贡献，中国将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积极稳ݰ推进ᇏᇏ中和。立足能源资源ᐑޯ，坚持先立后破，有计

划分步የ实施碳达峰行动。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

和强度“双控”制度。

二是推进工业、建ና、交ᤰ等领域ຍฝͰᇏ转型。实施《“十四五”工业绿

色发展规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构建清洁高效低碳的工业用能结构。贯彻落

实《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修订完善绿色建ዾ评价标准，强化绿色低碳

性能要求，持续开展星级绿色建ዾ评价，推动城镇新建建ዾ执行绿色建ዾ标准。深

入推进绿色公路、绿色ߗ口和绿色ࡵ道建设，提升综合运输能效，因地制宜构建

以城市ࡆ道交通和快速公交为ࠡ干、常规公交为主体的公共交通出行体系，加快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运输ጎ备推广应用，推进交通污染深度治理。

三是大力推进ᤠ应ඡϋԫ化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加强统筹指导和部门ࠏ通协调，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加

强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研究，推动各领域、各地方不断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四是提升ቊ发༫ࠏ防范应对ᑟ力。强化灾࡞风险源头管控，推动城乡防灾减

灾基础设施补短板建设，建立健全统一权ྰ高效的自然灾࡞防治综合协调机制，

强化临灾预য়响应，健全预য়信တ快速发布渠道，落ဦ气象灾࡞预য়与应急响应

联动机制，完善防灾减灾科普宣教体系。

五是健全ᇏଆ放权市场交制ए。推动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ሡ行条例》，

持续强化数据质量管理。推进第二个履约ዜ期各项工作，扎实做好2021、2022年

度配额分配和清ছ工作，加强核查机构评ࠚ和信တ公开。进一步强化市场功能，

在全国碳市场平稳运行基础上逐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完善࿒气体自愿减排交

易机制，研究制定相关交易管理办法和配༫制度规范。

О是积极开展应对ඡϋԫ化ӯӯ合作。落实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十百

千”倡议和“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立足发展中国家切实需求，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大对包括非洲国家、小ڜᇒ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其

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支持，创新性设计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推动低碳示范区建设，丰富能力建设培训形式和内容，为相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持续提供帮助。

一、落实进展

海洋与地球系统တတ相关，海洋资源管理关系到全球可持续发展。2015

年以来，中国不断提升海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局部海域生态功能稳步提升。

不断完善ᄱТข॥ข规和政策体系，๒ภ්染综合治ေ成效௭ᗃ。推动

修订《海洋环境保护法》，制定并实施《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

《“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规划和方案。ջ海综合治理攻坚

战性目标任务ᇶ满完成，陆海统筹的近ӂ海域污染防治持续推进。

2015年至2022年，全国近ӂ海域生态环境整体改善。2022年，全国近ӂ海

域优良（一、二类）水质面积比例达到81.9%（图14-1）；国控河流入海

目标   保ࢺ和可持续૧ᆩ࡛ᄝ和

࡛ᄝጨᇸᅜ促进可持续݀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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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构建现代๒ภ产业体系，๒ภ资源可持续Ѿၹ水平有效提升。海洋经济

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海洋新兴产业不断大。2022年，中国海洋海洋生产总值为

94628亿元，比上年增长1.9%。海洋电力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海水ڏ化

等海洋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比上年增长7.9%。中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

占全球已上市产品类目的将近30%，海洋糖类药物研发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建成

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海洋微生物资源宝֠库；全国海水ڏ化规模超过230万吨/日；

首台ቹྑ级ח流能机组并网发电、2台500千ྑհષ能发电机组建造完成；培育了

一批海洋新兴产业ޓ化集聚区。海洋ᇌ业可持续发展管理和发展能力提高。修订

《ᇌ业վસႹ可管理规定》，调整海洋伏季休ᇌ制度；重视基于生态系统的ᇌ业

管理，加强生态和环境友好型վસ的应用和推广，实施公海自主休ᇌ；严格实施

远洋ᇌ业管理，建立远洋ᇌ业Ⴙ可等管理制度和措施，切实履行所加入的区域ᇌ

业管理组织或协定义务；严ૣ打击非法վસ活动。

加强ᅼ识分享和技ష合作，深एԠ与全球๒ภ治ေ。在联合国框架下，持续

做好《ܘ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ກ》履约工作，积极履行ۀ约国责任。参与

全球海洋环境状况定期评ࠚ；参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草案政府间会议，并促成谈判完

成通过协定；参与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促成通过“结ຐ໒料污染：制定具有

法律约ຐ力的国际文ກ”决议。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简称海委会）相关工作，成立“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中国委员

会；通过承办海委会框架下相关培训工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海洋治理能力。依

托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组织、西ԛ平洋行动计划、东亚海协作体、二十国

集团等多双边和区域机制，积极参与区域海洋生态修复和环境管理事务。推动世

贸组织达成《ᇌ业补贴协定》，完成协定国内批约程Ⴞ并向世贸组织ڿ交批准文

件，成为首批完成批约程Ⴞ的主要世贸组织成员之一；继续积极参与ᇌ业补贴第

二协议谈判，支持发展中成员Ӏቷ权获得适当有效的特和差别待遇。参

加亚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经合组织）海洋与ᇌ业工作组会议，成功举办6届

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论坛，开展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示范案例项目，定期编

制《亚经合组织海洋可持续发展报告》；通过举办10期海洋空间规划、海洋保

护区建设与管理等主题亚经合组织培训Ӭ，惠益亚经合组织经济体及“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400余人次。与日本、ࡣ国、美国、加ధ大等国

家ധ署合作框架协议，与ڤ国、ྰ、க来西亚等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在基础研

究和技术开发、技术人员互ݡ与培训、海洋环境保护示范等方面开展广泛交流与

合作。

断面水质整体好转，Ư-Ʊ类水质断面数量占比达到80%，基本消除劣Ƴ类。ࣼ制

典型海域໒料垃圾与微໒料分布“一张图”，支撑໒料垃圾污染物防控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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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Ԡ与全球ඡϋ治ေ，增强应对ඡϋԫ化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与各

方一道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二十七次ۀ约方大

会（简称大会），达成包括《沙ఛ沙ᅉࢍ实施计划》在内的相对平衡的一ફ子成

果，ܘ促发达国家继续落实《公约》和《ә协定》下现有出资义务，尽快ܒ现

2020年前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并延续至2025年的气候资金承౷目标，并在此基础上

制定新的集体量化目标。大会期间，中方向《公约》ກ处提交了《中国落实国家

自主贡献目标进展报告（2022）》，展示了中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推动

绿色气候基金（简称基金）全面有效落实《公约》和《ә协定》政治共识，积极

参与基金治理工作，推动基金第二次战略规划更新以及第2期增资٬商等，促进基

金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有效的支持。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一会议2021年10月在ሊ南省ઑ明市顺利ቻ开，发布《

ઑ明宣言》，宣布设立ઑ明生物多样性基金。2022年12月，继续作为主ဝ国推

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二会议在加ధ大特利ܻ成功

ቻ开，达成“ઑ明—特利ܻ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设立“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基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捐赠国，向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捐款

3190万美元，推动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实现53.3亿美元历史最大规模增资。截

至2023年7月，中国已累计安排超过12亿元人民Լ用于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

39个发展中国家ധ署46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开展70余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项目，累计在ࣀ举办52期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培训Ӭ，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

培训约2300名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变

化领域援助项目近30个，启动中非应对气候变化三年行动计划，成立并启用中国

—平洋ڜ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心。征集近千余项面向“一带一路”国家

先进适用技术清单，并发布2023年对非先进适用技术项目合ड等。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系统观ঐ统ኢ推进，᧔ԩ强有力的一ରߕ政策ଐ施。中国将应对气

候变化作为国家战略，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强ۥ

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构建起目标明确、分工合理、措施有力、衔接有Ⴞ的碳达峰

碳中和政策体系，形成各方面共同推进的良好格局。

二是强化科技创新ஃ，加强人੦۲养和ᑟ力建设。推动气候变化基础科学

和水资源、生态等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科技研发，围绕能源、工业、建ዾ、交通等

领域低碳零碳负碳关键技术攻关研发，加强࿒气体及碳中和监测、评ࠚ、预测

等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和布局，加强各层级各领

域政府官员、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培训。

三是Ѿၹ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ພࠉඡ体ଆ放，༏ҵઆ资创新积极应对ඡϋԫ

化。全国碳市场有效发挥了推动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和提高能效、生态保护补

等作用，鼓励先进、༨༁落后，支持地方和企业在推动减排的同时充分保障民生，

妥善处理发展与减排的关系，树立了“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政策导向，

碳市场激励约ຐ机制初见成效。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

质量发展还有Ⴙ多ਸ਼点瓶颈，包括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资源要素投入消耗较大、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还未完全形成等，应对气候变化还面临不少困难。为实现到

2035年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的目标，继续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重大战作出中

国贡献，中国将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积极稳ݰ推进ᇏᇏ中和。立足能源资源ᐑޯ，坚持先立后破，有计

划分步የ实施碳达峰行动。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

和强度“双控”制度。

二是推进工业、建ና、交ᤰ等领域ຍฝͰᇏ转型。实施《“十四五”工业绿

色发展规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构建清洁高效低碳的工业用能结构。贯彻落

实《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修订完善绿色建ዾ评价标准，强化绿色低碳

性能要求，持续开展星级绿色建ዾ评价，推动城镇新建建ዾ执行绿色建ዾ标准。深

入推进绿色公路、绿色ߗ口和绿色ࡵ道建设，提升综合运输能效，因地制宜构建

以城市ࡆ道交通和快速公交为ࠡ干、常规公交为主体的公共交通出行体系，加快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运输ጎ备推广应用，推进交通污染深度治理。

三是大力推进ᤠ应ඡϋԫ化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加强统筹指导和部门ࠏ通协调，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加

强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研究，推动各领域、各地方不断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四是提升ቊ发༫ࠏ防范应对ᑟ力。强化灾࡞风险源头管控，推动城乡防灾减

灾基础设施补短板建设，建立健全统一权ྰ高效的自然灾࡞防治综合协调机制，

强化临灾预য়响应，健全预য়信တ快速发布渠道，落ဦ气象灾࡞预য়与应急响应

联动机制，完善防灾减灾科普宣教体系。

五是健全ᇏଆ放权市场交制ए。推动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ሡ行条例》，

持续强化数据质量管理。推进第二个履约ዜ期各项工作，扎实做好2021、2022年

度配额分配和清ছ工作，加强核查机构评ࠚ和信တ公开。进一步强化市场功能，

在全国碳市场平稳运行基础上逐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完善࿒气体自愿减排交

易机制，研究制定相关交易管理办法和配༫制度规范。

О是积极开展应对ඡϋԫ化ӯӯ合作。落实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十百

千”倡议和“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立足发展中国家切实需求，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大对包括非洲国家、小ڜᇒ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其

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支持，创新性设计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推动低碳示范区建设，丰富能力建设培训形式和内容，为相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持续提供帮助。

海洋与地球系统တတ相关，海洋资源管理关系到全球可持续发展。2015

年以来，中国不断提升海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局部海域生态功能稳步提升。

不断完善ᄱТข॥ข规和政策体系，๒ภ්染综合治ေ成效௭ᗃ。推动

修订《海洋环境保护法》，制定并实施《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

《“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规划和方案。ջ海综合治理攻坚

战性目标任务ᇶ满完成，陆海统筹的近ӂ海域污染防治持续推进。

2015年至2022年，全国近ӂ海域生态环境整体改善。2022年，全国近ӂ海

域优良（一、二类）水质面积比例达到81.9%（图14-1）；国控河流入海

图1�-1 К国ᤂࡿ๑۪Չዜ๑පප᭦ሤඊΒ（2015年至2022年）

注：2015年近ӂ海域水质评价结果依据2015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中ဲ季海水水质评
价结果（使用国家海洋局ဲ季海水水质监测数据进行评价）计算得出。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

深入推进๒和๒ภ区域生态系统保护和ξܭ，๒ภ生态系统质量ᤪ渐改善。

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约15万平方公里，深入开展“蓝色海湾”整治行动、ջ海

生态修复、海ӂ带保护修复工程、红树林保护修复等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重大项目，

有效保护红树林、盐ት、海草床、෴ࢯঊ等多个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全国近30%

的近ӂ海域和37%的大陆ӂ线均已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范围，海洋生物多样性

显著提高。2016年以来，累计修复海ӂ线1500公里，՟海โ地3万公൨，红树林面

积已达43.8万亩，比本世ु初增加了约10.8万亩，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

净增加的国家之一。强化海洋生态预য়监测ۥ层设计，对海洋生态预য়监测目标

布局、重点任务和体系发展做出部署，划定中国近海生态分区，修订赤ח灾࡞应

急预案，开展长江口ඍᄟ໗化预য়监测体系建设。开展红树林、՟海盐ት、海草

床蓝碳生态系统碳储量调查与评ࠚ试点，制定蓝碳生态系统碳储量调查评ࠚ和碳

ࣹ监测技术标准，开展海—气二ᄟ化碳通量监测，促进ఄ清蓝碳生态系统碳储量

本底和碳ࣹ潜力，充分发挥海洋的固碳作用。

ᤪ步构建现代๒ภ产业体系，๒ภ资源可持续Ѿၹ水平有效提升。海洋经济

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海洋新兴产业不断大。2022年，中国海洋海洋生产总值为

94628亿元，比上年增长1.9%。海洋电力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海水ڏ化

等海洋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比上年增长7.9%。中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

占全球已上市产品类目的将近30%，海洋糖类药物研发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建成

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海洋微生物资源宝֠库；全国海水ڏ化规模超过230万吨/日；

首台ቹྑ级ח流能机组并网发电、2台500千ྑհષ能发电机组建造完成；培育了

一批海洋新兴产业ޓ化集聚区。海洋ᇌ业可持续发展管理和发展能力提高。修订

《ᇌ业վસႹ可管理规定》，调整海洋伏季休ᇌ制度；重视基于生态系统的ᇌ业

管理，加强生态和环境友好型վસ的应用和推广，实施公海自主休ᇌ；严格实施

远洋ᇌ业管理，建立远洋ᇌ业Ⴙ可等管理制度和措施，切实履行所加入的区域ᇌ

业管理组织或协定义务；严ૣ打击非法վસ活动。

加强ᅼ识分享和技ష合作，深एԠ与全球๒ภ治ေ。在联合国框架下，持续

做好《ܘ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ກ》履约工作，积极履行ۀ约国责任。参与

全球海洋环境状况定期评ࠚ；参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草案政府间会议，并促成谈判完

成通过协定；参与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促成通过“结ຐ໒料污染：制定具有

法律约ຐ力的国际文ກ”决议。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简称海委会）相关工作，成立“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中国委员

会；通过承办海委会框架下相关培训工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海洋治理能力。依

托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组织、西ԛ平洋行动计划、东亚海协作体、二十国

集团等多双边和区域机制，积极参与区域海洋生态修复和环境管理事务。推动世

贸组织达成《ᇌ业补贴协定》，完成协定国内批约程Ⴞ并向世贸组织ڿ交批准文

件，成为首批完成批约程Ⴞ的主要世贸组织成员之一；继续积极参与ᇌ业补贴第

二协议谈判，支持发展中成员Ӏቷ权获得适当有效的特和差别待遇。参

加亚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经合组织）海洋与ᇌ业工作组会议，成功举办6届

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论坛，开展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示范案例项目，定期编

制《亚经合组织海洋可持续发展报告》；通过举办10期海洋空间规划、海洋保

护区建设与管理等主题亚经合组织培训Ӭ，惠益亚经合组织经济体及“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400余人次。与日本、ࡣ国、美国、加ధ大等国

家ധ署合作框架协议，与ڤ国、ྰ、க来西亚等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在基础研

究和技术开发、技术人员互ݡ与培训、海洋环境保护示范等方面开展广泛交流与

合作。

断面水质整体好转，Ư-Ʊ类水质断面数量占比达到80%，基本消除劣Ƴ类。ࣼ制

典型海域໒料垃圾与微໒料分布“一张图”，支撑໒料垃圾污染物防控与治理。



实

积极Ԡ与全球ඡϋ治ေ，增强应对ඡϋԫ化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与各

方一道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二十七次ۀ约方大

会（简称大会），达成包括《沙ఛ沙ᅉࢍ实施计划》在内的相对平衡的一ફ子成

果，ܘ促发达国家继续落实《公约》和《ә协定》下现有出资义务，尽快ܒ现

2020年前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并延续至2025年的气候资金承౷目标，并在此基础上

制定新的集体量化目标。大会期间，中方向《公约》ກ处提交了《中国落实国家

自主贡献目标进展报告（2022）》，展示了中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推动

绿色气候基金（简称基金）全面有效落实《公约》和《ә协定》政治共识，积极

参与基金治理工作，推动基金第二次战略规划更新以及第2期增资٬商等，促进基

金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有效的支持。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一会议2021年10月在ሊ南省ઑ明市顺利ቻ开，发布《

ઑ明宣言》，宣布设立ઑ明生物多样性基金。2022年12月，继续作为主ဝ国推

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二会议在加ధ大特利ܻ成功

ቻ开，达成“ઑ明—特利ܻ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设立“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基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捐赠国，向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捐款

3190万美元，推动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实现53.3亿美元历史最大规模增资。截

至2023年7月，中国已累计安排超过12亿元人民Լ用于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

39个发展中国家ധ署46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开展70余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项目，累计在ࣀ举办52期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培训Ӭ，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

培训约2300名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变

化领域援助项目近30个，启动中非应对气候变化三年行动计划，成立并启用中国

—平洋ڜ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心。征集近千余项面向“一带一路”国家

先进适用技术清单，并发布2023年对非先进适用技术项目合ड等。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系统观ঐ统ኢ推进，᧔ԩ强有力的一ରߕ政策ଐ施。中国将应对气

候变化作为国家战略，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强ۥ

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构建起目标明确、分工合理、措施有力、衔接有Ⴞ的碳达峰

碳中和政策体系，形成各方面共同推进的良好格局。

二是强化科技创新ஃ，加强人੦۲养和ᑟ力建设。推动气候变化基础科学

和水资源、生态等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科技研发，围绕能源、工业、建ዾ、交通等

领域低碳零碳负碳关键技术攻关研发，加强࿒气体及碳中和监测、评ࠚ、预测

等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和布局，加强各层级各领

域政府官员、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培训。

三是Ѿၹ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ພࠉඡ体ଆ放，༏ҵઆ资创新积极应对ඡϋԫ

化。全国碳市场有效发挥了推动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和提高能效、生态保护补

等作用，鼓励先进、༨༁落后，支持地方和企业在推动减排的同时充分保障民生，

妥善处理发展与减排的关系，树立了“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政策导向，

碳市场激励约ຐ机制初见成效。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

质量发展还有Ⴙ多ਸ਼点瓶颈，包括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资源要素投入消耗较大、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还未完全形成等，应对气候变化还面临不少困难。为实现到

2035年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的目标，继续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重大战作出中

国贡献，中国将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积极稳ݰ推进ᇏᇏ中和。立足能源资源ᐑޯ，坚持先立后破，有计

划分步የ实施碳达峰行动。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

和强度“双控”制度。

二是推进工业、建ና、交ᤰ等领域ຍฝͰᇏ转型。实施《“十四五”工业绿

色发展规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构建清洁高效低碳的工业用能结构。贯彻落

实《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修订完善绿色建ዾ评价标准，强化绿色低碳

性能要求，持续开展星级绿色建ዾ评价，推动城镇新建建ዾ执行绿色建ዾ标准。深

入推进绿色公路、绿色ߗ口和绿色ࡵ道建设，提升综合运输能效，因地制宜构建

以城市ࡆ道交通和快速公交为ࠡ干、常规公交为主体的公共交通出行体系，加快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运输ጎ备推广应用，推进交通污染深度治理。

三是大力推进ᤠ应ඡϋԫ化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加强统筹指导和部门ࠏ通协调，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加

强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研究，推动各领域、各地方不断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四是提升ቊ发༫ࠏ防范应对ᑟ力。强化灾࡞风险源头管控，推动城乡防灾减

灾基础设施补短板建设，建立健全统一权ྰ高效的自然灾࡞防治综合协调机制，

强化临灾预য়响应，健全预য়信တ快速发布渠道，落ဦ气象灾࡞预য়与应急响应

联动机制，完善防灾减灾科普宣教体系。

五是健全ᇏଆ放权市场交制ए。推动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ሡ行条例》，

持续强化数据质量管理。推进第二个履约ዜ期各项工作，扎实做好2021、2022年

度配额分配和清ছ工作，加强核查机构评ࠚ和信တ公开。进一步强化市场功能，

在全国碳市场平稳运行基础上逐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完善࿒气体自愿减排交

易机制，研究制定相关交易管理办法和配༫制度规范。

О是积极开展应对ඡϋԫ化ӯӯ合作。落实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十百

千”倡议和“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立足发展中国家切实需求，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大对包括非洲国家、小ڜᇒ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其

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支持，创新性设计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推动低碳示范区建设，丰富能力建设培训形式和内容，为相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持续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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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ᗾ๒ᛡү”Нᄞᮊᄬ助力ໝ๒ຳڡ保护ξܭ

┞⎭⒵地生态保护ؤགྷ是⎭⍁生态ᮽ᱄建设和应对气ُ化的重要工作内

ᇯ。┞⎭⒵地生态保护ؤགྷ项目主要依䎌于国家与地方的财政投入，社会公益

资金投入的比例相对较小，并ъ一些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资金投入不足、科

学性不足和㕰少后续管理等问题。近年来，┞⎭⒵地重要性到全社会的广⌑

关注，社会公益参与┞⎭⒵地保护ؤགྷ的积极性䙆⑆提高。在此㜂Ქ下，ྸ

有ᓅ推进社会公益力量参与、科学实施生态保护ؤགྷ项目，成为社会公益资金

参与┞⎭⒵地保护ؤགྷ工作的一个重要᥇战。

2022年，自❬资源部第三⎭⍁研ガ所与北京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等社会公益

力量联合发䎭了“㭐⎭行动”公益项目。“㭐⎭行动”ᰞ在构建社会公益资金参与

┞⎭⒵地保护ؤགྷ的平台，क集社会公益资金开展⎭⍁生态保护ؤགྷ，鼓励和

支持社会公益组织科学有ᓅ地参与┞⎭⒵地保护ؤགྷ工作。目前，“㭐⎭行动”

已支持ኧ东့⎭⎭㥿ᓀ生态ؤགྷ、⿅建㖍源、⿅啄、╩州等地㓘ṇ᷍生态ؤགྷ

等项目。其中，在ኧ东့⎭荣成东㽐ዑ开展以规模化苗ഹ培养和⎭㥿高效〱ὃ

གྷ㓘ṇ᷍ؤགྷ工作，2022-2024年计划在⿅建⿅啄市ؤགྷ技术为核心的⎭㥿ᓀؤ

1000ӟ；ড়门大学、⿅州市㖍源县在控制外来入ὃ物互㣧㊩㥿的基础上，人

工ؤགྷ㓘ṇ᷍100ӟ，并引导社区居民开展㓘ṇ᷍外┟⎸养殖，以探索㓘ṇ᷍ؤ

གྷ与利用的新模式；广东⒑⊕㓘ṇ᷍国家级自❬保护区管理ቶ通过关注和提升

㓘ṇ᷍的保护有效性，推动社区共管等，带动ᴪ多公益环保组织和社区公众参

与㓘ṇ᷍生态系统的保护。

“㭐⎭行动”是首个由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心企业、公益平台和多地执

行机构共同参与，依照国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ؤགྷ的相关政策指引，क

集社会公益资金开展保护ؤགྷ⎭⍁生态的公益项目。项目通过क捐形式支持生

态类公益项目，◶励和ٗ导ᴪ多公众以䓡边的低⻩生活参与绿色环保。同时，䈛

计划支持科学研ガ项目走出实验室，通过科学研ガ、政策宣传和公众宣传活动

的形式，引䎭了社会各⮂对⍻⎭环境的保护、对⎭㥿ᓀؤགྷ的关注和支持，为

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了积极䍗⥤。

ᤪ步构建现代๒ภ产业体系，๒ภ资源可持续Ѿၹ水平有效提升。海洋经济

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海洋新兴产业不断大。2022年，中国海洋海洋生产总值为

94628亿元，比上年增长1.9%。海洋电力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海水ڏ化

等海洋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比上年增长7.9%。中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

占全球已上市产品类目的将近30%，海洋糖类药物研发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建成

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海洋微生物资源宝֠库；全国海水ڏ化规模超过230万吨/日；

首台ቹྑ级ח流能机组并网发电、2台500千ྑհષ能发电机组建造完成；培育了

一批海洋新兴产业ޓ化集聚区。海洋ᇌ业可持续发展管理和发展能力提高。修订

《ᇌ业վસႹ可管理规定》，调整海洋伏季休ᇌ制度；重视基于生态系统的ᇌ业

管理，加强生态和环境友好型վસ的应用和推广，实施公海自主休ᇌ；严格实施

远洋ᇌ业管理，建立远洋ᇌ业Ⴙ可等管理制度和措施，切实履行所加入的区域ᇌ

业管理组织或协定义务；严ૣ打击非法վસ活动。

加强ᅼ识分享和技ష合作，深एԠ与全球๒ภ治ေ。在联合国框架下，持续

做好《ܘ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ກ》履约工作，积极履行ۀ约国责任。参与

全球海洋环境状况定期评ࠚ；参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草案政府间会议，并促成谈判完

成通过协定；参与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促成通过“结ຐ໒料污染：制定具有

法律约ຐ力的国际文ກ”决议。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简称海委会）相关工作，成立“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中国委员

会；通过承办海委会框架下相关培训工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海洋治理能力。依

托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组织、西ԛ平洋行动计划、东亚海协作体、二十国

集团等多双边和区域机制，积极参与区域海洋生态修复和环境管理事务。推动世

贸组织达成《ᇌ业补贴协定》，完成协定国内批约程Ⴞ并向世贸组织ڿ交批准文

件，成为首批完成批约程Ⴞ的主要世贸组织成员之一；继续积极参与ᇌ业补贴第

二协议谈判，支持发展中成员Ӏቷ权获得适当有效的特和差别待遇。参

加亚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经合组织）海洋与ᇌ业工作组会议，成功举办6届

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论坛，开展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示范案例项目，定期编

制《亚经合组织海洋可持续发展报告》；通过举办10期海洋空间规划、海洋保

护区建设与管理等主题亚经合组织培训Ӭ，惠益亚经合组织经济体及“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400余人次。与日本、ࡣ国、美国、加ధ大等国

家ധ署合作框架协议，与ڤ国、ྰ、க来西亚等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在基础研

究和技术开发、技术人员互ݡ与培训、海洋环境保护示范等方面开展广泛交流与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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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Ԡ与全球ඡϋ治ေ，增强应对ඡϋԫ化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与各

方一道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二十七次ۀ约方大

会（简称大会），达成包括《沙ఛ沙ᅉࢍ实施计划》在内的相对平衡的一ફ子成

果，ܘ促发达国家继续落实《公约》和《ә协定》下现有出资义务，尽快ܒ现

2020年前每年动员1000亿美元并延续至2025年的气候资金承౷目标，并在此基础上

制定新的集体量化目标。大会期间，中方向《公约》ກ处提交了《中国落实国家

自主贡献目标进展报告（2022）》，展示了中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推动

绿色气候基金（简称基金）全面有效落实《公约》和《ә协定》政治共识，积极

参与基金治理工作，推动基金第二次战略规划更新以及第2期增资٬商等，促进基

金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有效的支持。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一会议2021年10月在ሊ南省ઑ明市顺利ቻ开，发布《

ઑ明宣言》，宣布设立ઑ明生物多样性基金。2022年12月，继续作为主ဝ国推

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ۀ约方大会第二会议在加ధ大特利ܻ成功

ቻ开，达成“ઑ明—特利ܻ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设立“全球生物多样性

框架基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捐赠国，向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捐款

3190万美元，推动全球环境基金第8增资期实现53.3亿美元历史最大规模增资。截

至2023年7月，中国已累计安排超过12亿元人民Լ用于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

39个发展中国家ധ署46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文件，开展70余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项目，累计在ࣀ举办52期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培训Ӭ，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

培训约2300名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变

化领域援助项目近30个，启动中非应对气候变化三年行动计划，成立并启用中国

—平洋ڜ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心。征集近千余项面向“一带一路”国家

先进适用技术清单，并发布2023年对非先进适用技术项目合ड等。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系统观ঐ统ኢ推进，᧔ԩ强有力的一ରߕ政策ଐ施。中国将应对气

候变化作为国家战略，融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强ۥ

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构建起目标明确、分工合理、措施有力、衔接有Ⴞ的碳达峰

碳中和政策体系，形成各方面共同推进的良好格局。

二是强化科技创新ஃ，加强人੦۲养和ᑟ力建设。推动气候变化基础科学

和水资源、生态等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科技研发，围绕能源、工业、建ዾ、交通等

领域低碳零碳负碳关键技术攻关研发，加强࿒气体及碳中和监测、评ࠚ、预测

等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和布局，加强各层级各领

域政府官员、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培训。

三是Ѿၹ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ພࠉඡ体ଆ放，༏ҵઆ资创新积极应对ඡϋԫ

化。全国碳市场有效发挥了推动能源结构调整、节能和提高能效、生态保护补

等作用，鼓励先进、༨༁落后，支持地方和企业在推动减排的同时充分保障民生，

妥善处理发展与减排的关系，树立了“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政策导向，

碳市场激励约ຐ机制初见成效。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

质量发展还有Ⴙ多ਸ਼点瓶颈，包括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资源要素投入消耗较大、

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还未完全形成等，应对气候变化还面临不少困难。为实现到

2035年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的目标，继续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重大战作出中

国贡献，中国将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积极稳ݰ推进ᇏᇏ中和。立足能源资源ᐑޯ，坚持先立后破，有计

划分步የ实施碳达峰行动。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

和强度“双控”制度。

二是推进工业、建ና、交ᤰ等领域ຍฝͰᇏ转型。实施《“十四五”工业绿

色发展规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构建清洁高效低碳的工业用能结构。贯彻落

实《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修订完善绿色建ዾ评价标准，强化绿色低碳

性能要求，持续开展星级绿色建ዾ评价，推动城镇新建建ዾ执行绿色建ዾ标准。深

入推进绿色公路、绿色ߗ口和绿色ࡵ道建设，提升综合运输能效，因地制宜构建

以城市ࡆ道交通和快速公交为ࠡ干、常规公交为主体的公共交通出行体系，加快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运输ጎ备推广应用，推进交通污染深度治理。

三是大力推进ᤠ应ඡϋԫ化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加强统筹指导和部门ࠏ通协调，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加

强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研究，推动各领域、各地方不断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

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四是提升ቊ发༫ࠏ防范应对ᑟ力。强化灾࡞风险源头管控，推动城乡防灾减

灾基础设施补短板建设，建立健全统一权ྰ高效的自然灾࡞防治综合协调机制，

强化临灾预য়响应，健全预য়信တ快速发布渠道，落ဦ气象灾࡞预য়与应急响应

联动机制，完善防灾减灾科普宣教体系。

五是健全ᇏଆ放权市场交制ए。推动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ሡ行条例》，

持续强化数据质量管理。推进第二个履约ዜ期各项工作，扎实做好2021、2022年

度配额分配和清ছ工作，加强核查机构评ࠚ和信တ公开。进一步强化市场功能，

在全国碳市场平稳运行基础上逐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完善࿒气体自愿减排交

易机制，研究制定相关交易管理办法和配༫制度规范。

О是积极开展应对ඡϋԫ化ӯӯ合作。落实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十百

千”倡议和“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立足发展中国家切实需求，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大对包括非洲国家、小ڜᇒ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其

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支持，创新性设计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推动低碳示范区建设，丰富能力建设培训形式和内容，为相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持续提供帮助。

ᤪ步构建现代๒ภ产业体系，๒ภ资源可持续Ѿၹ水平有效提升。海洋经济

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海洋新兴产业不断大。2022年，中国海洋海洋生产总值为

94628亿元，比上年增长1.9%。海洋电力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海水ڏ化

等海洋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比上年增长7.9%。中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

占全球已上市产品类目的将近30%，海洋糖类药物研发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建成

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海洋微生物资源宝֠库；全国海水ڏ化规模超过230万吨/日；

首台ቹྑ级ח流能机组并网发电、2台500千ྑհષ能发电机组建造完成；培育了

一批海洋新兴产业ޓ化集聚区。海洋ᇌ业可持续发展管理和发展能力提高。修订

《ᇌ业վસႹ可管理规定》，调整海洋伏季休ᇌ制度；重视基于生态系统的ᇌ业

管理，加强生态和环境友好型վસ的应用和推广，实施公海自主休ᇌ；严格实施

远洋ᇌ业管理，建立远洋ᇌ业Ⴙ可等管理制度和措施，切实履行所加入的区域ᇌ

业管理组织或协定义务；严ૣ打击非法վસ活动。

加强ᅼ识分享和技ష合作，深एԠ与全球๒ภ治ေ。在联合国框架下，持续

做好《ܘ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ກ》履约工作，积极履行ۀ约国责任。参与

全球海洋环境状况定期评ࠚ；参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草案政府间会议，并促成谈判完

成通过协定；参与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促成通过“结ຐ໒料污染：制定具有

法律约ຐ力的国际文ກ”决议。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简称海委会）相关工作，成立“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中国委员

会；通过承办海委会框架下相关培训工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海洋治理能力。依

托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组织、西ԛ平洋行动计划、东亚海协作体、二十国

集团等多双边和区域机制，积极参与区域海洋生态修复和环境管理事务。推动世

贸组织达成《ᇌ业补贴协定》，完成协定国内批约程Ⴞ并向世贸组织ڿ交批准文

件，成为首批完成批约程Ⴞ的主要世贸组织成员之一；继续积极参与ᇌ业补贴第

二协议谈判，支持发展中成员Ӏቷ权获得适当有效的特和差别待遇。参

加亚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经合组织）海洋与ᇌ业工作组会议，成功举办6届

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论坛，开展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示范案例项目，定期编

制《亚经合组织海洋可持续发展报告》；通过举办10期海洋空间规划、海洋保

护区建设与管理等主题亚经合组织培训Ӭ，惠益亚经合组织经济体及“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400余人次。与日本、ࡣ国、美国、加ధ大等国

家ധ署合作框架协议，与ڤ国、ྰ、க来西亚等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在基础研

究和技术开发、技术人员互ݡ与培训、海洋环境保护示范等方面开展广泛交流与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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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构建现代๒ภ产业体系，๒ภ资源可持续Ѿၹ水平有效提升。海洋经济

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海洋新兴产业不断大。2022年，中国海洋海洋生产总值为

94628亿元，比上年增长1.9%。海洋电力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海水ڏ化

等海洋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比上年增长7.9%。中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

占全球已上市产品类目的将近30%，海洋糖类药物研发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建成

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海洋微生物资源宝֠库；全国海水ڏ化规模超过230万吨/日；

首台ቹྑ级ח流能机组并网发电、2台500千ྑհષ能发电机组建造完成；培育了

一批海洋新兴产业ޓ化集聚区。海洋ᇌ业可持续发展管理和发展能力提高。修订

《ᇌ业վસႹ可管理规定》，调整海洋伏季休ᇌ制度；重视基于生态系统的ᇌ业

管理，加强生态和环境友好型վસ的应用和推广，实施公海自主休ᇌ；严格实施

远洋ᇌ业管理，建立远洋ᇌ业Ⴙ可等管理制度和措施，切实履行所加入的区域ᇌ

业管理组织或协定义务；严ૣ打击非法վસ活动。

加强ᅼ识分享和技ష合作，深एԠ与全球๒ภ治ေ。在联合国框架下，持续

做好《ܘ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ກ》履约工作，积极履行ۀ约国责任。参与

全球海洋环境状况定期评ࠚ；参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草案政府间会议，并促成谈判完

成通过协定；参与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促成通过“结ຐ໒料污染：制定具有

法律约ຐ力的国际文ກ”决议。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简称海委会）相关工作，成立“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中国委员

会；通过承办海委会框架下相关培训工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海洋治理能力。依

托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组织、西ԛ平洋行动计划、东亚海协作体、二十国

集团等多双边和区域机制，积极参与区域海洋生态修复和环境管理事务。推动世

贸组织达成《ᇌ业补贴协定》，完成协定国内批约程Ⴞ并向世贸组织ڿ交批准文

件，成为首批完成批约程Ⴞ的主要世贸组织成员之一；继续积极参与ᇌ业补贴第

二协议谈判，支持发展中成员Ӏቷ权获得适当有效的特和差别待遇。参

加亚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经合组织）海洋与ᇌ业工作组会议，成功举办6届

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论坛，开展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示范案例项目，定期编

制《亚经合组织海洋可持续发展报告》；通过举办10期海洋空间规划、海洋保

护区建设与管理等主题亚经合组织培训Ӭ，惠益亚经合组织经济体及“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400余人次。与日本、ࡣ国、美国、加ధ大等国

家ധ署合作框架协议，与ڤ国、ྰ、க来西亚等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在基础研

究和技术开发、技术人员互ݡ与培训、海洋环境保护示范等方面开展广泛交流与

合作。

“ᗰ色͗ͧТ系”ү构建๒ภ֑ᤂ共同体

近ॷ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断扩大㬓色ᵁਁാ，推动构建

⎭⍁ળ运共同体。2017年6月，中国发ᐹ的Ʌ“一带一路”建设⎭上合作设ᜩɆ᱄

确提出，要共同发展“㬓色Տժ关系”，造⿅⋵线各国人民。截至2022年，中国

已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关系。

中欧㬓色Տժ关系不断巩固。2018年，中欧共同签署Ʌ关于为促进⎭⍁治

理、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经济㑷荣在⎭⍁领域建立㬓色Տժ关系的宣䀶Ɇ。

迄今，双方已成功举办ӊ次中欧⎭⍁综合管理高级别对䈓。2022年，“中国-欧ⴕ

⎭⍁数据网㔒Տժ关系合作”项目成功实施，实现中欧䐞区域、䐞平台⎭⍁数据

互ᬃ作，中欧⎭⍁数据合作机制ど↛运行。

中国—东ⴕ㬓色Տժ关系加䙕推进。双方合作取得㢥好效果，具体包括推

进中⌦气ُ与⎭⍁生态系统联合实验室、中傢⎭⍁科技联合中心等建设，ㆯ༽

重启中印ቲ⎭⍁与气ُ中心，着手建设⎭⍁合作数据中心，ㆯ建⎭⍁综合ㄏ等，

发䎭和机制化举办中国—东南亚国家⎭⍁合作䇰එ、东亚⎭⍁合作平台青ዑ䇰

එ、ড়门国际⎭⍁周、中国⎭⍁经济ঐ㿾会等活动，为全面推进中国-东ⴕ㬓色

Տժ关系建设ྖ定㢥好基础。

中非㬓色Տժ关系持续拓展。中国高ᓜ重视与非洲国家开展⎭⍁领域合作，

在㬓色经济、⎭⍁㿸测监测、大䱼架研ガ、能力建设等方面已与非洲国家开展

多项务实合作。分别与ດ㡂ቊ、㧡ẇ比克等5个非洲国家签署了⎭⍁领域合作协

议，建立了㬓色Տժ关系；先后与ቲ日利亚、㧡ẇ比克、ດ㡂ቊ和傢达加ᯥ加

共同开展了⎭⍁科学调查，增强对⎭⍁的认识与了解；与֑得䀈合作㕌制了൙

ᮽἤ特ዑ⎭⍁经济特区规划，助力当地发展㬓色经济。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主导推动的全球⎭⍁治理。2022年6月，中国在联合国

⎭⍁大会期间举办的“促进㬓色Տժ关系共建可持续ᵠ来”边会发ᐹɅ㬓色Տժ关

系原则Ɇ，发䎭“可持续㬓色Տժ关系合作网㔒”和“㬓色Տժ关系基金”，展现了

中国在⎭⍁Ӂ务上开放、包ᇯ、䍕䍙任的大国形象，“㬓色Տժ关系”机制ᴪ加成

⟕、内ᇯᴪ加Ѧ富，合作ᴪ富活力。

全球⎭⍁治理需要各方共同合作，㬓色Տժ关系是完善全球⎭⍁治理的重

要机制，是推进㢥好全球⎭⍁治理〟ᓅ的重要手段，是促进⎭⍁人ᮽӚ流与经

济合作的重要平台，将为推动构建⎭⍁ળ运共同体作出积极䍗⥤。

加强ᮇ层设ᝠ、加大资源આ入，生物多ನ性保护工作步伐加快。中国将生物

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中长期规划，成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

员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推进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2015年以来，陆续开展了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21年设立

的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ࡥ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种类；2022年底，《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ᡢ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

区，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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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大力推进

野生动植物种保护。统筹推进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截至

2021年底，74%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建立了300多种

珍稀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种群，实施了2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野外回ࡃ。

不断强化生物ᅍ传资源监管。加强对生物ᅍ传资源保护、获取、利用和惠益分享

的管理和监۽，保障生物ᅍ传资源安全。近10年来，中国平均每年发现植物新种

约200种，占全球植物年增新种数的十分之一。严防控外来物种入ൔ。中国建立

外来入ൔ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先后发布4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ൔ物种

名单》，印发《外来入ൔ物种管理办法》，制定《重点管理外来入ൔ物种名》。

坚决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建立了由27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打击野生动

植物非法贸易部际联ဝ会议制度，严ૣ打击破࣋野生动植物资源ྵ法ݖፍ行为，

取得明显成效。

积极ᛡ国际公ጞ、开展ӯӯ合作，生态环境和生物多ನ性保护国际交流合

作持续加强。积极主动履行国际义务。切实履行特利ܻ进程成员国的责任和义

务。加强《联合国森林文ກ》和《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履约工作，持续推进履

行《联合国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建设；截至2023年4月，共确立17家履行《联合国

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加强《联合国防治ࣚఒ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履约工作。提供切实的资金支持。2015年至

2022年，中国累计向联合国森林论坛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性捐款228万美元，支持联

合国森林论坛发展，加快推进全球森林资金网络的建设。积极参与和组织国际交

流。围绕发展和完善森林可持续经营߁念及其标准与指标体系，与联合国粮农组

织、联合国౹洲经济委员会、泛౹进程等加强交流。先后成功举办《联合国防治

ࣚఒ化公约》第十三次ۀ约方大会、库布其国际沙ఒ论坛等重要活动，发布《“

一带一路”防治ࣚఒ化共同行动倡议》。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例如，定

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防治ࣚఒ化和土地退化管理和技术培训，建立国际ࣚఒ化防

治知识管理中心；在老挝实施“环境保护规划工程”，向ৄә布ྴ等国提供物资

增强森林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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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构建现代๒ภ产业体系，๒ภ资源可持续Ѿၹ水平有效提升。海洋经济

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海洋新兴产业不断大。2022年，中国海洋海洋生产总值为

94628亿元，比上年增长1.9%。海洋电力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海水ڏ化

等海洋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比上年增长7.9%。中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

占全球已上市产品类目的将近30%，海洋糖类药物研发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建成

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海洋微生物资源宝֠库；全国海水ڏ化规模超过230万吨/日；

首台ቹྑ级ח流能机组并网发电、2台500千ྑհષ能发电机组建造完成；培育了

一批海洋新兴产业ޓ化集聚区。海洋ᇌ业可持续发展管理和发展能力提高。修订

《ᇌ业վસႹ可管理规定》，调整海洋伏季休ᇌ制度；重视基于生态系统的ᇌ业

管理，加强生态和环境友好型վસ的应用和推广，实施公海自主休ᇌ；严格实施

远洋ᇌ业管理，建立远洋ᇌ业Ⴙ可等管理制度和措施，切实履行所加入的区域ᇌ

业管理组织或协定义务；严ૣ打击非法վસ活动。

加强ᅼ识分享和技ష合作，深एԠ与全球๒ภ治ေ。在联合国框架下，持续

做好《ܘ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ກ》履约工作，积极履行ۀ约国责任。参与

全球海洋环境状况定期评ࠚ；参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草案政府间会议，并促成谈判完

成通过协定；参与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促成通过“结ຐ໒料污染：制定具有

法律约ຐ力的国际文ກ”决议。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简称海委会）相关工作，成立“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中国委员

会；通过承办海委会框架下相关培训工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海洋治理能力。依

托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组织、西ԛ平洋行动计划、东亚海协作体、二十国

集团等多双边和区域机制，积极参与区域海洋生态修复和环境管理事务。推动世

贸组织达成《ᇌ业补贴协定》，完成协定国内批约程Ⴞ并向世贸组织ڿ交批准文

件，成为首批完成批约程Ⴞ的主要世贸组织成员之一；继续积极参与ᇌ业补贴第

二协议谈判，支持发展中成员Ӏቷ权获得适当有效的特和差别待遇。参

加亚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经合组织）海洋与ᇌ业工作组会议，成功举办6届

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论坛，开展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示范案例项目，定期编

制《亚经合组织海洋可持续发展报告》；通过举办10期海洋空间规划、海洋保

护区建设与管理等主题亚经合组织培训Ӭ，惠益亚经合组织经济体及“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400余人次。与日本、ࡣ国、美国、加ధ大等国

家ധ署合作框架协议，与ڤ国、ྰ、க来西亚等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在基础研

究和技术开发、技术人员互ݡ与培训、海洋环境保护示范等方面开展广泛交流与

合作。

“ᗰ色͗ͧТ系”ү构建๒ภ֑ᤂ共同体

近ॷ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断扩大㬓色ᵁਁാ，推动构建

⎭⍁ળ运共同体。2017年6月，中国发ᐹ的Ʌ“一带一路”建设⎭上合作设ᜩɆ᱄

确提出，要共同发展“㬓色Տժ关系”，造⿅⋵线各国人民。截至2022年，中国

已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合作关系。

中欧㬓色Տժ关系不断巩固。2018年，中欧共同签署Ʌ关于为促进⎭⍁治

理、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经济㑷荣在⎭⍁领域建立㬓色Տժ关系的宣䀶Ɇ。

迄今，双方已成功举办ӊ次中欧⎭⍁综合管理高级别对䈓。2022年，“中国-欧ⴕ

⎭⍁数据网㔒Տժ关系合作”项目成功实施，实现中欧䐞区域、䐞平台⎭⍁数据

互ᬃ作，中欧⎭⍁数据合作机制ど↛运行。

中国—东ⴕ㬓色Տժ关系加䙕推进。双方合作取得㢥好效果，具体包括推

进中⌦气ُ与⎭⍁生态系统联合实验室、中傢⎭⍁科技联合中心等建设，ㆯ༽

重启中印ቲ⎭⍁与气ُ中心，着手建设⎭⍁合作数据中心，ㆯ建⎭⍁综合ㄏ等，

发䎭和机制化举办中国—东南亚国家⎭⍁合作䇰එ、东亚⎭⍁合作平台青ዑ䇰

එ、ড়门国际⎭⍁周、中国⎭⍁经济ঐ㿾会等活动，为全面推进中国-东ⴕ㬓色

Տժ关系建设ྖ定㢥好基础。

中非㬓色Տժ关系持续拓展。中国高ᓜ重视与非洲国家开展⎭⍁领域合作，

在㬓色经济、⎭⍁㿸测监测、大䱼架研ガ、能力建设等方面已与非洲国家开展

多项务实合作。分别与ດ㡂ቊ、㧡ẇ比克等5个非洲国家签署了⎭⍁领域合作协

议，建立了㬓色Տժ关系；先后与ቲ日利亚、㧡ẇ比克、ດ㡂ቊ和傢达加ᯥ加

共同开展了⎭⍁科学调查，增强对⎭⍁的认识与了解；与֑得䀈合作㕌制了൙

ᮽἤ特ዑ⎭⍁经济特区规划，助力当地发展㬓色经济。

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主导推动的全球⎭⍁治理。2022年6月，中国在联合国

⎭⍁大会期间举办的“促进㬓色Տժ关系共建可持续ᵠ来”边会发ᐹɅ㬓色Տժ关

系原则Ɇ，发䎭“可持续㬓色Տժ关系合作网㔒”和“㬓色Տժ关系基金”，展现了

中国在⎭⍁Ӂ务上开放、包ᇯ、䍕䍙任的大国形象，“㬓色Տժ关系”机制ᴪ加成

⟕、内ᇯᴪ加Ѧ富，合作ᴪ富活力。

全球⎭⍁治理需要各方共同合作，㬓色Տժ关系是完善全球⎭⍁治理的重

要机制，是推进㢥好全球⎭⍁治理〟ᓅ的重要手段，是促进⎭⍁人ᮽӚ流与经

济合作的重要平台，将为推动构建⎭⍁ળ运共同体作出积极䍗⥤。

二、基本经验

一是统ኢ发展和保护，建设人与自ཀྵ和ៈ共生的现代化。作为世界上海洋生

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持续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提升海洋生态环境

治理能力，协同推进沿海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ۥ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积极

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努力

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

二是坚持ᬆ๒统ኢ，持续推进๒ภ生态建设。中国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加强海洋环境污染防治，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实现海洋资源有Ⴞ开发

利用。不断增强陆海污染防治协同性和生态环境保护整体性，构建完善沿海、流

域、海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形成陆海统筹、上下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

新格局。ኍ对近ӂ海域突出环境问题，以美ૢ海湾建设为抓手，加强陆源污染防

治，因地制宜、精准实施“一湾一策”，不断提升海湾生态环境质量，推动形成

“水清༆净、ᇉ౺ၖ集、人海和ၿ”的美ૢ海湾。

三是ฌ重开放合作，推动构建๒ภ命运共同体。注重深度参与全球海洋生态

环境治理，深入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增强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海洋生物

多样性保护、海洋໒料污染治理等领域的经验和知识分享。中国积极发展蓝色伙

伴关系，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海洋合作关系，向南海ዜ边国家持续提供

海ၱ预য়等公共产品服务。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制度基本健全，

海洋环境污染防治力度不断加大，海洋生态环境明显改观。但在高强度人类活动、

气候变化等多重压力下，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下一

步，中国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推动๒ภ经济ᰴ质量发展。更加注重稳中求进，集中攻ਖ਼局部海域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着力解决制约海洋生态环境持续稳定改善的深层次லܜ和问题。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ߗ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

态环境，以海洋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是推动๒ภ科技ᰴ水平自立自强。更加注重涉海科技创新基础能力提升，

加强ᇱ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加快补齐基础性、关键性能力短板，以科技创新

驱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提升。努力突破制约海洋事业发展的技术瓶颈，进一

步提高海洋开发利用层次，形成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强劲动能。

三是积极Ԡ与ࣳ促进全球๒ภ领域务实合作。继续推进“21世ु海上丝绸之

路”和共建蓝色经济伙伴关系，积极搭建海洋合作平台，为世界经济复໋注入新的

活力。有效化解各类海洋安全ྰၾ，共同构建持久和平、普Փ安全的海洋ወႾ。促

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蓝色经济发展，推动海洋文化交融，共

同增进海洋福祉。

加强ᮇ层设ᝠ、加大资源આ入，生物多ನ性保护工作步伐加快。中国将生物

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中长期规划，成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

员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推进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2015年以来，陆续开展了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21年设立

的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ࡥ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种类；2022年底，《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ᡢ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

区，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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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大力推进

野生动植物种保护。统筹推进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截至

2021年底，74%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建立了300多种

珍稀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种群，实施了2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野外回ࡃ。

不断强化生物ᅍ传资源监管。加强对生物ᅍ传资源保护、获取、利用和惠益分享

的管理和监۽，保障生物ᅍ传资源安全。近10年来，中国平均每年发现植物新种

约200种，占全球植物年增新种数的十分之一。严防控外来物种入ൔ。中国建立

外来入ൔ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先后发布4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ൔ物种

名单》，印发《外来入ൔ物种管理办法》，制定《重点管理外来入ൔ物种名》。

坚决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建立了由27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打击野生动

植物非法贸易部际联ဝ会议制度，严ૣ打击破࣋野生动植物资源ྵ法ݖፍ行为，

取得明显成效。

积极ᛡ国际公ጞ、开展ӯӯ合作，生态环境和生物多ನ性保护国际交流合

作持续加强。积极主动履行国际义务。切实履行特利ܻ进程成员国的责任和义

务。加强《联合国森林文ກ》和《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履约工作，持续推进履

行《联合国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建设；截至2023年4月，共确立17家履行《联合国

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加强《联合国防治ࣚఒ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履约工作。提供切实的资金支持。2015年至

2022年，中国累计向联合国森林论坛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性捐款228万美元，支持联

合国森林论坛发展，加快推进全球森林资金网络的建设。积极参与和组织国际交

流。围绕发展和完善森林可持续经营߁念及其标准与指标体系，与联合国粮农组

织、联合国౹洲经济委员会、泛౹进程等加强交流。先后成功举办《联合国防治

ࣚఒ化公约》第十三次ۀ约方大会、库布其国际沙ఒ论坛等重要活动，发布《“

一带一路”防治ࣚఒ化共同行动倡议》。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例如，定

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防治ࣚఒ化和土地退化管理和技术培训，建立国际ࣚఒ化防

治知识管理中心；在老挝实施“环境保护规划工程”，向ৄә布ྴ等国提供物资

增强森林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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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构建现代๒ภ产业体系，๒ภ资源可持续Ѿၹ水平有效提升。海洋经济

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海洋新兴产业不断大。2022年，中国海洋海洋生产总值为

94628亿元，比上年增长1.9%。海洋电力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海水ڏ化

等海洋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比上年增长7.9%。中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

占全球已上市产品类目的将近30%，海洋糖类药物研发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建成

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海洋微生物资源宝֠库；全国海水ڏ化规模超过230万吨/日；

首台ቹྑ级ח流能机组并网发电、2台500千ྑհષ能发电机组建造完成；培育了

一批海洋新兴产业ޓ化集聚区。海洋ᇌ业可持续发展管理和发展能力提高。修订

《ᇌ业վસႹ可管理规定》，调整海洋伏季休ᇌ制度；重视基于生态系统的ᇌ业

管理，加强生态和环境友好型վસ的应用和推广，实施公海自主休ᇌ；严格实施

远洋ᇌ业管理，建立远洋ᇌ业Ⴙ可等管理制度和措施，切实履行所加入的区域ᇌ

业管理组织或协定义务；严ૣ打击非法վસ活动。

加强ᅼ识分享和技ష合作，深एԠ与全球๒ภ治ေ。在联合国框架下，持续

做好《ܘ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ກ》履约工作，积极履行ۀ约国责任。参与

全球海洋环境状况定期评ࠚ；参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草案政府间会议，并促成谈判完

成通过协定；参与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促成通过“结ຐ໒料污染：制定具有

法律约ຐ力的国际文ກ”决议。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简称海委会）相关工作，成立“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中国委员

会；通过承办海委会框架下相关培训工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海洋治理能力。依

托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组织、西ԛ平洋行动计划、东亚海协作体、二十国

集团等多双边和区域机制，积极参与区域海洋生态修复和环境管理事务。推动世

贸组织达成《ᇌ业补贴协定》，完成协定国内批约程Ⴞ并向世贸组织ڿ交批准文

件，成为首批完成批约程Ⴞ的主要世贸组织成员之一；继续积极参与ᇌ业补贴第

二协议谈判，支持发展中成员Ӏቷ权获得适当有效的特和差别待遇。参

加亚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经合组织）海洋与ᇌ业工作组会议，成功举办6届

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论坛，开展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示范案例项目，定期编

制《亚经合组织海洋可持续发展报告》；通过举办10期海洋空间规划、海洋保

护区建设与管理等主题亚经合组织培训Ӭ，惠益亚经合组织经济体及“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400余人次。与日本、ࡣ国、美国、加ధ大等国

家ധ署合作框架协议，与ڤ国、ྰ、க来西亚等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在基础研

究和技术开发、技术人员互ݡ与培训、海洋环境保护示范等方面开展广泛交流与

合作。

二、基本经验

一是统ኢ发展和保护，建设人与自ཀྵ和ៈ共生的现代化。作为世界上海洋生

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持续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提升海洋生态环境

治理能力，协同推进沿海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ۥ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积极

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努力

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

二是坚持ᬆ๒统ኢ，持续推进๒ภ生态建设。中国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加强海洋环境污染防治，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实现海洋资源有Ⴞ开发

利用。不断增强陆海污染防治协同性和生态环境保护整体性，构建完善沿海、流

域、海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形成陆海统筹、上下协同、齐抓共管的工作

新格局。ኍ对近ӂ海域突出环境问题，以美ૢ海湾建设为抓手，加强陆源污染防

治，因地制宜、精准实施“一湾一策”，不断提升海湾生态环境质量，推动形成

“水清༆净、ᇉ౺ၖ集、人海和ၿ”的美ૢ海湾。

三是ฌ重开放合作，推动构建๒ภ命运共同体。注重深度参与全球海洋生态

环境治理，深入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增强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海洋生物

多样性保护、海洋໒料污染治理等领域的经验和知识分享。中国积极发展蓝色伙

伴关系，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海洋合作关系，向南海ዜ边国家持续提供

海ၱ预য়等公共产品服务。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制度基本健全，

海洋环境污染防治力度不断加大，海洋生态环境明显改观。但在高强度人类活动、

气候变化等多重压力下，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下一

步，中国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推动๒ภ经济ᰴ质量发展。更加注重稳中求进，集中攻ਖ਼局部海域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着力解决制约海洋生态环境持续稳定改善的深层次லܜ和问题。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ߗ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

态环境，以海洋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是推动๒ภ科技ᰴ水平自立自强。更加注重涉海科技创新基础能力提升，

加强ᇱ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加快补齐基础性、关键性能力短板，以科技创新

驱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提升。努力突破制约海洋事业发展的技术瓶颈，进一

步提高海洋开发利用层次，形成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强劲动能。

三是积极Ԡ与ࣳ促进全球๒ภ领域务实合作。继续推进“21世ु海上丝绸之

路”和共建蓝色经济伙伴关系，积极搭建海洋合作平台，为世界经济复໋注入新的

活力。有效化解各类海洋安全ྰၾ，共同构建持久和平、普Փ安全的海洋ወႾ。促

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蓝色经济发展，推动海洋文化交融，共

同增进海洋福祉。

加强ᮇ层设ᝠ、加大资源આ入，生物多ನ性保护工作步伐加快。中国将生物

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中长期规划，成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

员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推进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2015年以来，陆续开展了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21年设立

的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ࡥ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种类；2022年底，《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ᡢ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

区，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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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大力推进

野生动植物种保护。统筹推进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截至

2021年底，74%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建立了300多种

珍稀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种群，实施了2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野外回ࡃ。

不断强化生物ᅍ传资源监管。加强对生物ᅍ传资源保护、获取、利用和惠益分享

的管理和监۽，保障生物ᅍ传资源安全。近10年来，中国平均每年发现植物新种

约200种，占全球植物年增新种数的十分之一。严防控外来物种入ൔ。中国建立

外来入ൔ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先后发布4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ൔ物种

名单》，印发《外来入ൔ物种管理办法》，制定《重点管理外来入ൔ物种名》。

坚决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建立了由27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打击野生动

植物非法贸易部际联ဝ会议制度，严ૣ打击破࣋野生动植物资源ྵ法ݖፍ行为，

取得明显成效。

积极ᛡ国际公ጞ、开展ӯӯ合作，生态环境和生物多ನ性保护国际交流合

作持续加强。积极主动履行国际义务。切实履行特利ܻ进程成员国的责任和义

务。加强《联合国森林文ກ》和《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履约工作，持续推进履

行《联合国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建设；截至2023年4月，共确立17家履行《联合国

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加强《联合国防治ࣚఒ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履约工作。提供切实的资金支持。2015年至

2022年，中国累计向联合国森林论坛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性捐款228万美元，支持联

合国森林论坛发展，加快推进全球森林资金网络的建设。积极参与和组织国际交

流。围绕发展和完善森林可持续经营߁念及其标准与指标体系，与联合国粮农组

织、联合国౹洲经济委员会、泛౹进程等加强交流。先后成功举办《联合国防治

ࣚఒ化公约》第十三次ۀ约方大会、库布其国际沙ఒ论坛等重要活动，发布《“

一带一路”防治ࣚఒ化共同行动倡议》。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例如，定

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防治ࣚఒ化和土地退化管理和技术培训，建立国际ࣚఒ化防

治知识管理中心；在老挝实施“环境保护规划工程”，向ৄә布ྴ等国提供物资

增强森林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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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构建现代๒ภ产业体系，๒ภ资源可持续Ѿၹ水平有效提升。海洋经济

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海洋新兴产业不断大。2022年，中国海洋海洋生产总值为

94628亿元，比上年增长1.9%。海洋电力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海水ڏ化

等海洋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比上年增长7.9%。中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

占全球已上市产品类目的将近30%，海洋糖类药物研发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建成

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海洋微生物资源宝֠库；全国海水ڏ化规模超过230万吨/日；

首台ቹྑ级ח流能机组并网发电、2台500千ྑհષ能发电机组建造完成；培育了

一批海洋新兴产业ޓ化集聚区。海洋ᇌ业可持续发展管理和发展能力提高。修订

《ᇌ业վસႹ可管理规定》，调整海洋伏季休ᇌ制度；重视基于生态系统的ᇌ业

管理，加强生态和环境友好型վસ的应用和推广，实施公海自主休ᇌ；严格实施

远洋ᇌ业管理，建立远洋ᇌ业Ⴙ可等管理制度和措施，切实履行所加入的区域ᇌ

业管理组织或协定义务；严ૣ打击非法վસ活动。

加强ᅼ识分享和技ష合作，深एԠ与全球๒ภ治ေ。在联合国框架下，持续

做好《ܘ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ກ》履约工作，积极履行ۀ约国责任。参与

全球海洋环境状况定期评ࠚ；参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草案政府间会议，并促成谈判完

成通过协定；参与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促成通过“结ຐ໒料污染：制定具有

法律约ຐ力的国际文ກ”决议。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简称海委会）相关工作，成立“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中国委员

会；通过承办海委会框架下相关培训工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海洋治理能力。依

托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组织、西ԛ平洋行动计划、东亚海协作体、二十国

集团等多双边和区域机制，积极参与区域海洋生态修复和环境管理事务。推动世

贸组织达成《ᇌ业补贴协定》，完成协定国内批约程Ⴞ并向世贸组织ڿ交批准文

件，成为首批完成批约程Ⴞ的主要世贸组织成员之一；继续积极参与ᇌ业补贴第

二协议谈判，支持发展中成员Ӏቷ权获得适当有效的特和差别待遇。参

加亚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经合组织）海洋与ᇌ业工作组会议，成功举办6届

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论坛，开展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示范案例项目，定期编

制《亚经合组织海洋可持续发展报告》；通过举办10期海洋空间规划、海洋保

护区建设与管理等主题亚经合组织培训Ӭ，惠益亚经合组织经济体及“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400余人次。与日本、ࡣ国、美国、加ధ大等国

家ധ署合作框架协议，与ڤ国、ྰ、க来西亚等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在基础研

究和技术开发、技术人员互ݡ与培训、海洋环境保护示范等方面开展广泛交流与

合作。

目标   保ࢺĂ࣬ް和促进可持续૧ᆩ

，ࣅዎࣚఒݞ，෧ଠ࠶生ༀဣཥ，可持续ں

ኹ和౦ገཱིࣅཽں，ܴ生ܠᄣ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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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进展

中国始终将生态保护置于重要位置。2015年以来，中国牢牢坚守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ᅎ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保护生态系

统，ྼ护生物多样性，建设人与自然和ၿ共生的现代化，在提升生态系统多

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实施重ག生态区ξܭᮊ目，生态系统保护和ξܭԩ得௭ᗃ成效。一体化

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印发实施《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

体规划（2021-2035年）》及9个专项建设规划，聚焦“三区四带”� 国家生

态安全ೡ障体系，布局了9个重大工程、47项重点任务。2015年以来，累计

完成造林7.67亿亩（图15-1）。着力改善草ᇱ生态系统质量。十年来，通过

人工种草、退化草ᇱ改良和围તހ育等措施，完成退化草ᇱ修复治理4000万

公൨，实施草ᇱ禁牧面积8000万公൨，草畜平衡面积1.73亿公൨，重点天然草ᇱ

ึ畜超ሜ率从23%下降到10.09%。草ᇱ生态退化、无Ⴞ开发、过度利用等状况得

到基本ܴ制，草ᇱ生态服务功能和生产能力明显提升。持续开展โ地保护修复工

作。“十三五”期间，实施โ地保护修复重大工程51个，修复退化โ地面积701.1

万亩；新增国际重要โ地15处，“国际โ地城市”6个。国家โ地公园903处，总面

积约360万公൨。全国โ地面积约5635万公൨，居世界第四位。

�  包括青֠高ᇱ生态ೡ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ࡤ黄土高ᇱ生态ೡ障）、长江重点生态区（ۃجࡤ生态ೡ障）、

ԛ方防沙带、东ԛ森林带、南方൮山地带、海ӂ带等。

加强ᮇ层设ᝠ、加大资源આ入，生物多ನ性保护工作步伐加快。中国将生物

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中长期规划，成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

员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推进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2015年以来，陆续开展了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21年设立

的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ࡥ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种类；2022年底，《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ᡢ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

区，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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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大力推进

野生动植物种保护。统筹推进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截至

2021年底，74%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建立了300多种

珍稀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种群，实施了2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野外回ࡃ。

不断强化生物ᅍ传资源监管。加强对生物ᅍ传资源保护、获取、利用和惠益分享

的管理和监۽，保障生物ᅍ传资源安全。近10年来，中国平均每年发现植物新种

约200种，占全球植物年增新种数的十分之一。严防控外来物种入ൔ。中国建立

外来入ൔ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先后发布4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ൔ物种

名单》，印发《外来入ൔ物种管理办法》，制定《重点管理外来入ൔ物种名》。

坚决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建立了由27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打击野生动

植物非法贸易部际联ဝ会议制度，严ૣ打击破࣋野生动植物资源ྵ法ݖፍ行为，

取得明显成效。

积极ᛡ国际公ጞ、开展ӯӯ合作，生态环境和生物多ನ性保护国际交流合

作持续加强。积极主动履行国际义务。切实履行特利ܻ进程成员国的责任和义

务。加强《联合国森林文ກ》和《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履约工作，持续推进履

行《联合国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建设；截至2023年4月，共确立17家履行《联合国

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加强《联合国防治ࣚఒ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履约工作。提供切实的资金支持。2015年至

2022年，中国累计向联合国森林论坛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性捐款228万美元，支持联

合国森林论坛发展，加快推进全球森林资金网络的建设。积极参与和组织国际交

流。围绕发展和完善森林可持续经营߁念及其标准与指标体系，与联合国粮农组

织、联合国౹洲经济委员会、泛౹进程等加强交流。先后成功举办《联合国防治

ࣚఒ化公约》第十三次ۀ约方大会、库布其国际沙ఒ论坛等重要活动，发布《“

一带一路”防治ࣚఒ化共同行动倡议》。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例如，定

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防治ࣚఒ化和土地退化管理和技术培训，建立国际ࣚఒ化防

治知识管理中心；在老挝实施“环境保护规划工程”，向ৄә布ྴ等国提供物资

增强森林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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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构建现代๒ภ产业体系，๒ภ资源可持续Ѿၹ水平有效提升。海洋经济

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海洋新兴产业不断大。2022年，中国海洋海洋生产总值为

94628亿元，比上年增长1.9%。海洋电力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海水ڏ化

等海洋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比上年增长7.9%。中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

占全球已上市产品类目的将近30%，海洋糖类药物研发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建成

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海洋微生物资源宝֠库；全国海水ڏ化规模超过230万吨/日；

首台ቹྑ级ח流能机组并网发电、2台500千ྑհષ能发电机组建造完成；培育了

一批海洋新兴产业ޓ化集聚区。海洋ᇌ业可持续发展管理和发展能力提高。修订

《ᇌ业վસႹ可管理规定》，调整海洋伏季休ᇌ制度；重视基于生态系统的ᇌ业

管理，加强生态和环境友好型վસ的应用和推广，实施公海自主休ᇌ；严格实施

远洋ᇌ业管理，建立远洋ᇌ业Ⴙ可等管理制度和措施，切实履行所加入的区域ᇌ

业管理组织或协定义务；严ૣ打击非法վસ活动。

加强ᅼ识分享和技ష合作，深एԠ与全球๒ภ治ေ。在联合国框架下，持续

做好《ܘ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ກ》履约工作，积极履行ۀ约国责任。参与

全球海洋环境状况定期评ࠚ；参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草案政府间会议，并促成谈判完

成通过协定；参与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促成通过“结ຐ໒料污染：制定具有

法律约ຐ力的国际文ກ”决议。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简称海委会）相关工作，成立“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中国委员

会；通过承办海委会框架下相关培训工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海洋治理能力。依

托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组织、西ԛ平洋行动计划、东亚海协作体、二十国

集团等多双边和区域机制，积极参与区域海洋生态修复和环境管理事务。推动世

贸组织达成《ᇌ业补贴协定》，完成协定国内批约程Ⴞ并向世贸组织ڿ交批准文

件，成为首批完成批约程Ⴞ的主要世贸组织成员之一；继续积极参与ᇌ业补贴第

二协议谈判，支持发展中成员Ӏቷ权获得适当有效的特和差别待遇。参

加亚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经合组织）海洋与ᇌ业工作组会议，成功举办6届

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论坛，开展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示范案例项目，定期编

制《亚经合组织海洋可持续发展报告》；通过举办10期海洋空间规划、海洋保

护区建设与管理等主题亚经合组织培训Ӭ，惠益亚经合组织经济体及“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400余人次。与日本、ࡣ国、美国、加ధ大等国

家ധ署合作框架协议，与ڤ国、ྰ、க来西亚等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在基础研

究和技术开发、技术人员互ݡ与培训、海洋环境保护示范等方面开展广泛交流与

合作。

中国始终将生态保护置于重要位置。2015年以来，中国牢牢坚守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ᅎ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保护生态系

统，ྼ护生物多样性，建设人与自然和ၿ共生的现代化，在提升生态系统多

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实施重ག生态区ξܭᮊ目，生态系统保护和ξܭԩ得௭ᗃ成效。一体化

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印发实施《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

体规划（2021-2035年）》及9个专项建设规划，聚焦“三区四带”� 国家生

态安全ೡ障体系，布局了9个重大工程、47项重点任务。2015年以来，累计

完成造林7.67亿亩（图15-1）。着力改善草ᇱ生态系统质量。十年来，通过

人工种草、退化草ᇱ改良和围તހ育等措施，完成退化草ᇱ修复治理4000万

公൨，实施草ᇱ禁牧面积8000万公൨，草畜平衡面积1.73亿公൨，重点天然草ᇱ

ึ畜超ሜ率从23%下降到10.09%。草ᇱ生态退化、无Ⴞ开发、过度利用等状况得

到基本ܴ制，草ᇱ生态服务功能和生产能力明显提升。持续开展โ地保护修复工

作。“十三五”期间，实施โ地保护修复重大工程51个，修复退化โ地面积701.1

万亩；新增国际重要โ地15处，“国际โ地城市”6个。国家โ地公园903处，总面

积约360万公൨。全国โ地面积约5635万公൨，居世界第四位。

图15-1 中国ᤴౣ᭦ሤ（2015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国家林业和草ᇱ局。

健全ᕙ资源ኮေ体制机制，೨可持续ኮေ水平稳步提升。全面建立林长

制，持续完善组织体系、责任体系、制度体系、考核激励体系，推动林草资源的

保护和管理行动。截至2022年6月，已设立各级林长120万名。2021年，中国森林

面积达到2.31亿公൨，森林覆盖率达24.02%，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连续保持“

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快最多的国家，为全球贡献了四分之一的新

增森林面积。ఢ林每公൨蓄积量95.02立方，林草โ生态系统年ࡥ养水源

8038.53亿立方、年ᄟ量9.34亿吨、年固土量117.20亿吨。实施新修订的《

森林法》，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森林经营工作的意见》《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

点实施方案（2023-2025年）》，指导各地全面加强森林经营，部署开展森林可

持续经营，着力提高森林质量。

加强规ѳळ领、制ए建设、科技创新和᠊任Ꮶ核，水ژ流ܿ及ᕝ化防治ԩ

得积极进展。加强沙化็ఒ化防护治理。根据2022年发布的第ୃ次全国ࣚఒ化和

沙化调查结果，2000年以来，中国ࣚఒ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ఒ化土地

面积20年间净减少1003万公൨，沙化土地面积20年间净减少553万公൨。有效实施

重大治理和修复工程。先后实施了ৄ风沙源二期工程、็ఒ化综合治理、全国

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全国防沙治沙示范区、国家沙化土地ހ禁保

护区补助试点等重点工程和项目。不断改善水土资源条件。2015年以来，全国新

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49万平方公里，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2022年的265万平

方公里，全国水土保持率提高到72.26%，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强度“双下降”趋势

得到巩固。

加强ᮇ层设ᝠ、加大资源આ入，生物多ನ性保护工作步伐加快。中国将生物

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中长期规划，成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

员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推进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2015年以来，陆续开展了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21年设立

的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ࡥ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种类；2022年底，《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ᡢ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

区，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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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大力推进

野生动植物种保护。统筹推进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截至

2021年底，74%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建立了300多种

珍稀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种群，实施了2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野外回ࡃ。

不断强化生物ᅍ传资源监管。加强对生物ᅍ传资源保护、获取、利用和惠益分享

的管理和监۽，保障生物ᅍ传资源安全。近10年来，中国平均每年发现植物新种

约200种，占全球植物年增新种数的十分之一。严防控外来物种入ൔ。中国建立

外来入ൔ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先后发布4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ൔ物种

名单》，印发《外来入ൔ物种管理办法》，制定《重点管理外来入ൔ物种名》。

坚决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建立了由27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打击野生动

植物非法贸易部际联ဝ会议制度，严ૣ打击破࣋野生动植物资源ྵ法ݖፍ行为，

取得明显成效。

积极ᛡ国际公ጞ、开展ӯӯ合作，生态环境和生物多ನ性保护国际交流合

作持续加强。积极主动履行国际义务。切实履行特利ܻ进程成员国的责任和义

务。加强《联合国森林文ກ》和《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履约工作，持续推进履

行《联合国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建设；截至2023年4月，共确立17家履行《联合国

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加强《联合国防治ࣚఒ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履约工作。提供切实的资金支持。2015年至

2022年，中国累计向联合国森林论坛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性捐款228万美元，支持联

合国森林论坛发展，加快推进全球森林资金网络的建设。积极参与和组织国际交

流。围绕发展和完善森林可持续经营߁念及其标准与指标体系，与联合国粮农组

织、联合国౹洲经济委员会、泛౹进程等加强交流。先后成功举办《联合国防治

ࣚఒ化公约》第十三次ۀ约方大会、库布其国际沙ఒ论坛等重要活动，发布《“

一带一路”防治ࣚఒ化共同行动倡议》。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例如，定

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防治ࣚఒ化和土地退化管理和技术培训，建立国际ࣚఒ化防

治知识管理中心；在老挝实施“环境保护规划工程”，向ৄә布ྴ等国提供物资

增强森林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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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构建现代๒ภ产业体系，๒ภ资源可持续Ѿၹ水平有效提升。海洋经济

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海洋新兴产业不断大。2022年，中国海洋海洋生产总值为

94628亿元，比上年增长1.9%。海洋电力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海水ڏ化

等海洋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比上年增长7.9%。中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

占全球已上市产品类目的将近30%，海洋糖类药物研发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建成

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海洋微生物资源宝֠库；全国海水ڏ化规模超过230万吨/日；

首台ቹྑ级ח流能机组并网发电、2台500千ྑհષ能发电机组建造完成；培育了

一批海洋新兴产业ޓ化集聚区。海洋ᇌ业可持续发展管理和发展能力提高。修订

《ᇌ业վસႹ可管理规定》，调整海洋伏季休ᇌ制度；重视基于生态系统的ᇌ业

管理，加强生态和环境友好型վસ的应用和推广，实施公海自主休ᇌ；严格实施

远洋ᇌ业管理，建立远洋ᇌ业Ⴙ可等管理制度和措施，切实履行所加入的区域ᇌ

业管理组织或协定义务；严ૣ打击非法վસ活动。

加强ᅼ识分享和技ష合作，深एԠ与全球๒ภ治ေ。在联合国框架下，持续

做好《ܘ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ກ》履约工作，积极履行ۀ约国责任。参与

全球海洋环境状况定期评ࠚ；参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草案政府间会议，并促成谈判完

成通过协定；参与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促成通过“结ຐ໒料污染：制定具有

法律约ຐ力的国际文ກ”决议。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简称海委会）相关工作，成立“联合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中国委员

会；通过承办海委会框架下相关培训工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海洋治理能力。依

托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组织、西ԛ平洋行动计划、东亚海协作体、二十国

集团等多双边和区域机制，积极参与区域海洋生态修复和环境管理事务。推动世

贸组织达成《ᇌ业补贴协定》，完成协定国内批约程Ⴞ并向世贸组织ڿ交批准文

件，成为首批完成批约程Ⴞ的主要世贸组织成员之一；继续积极参与ᇌ业补贴第

二协议谈判，支持发展中成员Ӏቷ权获得适当有效的特和差别待遇。参

加亚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经合组织）海洋与ᇌ业工作组会议，成功举办6届

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论坛，开展亚经合组织蓝色经济示范案例项目，定期编

制《亚经合组织海洋可持续发展报告》；通过举办10期海洋空间规划、海洋保

护区建设与管理等主题亚经合组织培训Ӭ，惠益亚经合组织经济体及“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400余人次。与日本、ࡣ国、美国、加ధ大等国

家ധ署合作框架协议，与ڤ国、ྰ、க来西亚等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在基础研

究和技术开发、技术人员互ݡ与培训、海洋环境保护示范等方面开展广泛交流与

合作。

健全ᕙ资源ኮေ体制机制，೨可持续ኮေ水平稳步提升。全面建立林长

制，持续完善组织体系、责任体系、制度体系、考核激励体系，推动林草资源的

保护和管理行动。截至2022年6月，已设立各级林长120万名。2021年，中国森林

面积达到2.31亿公൨，森林覆盖率达24.02%，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连续保持“

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快最多的国家，为全球贡献了四分之一的新

增森林面积。ఢ林每公൨蓄积量95.02立方，林草โ生态系统年ࡥ养水源

8038.53亿立方、年ᄟ量9.34亿吨、年固土量117.20亿吨。实施新修订的《

森林法》，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森林经营工作的意见》《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

点实施方案（2023-2025年）》，指导各地全面加强森林经营，部署开展森林可

持续经营，着力提高森林质量。

加强规ѳळ领、制ए建设、科技创新和᠊任Ꮶ核，水ژ流ܿ及ᕝ化防治ԩ

得积极进展。加强沙化็ఒ化防护治理。根据2022年发布的第ୃ次全国ࣚఒ化和

沙化调查结果，2000年以来，中国ࣚఒ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ఒ化土地

面积20年间净减少1003万公൨，沙化土地面积20年间净减少553万公൨。有效实施

重大治理和修复工程。先后实施了ৄ风沙源二期工程、็ఒ化综合治理、全国

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全国防沙治沙示范区、国家沙化土地ހ禁保

护区补助试点等重点工程和项目。不断改善水土资源条件。2015年以来，全国新

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49万平方公里，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2022年的265万平

方公里，全国水土保持率提高到72.26%，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强度“双下降”趋势

得到巩固。

М൦场生গေ实践

，场位于⋏╖边缘，面积约7.5万ӟ。这里ᴴ经㦈无人✕，风⋏㚼㲆᷍⋏↛ޡ

严重影ଃ周边3万多群众的生产生活。1981年䎭，当地6位村民以联户承包方式

自发组建集体᷍场，创新生态治理模式。主要做法包括φ

一是坚持规模治理。依托重点生态项目，采取工程治⋏与生物治⋏相结合，

在风⋏前⋵和重点风⋏口大规模开展治⋏造᷍活动。二是坚持造管并重。通过

“人工促进+ཟ❬ᴪ新”的治理模式，对适ᇒሷ育的区域，采取以ሷ为主，人工

᫈⋏生㥿种为䖻的措施。三是社会力量参与。探索推广“互联网η防⋏治⋏”

模式，建成全民ѿ务ὃṇ网，实施“㲸㲷ἤ᷍”等公益项目。四是强化科技支᫇。

加强与科研院ṗ的合作和Ӛ流，为防⋏治⋏提供技术保障。

40年多来，三ԙ人累计完成治⋏造᷍28.7万ӟ，管护ሷ⋏育᷍㥿面积37.6

万ӟ，ֵ周边10万ӟ农⭦得到保护，在㞴格里⋏╖南缘ㆇ䎭一条南北长10公里、

东西ᇳ8公里的防风固⋏绿色生态ኅ障。

加强ᮇ层设ᝠ、加大资源આ入，生物多ನ性保护工作步伐加快。中国将生物

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中长期规划，成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

员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推进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2015年以来，陆续开展了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21年设立

的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ࡥ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种类；2022年底，《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ᡢ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

区，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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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大力推进

野生动植物种保护。统筹推进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截至

2021年底，74%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建立了300多种

珍稀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种群，实施了2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野外回ࡃ。

不断强化生物ᅍ传资源监管。加强对生物ᅍ传资源保护、获取、利用和惠益分享

的管理和监۽，保障生物ᅍ传资源安全。近10年来，中国平均每年发现植物新种

约200种，占全球植物年增新种数的十分之一。严防控外来物种入ൔ。中国建立

外来入ൔ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先后发布4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ൔ物种

名单》，印发《外来入ൔ物种管理办法》，制定《重点管理外来入ൔ物种名》。

坚决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建立了由27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打击野生动

植物非法贸易部际联ဝ会议制度，严ૣ打击破࣋野生动植物资源ྵ法ݖፍ行为，

取得明显成效。

积极ᛡ国际公ጞ、开展ӯӯ合作，生态环境和生物多ನ性保护国际交流合

作持续加强。积极主动履行国际义务。切实履行特利ܻ进程成员国的责任和义

务。加强《联合国森林文ກ》和《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履约工作，持续推进履

行《联合国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建设；截至2023年4月，共确立17家履行《联合国

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加强《联合国防治ࣚఒ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履约工作。提供切实的资金支持。2015年至

2022年，中国累计向联合国森林论坛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性捐款228万美元，支持联

合国森林论坛发展，加快推进全球森林资金网络的建设。积极参与和组织国际交

流。围绕发展和完善森林可持续经营߁念及其标准与指标体系，与联合国粮农组

织、联合国౹洲经济委员会、泛౹进程等加强交流。先后成功举办《联合国防治

ࣚఒ化公约》第十三次ۀ约方大会、库布其国际沙ఒ论坛等重要活动，发布《“

一带一路”防治ࣚఒ化共同行动倡议》。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例如，定

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防治ࣚఒ化和土地退化管理和技术培训，建立国际ࣚఒ化防

治知识管理中心；在老挝实施“环境保护规划工程”，向ৄә布ྴ等国提供物资

增强森林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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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ᮇ层设ᝠ、加大资源આ入，生物多ನ性保护工作步伐加快。中国将生物

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中长期规划，成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

员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推进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2015年以来，陆续开展了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21年设立

的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ࡥ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种类；2022年底，《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ᡢ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

区，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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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大力推进

野生动植物种保护。统筹推进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截至

2021年底，74%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建立了300多种

珍稀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种群，实施了2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野外回ࡃ。

不断强化生物ᅍ传资源监管。加强对生物ᅍ传资源保护、获取、利用和惠益分享

的管理和监۽，保障生物ᅍ传资源安全。近10年来，中国平均每年发现植物新种

约200种，占全球植物年增新种数的十分之一。严防控外来物种入ൔ。中国建立

外来入ൔ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先后发布4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ൔ物种

名单》，印发《外来入ൔ物种管理办法》，制定《重点管理外来入ൔ物种名》。

坚决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建立了由27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打击野生动

植物非法贸易部际联ဝ会议制度，严ૣ打击破࣋野生动植物资源ྵ法ݖፍ行为，

取得明显成效。

积极ᛡ国际公ጞ、开展ӯӯ合作，生态环境和生物多ನ性保护国际交流合

作持续加强。积极主动履行国际义务。切实履行特利ܻ进程成员国的责任和义

务。加强《联合国森林文ກ》和《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履约工作，持续推进履

行《联合国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建设；截至2023年4月，共确立17家履行《联合国

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加强《联合国防治ࣚఒ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履约工作。提供切实的资金支持。2015年至

2022年，中国累计向联合国森林论坛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性捐款228万美元，支持联

合国森林论坛发展，加快推进全球森林资金网络的建设。积极参与和组织国际交

流。围绕发展和完善森林可持续经营߁念及其标准与指标体系，与联合国粮农组

织、联合国౹洲经济委员会、泛౹进程等加强交流。先后成功举办《联合国防治

ࣚఒ化公约》第十三次ۀ约方大会、库布其国际沙ఒ论坛等重要活动，发布《“

一带一路”防治ࣚఒ化共同行动倡议》。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例如，定

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防治ࣚఒ化和土地退化管理和技术培训，建立国际ࣚఒ化防

治知识管理中心；在老挝实施“环境保护规划工程”，向ৄә布ྴ等国提供物资

增强森林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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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ᮇ层设ᝠ、加大资源આ入，生物多ನ性保护工作步伐加快。中国将生物

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中长期规划，成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

员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推进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2015年以来，陆续开展了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21年设立

的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ࡥ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种类；2022年底，《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ᡢ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

区，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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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大力推进

野生动植物种保护。统筹推进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截至

2021年底，74%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建立了300多种

珍稀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种群，实施了2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野外回ࡃ。

不断强化生物ᅍ传资源监管。加强对生物ᅍ传资源保护、获取、利用和惠益分享

的管理和监۽，保障生物ᅍ传资源安全。近10年来，中国平均每年发现植物新种

约200种，占全球植物年增新种数的十分之一。严防控外来物种入ൔ。中国建立

外来入ൔ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先后发布4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ൔ物种

名单》，印发《外来入ൔ物种管理办法》，制定《重点管理外来入ൔ物种名》。

坚决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建立了由27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打击野生动

植物非法贸易部际联ဝ会议制度，严ૣ打击破࣋野生动植物资源ྵ法ݖፍ行为，

取得明显成效。

积极ᛡ国际公ጞ、开展ӯӯ合作，生态环境和生物多ನ性保护国际交流合

作持续加强。积极主动履行国际义务。切实履行特利ܻ进程成员国的责任和义

务。加强《联合国森林文ກ》和《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履约工作，持续推进履

行《联合国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建设；截至2023年4月，共确立17家履行《联合国

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加强《联合国防治ࣚఒ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履约工作。提供切实的资金支持。2015年至

2022年，中国累计向联合国森林论坛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性捐款228万美元，支持联

合国森林论坛发展，加快推进全球森林资金网络的建设。积极参与和组织国际交

流。围绕发展和完善森林可持续经营߁念及其标准与指标体系，与联合国粮农组

织、联合国౹洲经济委员会、泛౹进程等加强交流。先后成功举办《联合国防治

ࣚఒ化公约》第十三次ۀ约方大会、库布其国际沙ఒ论坛等重要活动，发布《“

一带一路”防治ࣚఒ化共同行动倡议》。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例如，定

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防治ࣚఒ化和土地退化管理和技术培训，建立国际ࣚఒ化防

治知识管理中心；在老挝实施“环境保护规划工程”，向ৄә布ྴ等国提供物资

增强森林保护能力。

ʼڄᬷ࢈助力ࣅ᜵生ྭܳನভ保护

ᐪ西是ь⮂上水资源۞量最Ѧ富的国家，境内㮪㰅着Ѧ富多样的生物资源。

ਜ一方面，ᐪ西也面Ѫ着金䍱䍓等入物种的᥇战。金䍱䍓是一种㑷殖能力极

强、ধᇩᐞ大的亚洲␗水㴚䍓，䈛物种的大量㑷殖对ᐪ西各大河流的流域水质、

生态平㺗和水⭫工程造成了极大අ。

2017年䎭，三集团所ኔ三ᐪ西公ਮ积极ኛ行社会䍙任，与ᐪ西生物ቶ

技术中心开展合作正式启动“金䍱䍓治理项目”，利用基因技术控制金䍱䍓，取

得㢥好效果，有效保护了当地生物多样性。截至2022年12月，䈛项目引入多家

合作方，总投资额约为1100万䴭亚ቊ（约合1312万元人民ᐷ），其中三ᐪ西

公ਮ投资750万䴭亚ቊ（约合895万元人民ᐷ）。

此外，三ᐪ西公ਮ还在当地积极开展多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包括对水

ᓉ区劲类、呕⿳、水ൕ流ཧ情况、ᓉ区水质等情况进行监测。2020年，三ᐪ

西公ਮ䘔续第二年实现100%⻩中和，成为中国企业在⎭外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生动实䐫。

ܸ支持᭤ฯ绿色᫂ۢ建ښጳࢺЦ

为ᚘགྷ非洲䘶化的Ქ㿸，并改善贫困地区的生活，绿色长城项目于����年在

非洲联ⴕ和绿色长城⌑非机构的领导下启动。中国积累的ൕ地䘶化监测及防治技

术等相关经验对于非洲绿色长城建设具有重要参㘹价值。

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ガ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开发的“大数据支持非洲

绿色长城建设在线工具”为非洲绿色长城建设提供重要支᫇。基于这一工具，中

心与⌑非绿色长城机构启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Տժ计划，于2023年开展了ᐹ基

㓩法索、ດ比亚、ቲ日ቊ、ቲ日利亚、ດ内加ቊ5个试点国家的ൕ地䘶化䴬

增长报与干预工作。

中国科学家发挥自䓡优势，针对能力⅖㕰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实用工具以支

持ൕ地䘶化䴬增长目标落实，是对人类ળ运共同体理ᘫ的生动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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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ᮇ层设ᝠ、加大资源આ入，生物多ನ性保护工作步伐加快。中国将生物

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中长期规划，成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

员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推进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2015年以来，陆续开展了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21年设立

的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ࡥ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种类；2022年底，《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ᡢ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

区，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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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大力推进

野生动植物种保护。统筹推进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截至

2021年底，74%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建立了300多种

珍稀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种群，实施了2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野外回ࡃ。

不断强化生物ᅍ传资源监管。加强对生物ᅍ传资源保护、获取、利用和惠益分享

的管理和监۽，保障生物ᅍ传资源安全。近10年来，中国平均每年发现植物新种

约200种，占全球植物年增新种数的十分之一。严防控外来物种入ൔ。中国建立

外来入ൔ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先后发布4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ൔ物种

名单》，印发《外来入ൔ物种管理办法》，制定《重点管理外来入ൔ物种名》。

坚决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建立了由27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打击野生动

植物非法贸易部际联ဝ会议制度，严ૣ打击破࣋野生动植物资源ྵ法ݖፍ行为，

取得明显成效。

积极ᛡ国际公ጞ、开展ӯӯ合作，生态环境和生物多ನ性保护国际交流合

作持续加强。积极主动履行国际义务。切实履行特利ܻ进程成员国的责任和义

务。加强《联合国森林文ກ》和《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履约工作，持续推进履

行《联合国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建设；截至2023年4月，共确立17家履行《联合国

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加强《联合国防治ࣚఒ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履约工作。提供切实的资金支持。2015年至

2022年，中国累计向联合国森林论坛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性捐款228万美元，支持联

合国森林论坛发展，加快推进全球森林资金网络的建设。积极参与和组织国际交

流。围绕发展和完善森林可持续经营߁念及其标准与指标体系，与联合国粮农组

织、联合国౹洲经济委员会、泛౹进程等加强交流。先后成功举办《联合国防治

ࣚఒ化公约》第十三次ۀ约方大会、库布其国际沙ఒ论坛等重要活动，发布《“

一带一路”防治ࣚఒ化共同行动倡议》。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例如，定

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防治ࣚఒ化和土地退化管理和技术培训，建立国际ࣚఒ化防

治知识管理中心；在老挝实施“环境保护规划工程”，向ৄә布ྴ等国提供物资

增强森林保护能力。

二、基本经验

一是牢固ಞ立科ߦေঐ。中国将尊重自然规律作为生态系统保护的基本行动

准则。《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指导各地牢固树立科学绿化理念，ፏთ生态

系统的内在规律，宜则、宜灌则灌、宜草则草，积极采用乡土树种草种，合

理安排用地用水，人工造林、ݧ播造林、ހ山育林相结合，积极营造ं交林，规

范绿化设计施工，科学࣬复林草植被。

二是͖化ᮇ层制ए设ᝠ。中国将生态系统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进行整体布局，并制定专门的规划纲要和政策，指导相关部门开展扎实行动。在

各项ۥ层制度设计的引领下，统筹协调相关政府部门力量，共同推动生态系统保

护各项工作有Ⴞ推进。

三是有效ԍ实政ऊ᠊任。中国将生态系统保护纳入监۽考核体系，推动各级

地方政府开展相关工作。例如，认真落实省级政府防沙治沙目标责任考核制度，

并开展中期۽促检查和期末综合考核，推动落实目标责任制，压紧压实地方各级

政府防沙治沙职责。全面建立“林长制”，出台考核办法、激励体系、地方条例

和履职规范，促进各级地方政府的林草资源保护行动。

四是不断强化科技ஃ。中国将科技创新作为重要手，不断提高生态系统

治理措施的有效性。例如，开展林水关系等重大基础研究，实行重大科技攻关，

加大研发力度。ࣚఒ化防治方面，建立了以宏观调查为主体，年度监测、专题监

测和定位监测为补充的“空—天—地”一体化的ࣚఒ化、沙化、็ఒ化调查监测

体系。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面临森林资源ᎍ݄、

土地ࣚఒ化、生物多样性ෟ失等严ਮ战。中国将继续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理念，强化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ፙ续统ኢࡣ水ၿຬᕙ系统治ေ。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

重大工程，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做好森林可持续管理，积极开展森林

可持续经营试点。到2030年森林蓄积量在2005年基础上再增加60亿立方。实施

好红树林等โ地修复项目，持续加强໗化耕地治理。

二是ፙ续推动落实ᕝ化防治制ए规ѳ。组织实施《全国防沙治沙规划（

2021-2030年）》等相关规划、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等项目，修订完善并落实沙

化土地ހ禁保护等政策和制度。加强ࣚఒ化防治的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研究，健

全防沙治沙标准体系。引导沙区、็ఒ化地区适度发展特色产业，增进民生福祉。

三是ፙ续完善生物多ನ性保护体系。制定新时期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

行动计划，编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持续推进极度濒危野生动物

和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ኞ救，科学开展濒危物种繁育和回ࡃ自然。实施生物ᅍ

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调查کऻ，制定完善生物ᅍ传资源目。完善外来入ൔ

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统筹协调解决外来入ൔ物种防控重大问题。开展外来入

ൔ物种调查监测和综合治理。

四是ፙ续积极ᛡ公ጞ，加强国际合作。切实发挥《โ地公约》常委会主ဝ

国作用，积极履行《联合国防治ࣚఒ化公约》等公约，积极稳妥推进在ࣀ设立全

球森林资金网络办公的有关工作。推动来源国、中转国、目的地国全链条执法

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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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ᮇ层设ᝠ、加大资源આ入，生物多ನ性保护工作步伐加快。中国将生物

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中长期规划，成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

员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推进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2015年以来，陆续开展了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21年设立

的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ࡥ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种类；2022年底，《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ᡢ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

区，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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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大力推进

野生动植物种保护。统筹推进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截至

2021年底，74%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建立了300多种

珍稀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种群，实施了2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野外回ࡃ。

不断强化生物ᅍ传资源监管。加强对生物ᅍ传资源保护、获取、利用和惠益分享

的管理和监۽，保障生物ᅍ传资源安全。近10年来，中国平均每年发现植物新种

约200种，占全球植物年增新种数的十分之一。严防控外来物种入ൔ。中国建立

外来入ൔ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先后发布4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ൔ物种

名单》，印发《外来入ൔ物种管理办法》，制定《重点管理外来入ൔ物种名》。

坚决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建立了由27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打击野生动

植物非法贸易部际联ဝ会议制度，严ૣ打击破࣋野生动植物资源ྵ法ݖፍ行为，

取得明显成效。

积极ᛡ国际公ጞ、开展ӯӯ合作，生态环境和生物多ನ性保护国际交流合

作持续加强。积极主动履行国际义务。切实履行特利ܻ进程成员国的责任和义

务。加强《联合国森林文ກ》和《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履约工作，持续推进履

行《联合国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建设；截至2023年4月，共确立17家履行《联合国

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加强《联合国防治ࣚఒ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履约工作。提供切实的资金支持。2015年至

2022年，中国累计向联合国森林论坛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性捐款228万美元，支持联

合国森林论坛发展，加快推进全球森林资金网络的建设。积极参与和组织国际交

流。围绕发展和完善森林可持续经营߁念及其标准与指标体系，与联合国粮农组

织、联合国౹洲经济委员会、泛౹进程等加强交流。先后成功举办《联合国防治

ࣚఒ化公约》第十三次ۀ约方大会、库布其国际沙ఒ论坛等重要活动，发布《“

一带一路”防治ࣚఒ化共同行动倡议》。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例如，定

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防治ࣚఒ化和土地退化管理和技术培训，建立国际ࣚఒ化防

治知识管理中心；在老挝实施“环境保护规划工程”，向ৄә布ྴ等国提供物资

增强森林保护能力。

二、基本经验

一是牢固ಞ立科ߦေঐ。中国将尊重自然规律作为生态系统保护的基本行动

准则。《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指导各地牢固树立科学绿化理念，ፏთ生态

系统的内在规律，宜则、宜灌则灌、宜草则草，积极采用乡土树种草种，合

理安排用地用水，人工造林、ݧ播造林、ހ山育林相结合，积极营造ं交林，规

范绿化设计施工，科学࣬复林草植被。

二是͖化ᮇ层制ए设ᝠ。中国将生态系统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进行整体布局，并制定专门的规划纲要和政策，指导相关部门开展扎实行动。在

各项ۥ层制度设计的引领下，统筹协调相关政府部门力量，共同推动生态系统保

护各项工作有Ⴞ推进。

三是有效ԍ实政ऊ᠊任。中国将生态系统保护纳入监۽考核体系，推动各级

地方政府开展相关工作。例如，认真落实省级政府防沙治沙目标责任考核制度，

并开展中期۽促检查和期末综合考核，推动落实目标责任制，压紧压实地方各级

政府防沙治沙职责。全面建立“林长制”，出台考核办法、激励体系、地方条例

和履职规范，促进各级地方政府的林草资源保护行动。

四是不断强化科技ஃ。中国将科技创新作为重要手，不断提高生态系统

治理措施的有效性。例如，开展林水关系等重大基础研究，实行重大科技攻关，

加大研发力度。ࣚఒ化防治方面，建立了以宏观调查为主体，年度监测、专题监

测和定位监测为补充的“空—天—地”一体化的ࣚఒ化、沙化、็ఒ化调查监测

体系。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面临森林资源ᎍ݄、

土地ࣚఒ化、生物多样性ෟ失等严ਮ战。中国将继续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理念，强化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ፙ续统ኢࡣ水ၿຬᕙ系统治ေ。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

重大工程，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做好森林可持续管理，积极开展森林

可持续经营试点。到2030年森林蓄积量在2005年基础上再增加60亿立方。实施

好红树林等โ地修复项目，持续加强໗化耕地治理。

二是ፙ续推动落实ᕝ化防治制ए规ѳ。组织实施《全国防沙治沙规划（

2021-2030年）》等相关规划、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等项目，修订完善并落实沙

化土地ހ禁保护等政策和制度。加强ࣚఒ化防治的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研究，健

全防沙治沙标准体系。引导沙区、็ఒ化地区适度发展特色产业，增进民生福祉。

三是ፙ续完善生物多ನ性保护体系。制定新时期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

行动计划，编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案。持续推进极度濒危野生动物

和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ኞ救，科学开展濒危物种繁育和回ࡃ自然。实施生物ᅍ

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调查کऻ，制定完善生物ᅍ传资源目。完善外来入ൔ

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统筹协调解决外来入ൔ物种防控重大问题。开展外来入

ൔ物种调查监测和综合治理。

四是ፙ续积极ᛡ公ጞ，加强国际合作。切实发挥《โ地公约》常委会主ဝ

国作用，积极履行《联合国防治ࣚఒ化公约》等公约，积极稳妥推进在ࣀ设立全

球森林资金网络办公的有关工作。推动来源国、中转国、目的地国全链条执法

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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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ᮇ层设ᝠ、加大资源આ入，生物多ನ性保护工作步伐加快。中国将生物

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中长期规划，成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

员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推进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2015年以来，陆续开展了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21年设立

的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ࡥ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种类；2022年底，《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ᡢ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

区，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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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大力推进

野生动植物种保护。统筹推进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截至

2021年底，74%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建立了300多种

珍稀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种群，实施了2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野外回ࡃ。

不断强化生物ᅍ传资源监管。加强对生物ᅍ传资源保护、获取、利用和惠益分享

的管理和监۽，保障生物ᅍ传资源安全。近10年来，中国平均每年发现植物新种

约200种，占全球植物年增新种数的十分之一。严防控外来物种入ൔ。中国建立

外来入ൔ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先后发布4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ൔ物种

名单》，印发《外来入ൔ物种管理办法》，制定《重点管理外来入ൔ物种名》。

坚决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建立了由27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打击野生动

植物非法贸易部际联ဝ会议制度，严ૣ打击破࣋野生动植物资源ྵ法ݖፍ行为，

取得明显成效。

积极ᛡ国际公ጞ、开展ӯӯ合作，生态环境和生物多ನ性保护国际交流合

作持续加强。积极主动履行国际义务。切实履行特利ܻ进程成员国的责任和义

务。加强《联合国森林文ກ》和《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履约工作，持续推进履

行《联合国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建设；截至2023年4月，共确立17家履行《联合国

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加强《联合国防治ࣚఒ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履约工作。提供切实的资金支持。2015年至

2022年，中国累计向联合国森林论坛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性捐款228万美元，支持联

合国森林论坛发展，加快推进全球森林资金网络的建设。积极参与和组织国际交

流。围绕发展和完善森林可持续经营߁念及其标准与指标体系，与联合国粮农组

织、联合国౹洲经济委员会、泛౹进程等加强交流。先后成功举办《联合国防治

ࣚఒ化公约》第十三次ۀ约方大会、库布其国际沙ఒ论坛等重要活动，发布《“

一带一路”防治ࣚఒ化共同行动倡议》。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例如，定

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防治ࣚఒ化和土地退化管理和技术培训，建立国际ࣚఒ化防

治知识管理中心；在老挝实施“环境保护规划工程”，向ৄә布ྴ等国提供物资

增强森林保护能力。

目标   ظॺ和ೝĂԈඹ的มࣷᅜ促进

可持续݀ቛ，ඟᆶ人ీۼ໕ዮິ݆，在各

पॺ૬ᆶၳĂሴ和Ԉඹ的ऐࠓ

16

一、落实进展

中国政府致力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严ૣ打击各类ྵ

法ݖፍ，坚决ྼ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不断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全面巩

固ޫݒӨ斗争成果，较好地保障了人民利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同时，

中国深入开展国际执法ິ法合作，与国际社会共同减少ྵ法ݖፍ活动。

坚决治Պ类ᤋข࿁Ꮅ活动，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产安全。依法严׳

าཪہ覆破࣋、暴力ֈ、间۟、民ፃ分ଛ、ጸ教极端等危࡞国家政权

、制度和意识形态安全ݖፍ，保持对ጽຳഗڑ药、涉黑涉恶、ڣാ್、黄

食药࡞ᆙ强ଜ的危ݒፍ的高压态势。加大对群众ݖ社会治安࡞毒等严重危܄

安全、危࡞安全生产、高空ಙ物、ཧڣᲩ盖、电信网络ቋ್、ൔݖ公民个

人信တ等ྵ法ݖፍ的׳治力度。中国႘事ݖፍ案件、严重暴力ݖፍ案件总体

呈持续下降态势。2015年至2022年，全国每10万人命案立案数从0.99起持续

下降到0.42起，长期处于全球立案率最低国家行列；2022年，严重暴力ݖፍ

起໕人数为近20年来最低，占比为3.9%；人民群众安全感指数由2016年的95.36%

上升到2021年98.6%。中国已成为世界上ݖፍ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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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ᮇ层设ᝠ、加大资源આ入，生物多ನ性保护工作步伐加快。中国将生物

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中长期规划，成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

员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实施《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推进自然

保护地体系建设。2015年以来，陆续开展了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21年设立

的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ࡥ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植物种类；2022年底，《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ᡢ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

区，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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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大力推进

野生动植物种保护。统筹推进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截至

2021年底，74%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建立了300多种

珍稀濒危陆生野生动物的人工繁育种群，实施了2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野外回ࡃ。

不断强化生物ᅍ传资源监管。加强对生物ᅍ传资源保护、获取、利用和惠益分享

的管理和监۽，保障生物ᅍ传资源安全。近10年来，中国平均每年发现植物新种

约200种，占全球植物年增新种数的十分之一。严防控外来物种入ൔ。中国建立

外来入ൔ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先后发布4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ൔ物种

名单》，印发《外来入ൔ物种管理办法》，制定《重点管理外来入ൔ物种名》。

坚决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建立了由27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国务院打击野生动

植物非法贸易部际联ဝ会议制度，严ૣ打击破࣋野生动植物资源ྵ法ݖፍ行为，

取得明显成效。

积极ᛡ国际公ጞ、开展ӯӯ合作，生态环境和生物多ನ性保护国际交流合

作持续加强。积极主动履行国际义务。切实履行特利ܻ进程成员国的责任和义

务。加强《联合国森林文ກ》和《联合国森林战略规划》履约工作，持续推进履

行《联合国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建设；截至2023年4月，共确立17家履行《联合国

森林文ກ》示范单位。加强《联合国防治ࣚఒ化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等履约工作。提供切实的资金支持。2015年至

2022年，中国累计向联合国森林论坛信托基金提供自愿性捐款228万美元，支持联

合国森林论坛发展，加快推进全球森林资金网络的建设。积极参与和组织国际交

流。围绕发展和完善森林可持续经营߁念及其标准与指标体系，与联合国粮农组

织、联合国౹洲经济委员会、泛౹进程等加强交流。先后成功举办《联合国防治

ࣚఒ化公约》第十三次ۀ约方大会、库布其国际沙ఒ论坛等重要活动，发布《“

一带一路”防治ࣚఒ化共同行动倡议》。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例如，定

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防治ࣚఒ化和土地退化管理和技术培训，建立国际ࣚఒ化防

治知识管理中心；在老挝实施“环境保护规划工程”，向ৄә布ྴ等国提供物资

增强森林保护能力。

中国政府致力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严ૣ打击各类ྵ

法ݖፍ，坚决ྼ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不断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全面巩

固ޫݒӨ斗争成果，较好地保障了人民利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同时，

中国深入开展国际执法ິ法合作，与国际社会共同减少ྵ法ݖፍ活动。

坚决治Պ类ᤋข࿁Ꮅ活动，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产安全。依法严׳

าཪہ覆破࣋、暴力ֈ、间۟、民ፃ分ଛ、ጸ教极端等危࡞国家政权

、制度和意识形态安全ݖፍ，保持对ጽຳഗڑ药、涉黑涉恶、ڣാ್、黄

食药࡞ᆙ强ଜ的危ݒፍ的高压态势。加大对群众ݖ社会治安࡞毒等严重危܄

安全、危࡞安全生产、高空ಙ物、ཧڣᲩ盖、电信网络ቋ್、ൔݖ公民个

人信တ等ྵ法ݖፍ的׳治力度。中国႘事ݖፍ案件、严重暴力ݖፍ案件总体

呈持续下降态势。2015年至2022年，全国每10万人命案立案数从0.99起持续

下降到0.42起，长期处于全球立案率最低国家行列；2022年，严重暴力ݖፍ

起໕人数为近20年来最低，占比为3.9%；人民群众安全感指数由2016年的95.36%

上升到2021年98.6%。中国已成为世界上ݖፍ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

੪击ႃ信Ꭺፏឃᰕ࿁Ꮅ，保护人ඟ群众᠉产߷Л

䳅着互联网的Ფ及，⭫信网㔒䇾働⣥㖠现增长态势，严重့㛷广大人民

群众的财产安全。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加强“四专两合力”建设，打

击⭫信网㔒䇾働⣥㖠获案件数和ᣉ获⣥㖠ᄂ⯇人数᱄显提升，案件高发多发

态势得到有效䚅制，为被働民众ᥳ回大量财产ᦕཧ。

一是制䇘出台Ʌਃ⭫信网㔒䇾働法Ɇ一系ࡍ法ᗁ法规ᮽ件，完善ਃ䇾法ᗁ

体系，为打击治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法ᗁ支᫇。二是加强专门䱕Ճ建设，成立

国家ਃ䇾中心和8个国家级分中心，推动地方建立相应的ਃ䇾中心。三是加强专

案攻坚，部署开展“全国公安机关打击⭫信网㔒䇾働⣥㖠专项行动”“Ӈࢇ”行动等。

四是推进智慧公安建设，充分发挥ࡇӁ技术支᫇优势，全面提升资金流、信息

流、网㔒流的研࡚取䇷能力；开通96110专线⭫䈓、12381短信平台，大力提升

预䆜࣓䱱效能；研制推出国家ਃ䇾中心APP，构建ਃ䇾防护网㔒，成功䚵免大

批民众被働。ӊ是面向全社会开展ਃ䇾宣传防范，先后开展主题宣传活动1.3万

场次，ਢ开3000余次新闻发ᐹ会，发放宣传资ᯏ6.9亿Գ，发䘷公益短信30.7亿

条，形成全社会ਃ䇾的⎉≑围。

完善ᄱТข॥ข规，全力保障妇ݙ儿童等ीҹ群体生命安全和合ข权ᄞ。完

善妇女儿童保护相关法律法规。2016年以来，相继制定或修订通过《ݒ家庭暴力

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严格落实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积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不断

健全完善110家暴类য়情接处য়工作机制，严格依法处置家暴类য়情，对涉及家

庭暴力、ൔݖ妇女儿童权益的报য়求助，做到快速接য়、快速处য়。打击ஜ妇

女儿童的ݖፍ活动。2022年3月，公安部开展打击ஜ妇女儿童ݖፍ专项行动，

对ᅑຼ被ஜ被ൔ࡞妇女、失ጷ未成年人立न启动快速查ቴ机制，确认为ஜ案

件的严格执行“一长三包”责任制，力争现案全破、ڣാ儿童案件必破。2022年

8月，公安部公布全国5000余个免费采血点信တ，助力被家庭早日实现团ᇶ。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伤࡞事故发生。做实城乡社区য়务工作，专项部署开展“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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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园”，推动落实高峰൘务和“护学岗”机制，排查整改校园及ዜ边风险ᆆ患。

构建现代公共ข॥服务体系，增强人民群众ข॥ਓ识和ᖍ得ข॥服务的可及

性。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出台《法律援助法》，扩大援助对象、增加援助事项、

对困难群体给予政策ൡၽ；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有效覆盖，优化升级公共

法律服务ඤ线和网络平台。2015年至2022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法律

援助案件1153万件，受援人数达1371万，提供法律ጧკ8769万人次。加强႘事法

律援助工作。各级ິ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依法对没有委托Ց护人的ݖፍ၁

ᅑ人、被告人提供႘事Ց护法律援助服务，目前法定通知Ց护案件的指派率已达

100%。优化Ս民措施。设立法律援助工作በ7万个，依托村（居）委会设立法律

援助联络点26万个。加强基层普法宣传。全国普法办命名了4批113个全国法治宣

传教育基地，全国行政村（社区）法治宣传ત等ን地覆盖率达95.7%；大力培育

乡村“法律明白人”，截至2023年2月底，全国共培育乡村“法律明白人”383.9

万名，25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了每个行政村有3名“法律明

白人”。

巩固Ԧᑼ᠌̂成果，建立更加ຍङ、ᰴ效、负᠊的政ऊ。深化ु检监察体

制改革，逐步形成ु律监۽、监察监۽、派ጂ监۽、ნ视监۽“四个全覆盖”格

局。坚定不ᅎ“打ࢸ”“ಆᆒ”“ଞ׳，”ࢴ治ޫӨ形成有效Կ环。坚决ܴ制增

量、削减存量，ޫӨண延势头得到有力ܴ制，ޫݒӨ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

巩固，进入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常态化。坚决整治群众身边ޫӨ问题力

度，开展扶贫领域ޫӨ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持续开展“天网行动”，2014年至

2022年，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一大批外༧人员，追ছ大量ሣ款。目前，

“百名红通人员”中已有62人落网。

推进ข治政ऊ建设，全面提ᰴΚขᛡ政水平。加强ۥ层设计，统筹推进法治

建设工作。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

要（2015-2020）》《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察工作规定》等重要文件。组

织开展行政法规和规ቤ集中清理，协调推进法律法规立改废工作。2016年至2022

年，清理和修改46部法律、212件行政法规，涉及机构改革、“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ኤቷ分”改革等多个领域。严格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监۽行

政机关依法行政。2016年至2022年，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共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约161.3万件，在ྼ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ၿ稳定、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强行政调解工作。依法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交通࡞ತ

治安管理、环境污染、社会保障、房土地征收、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行政调、

解，及时妥善推进லܜৰݵ化解。截至2022年，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3万

个，人民调解员317.6万人。2022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各类லܜৰݵ

892.3万件。

ΚขΚጞ开展国际ੰขՃข合作，共同打Ѥᡵ境ᤋข࿁Ꮅ活动。健全国际႘

事ິ法协助体系建设。2018年，中国正式颁布并施行《国际႘事ິ法协助法》，

填补了႘事ິ法协助国际合作领域法律空白。组织参加打击ݖፍ相关国际活动。

积极参与联合国预防ݖፍ和႘事ິ法领域各项活动，包括预防ݖፍ和႘事ິ法大

会、届会、届间会等，就预防和打击各类传统和新型ݖፍ等提供中国方案。持续

完善国际执法ິ法合作网络。目前，中国已与60个国家ധ署引渡条约，与46个国

家ധ署႘事ິ法协助条约，与40个国家ധ署了民商（႘）事ິ法协助条约。2016

年以来，共累计收到并办理外国႘事ິ法协助൩求超过2000件。积极参与国际ݒ

合作。不断拓展对外ݒ合作关系，积极参与联合国、上合组织、国际႘য়、

金ጇ国家和国际ݒ论坛等多边ݒ合作平台。2022年，中国作为金ጇ国家主ဝ

国，对金ጇ各方16名学员开展了为期12天的ݒ业务培训。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З对ข治中国建设的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创造社会长期稳定ആग的最大ӎ，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ኤ。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建设更高

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把服务群众、造福百Ⴁ作为根本ጸ旨，使平安中国、

法治中国建设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利益、激发人民创造。

三是坚持̰基本国情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最适合中国国情、

最ޙ合中国实际的法治道路。中国始终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

法治化。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将继续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努力创建和平、包容、公

正的社会环境，坚决ྼ护人民利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 

一是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守住守牢安全底

线，把ྼ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以人民安全为ጸ旨、以政

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ਬ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

际安全为依托，为中国改革发展营造更加有力的安全环境。

二是完善中国ྲ色社会˟˧ข॥体系。加快推进国家治理急需、人民美好生

活必需的重要立法，以法治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增进人民获得感႞福感安全感。

加快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领域立法，以良法善治保障新兴领域健康

发展。适应对外法治合作新形势新任务，补齐补强涉外立法短板，加快完善涉外

法律规范体系。

三是ˑಫ公Ճข。坚持ິ法为民，改进ິ法工作作风，切实解决好老百Ⴁ

打官ິ难问题，正确把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要求，更多、更好地满足人民

群众的利益໕求。坚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实现个案公正与整体公

正、法律公正与社会公正相统一。提高执法办案能力，把严格ິ法与ල性ິ法结

合起来。

四是坚决ட治Պ类ᑼ᠌ᛡ为。聚焦就业创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保、乡村振

兴等领域，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ᆒ༄”“ᅗ༄”，深化整治金融、国有企业、

政法、粮食购销等领域、行业的ޫӨ。严෬治享ૂ主义、ท之风，严查重处

形式主义、官ଏ主义。精准运用监۽执ु“四种形态”，坚持׳前Ի后、治病救

人方ኍ。深化ޫݒӨ国际合作，持续开展“天网行动”，一体构建追༧防༧追ሣ

机制。

五是加强国际ੰขՃข合作。健全涉外执法ິ法工作机制，在国家层面建立

跨部门的工作机制，完善国际商事ৰݵ多元化解机制。完善涉外执法ິ法标准和

程Ⴞ，ဦ化涉外ິ法解、规范ິ法流程，完善涉外ິ法案例指导制度，统一法

律适用标准。加强涉外执法ິ法人员培训。强化外ᇕ、外国法律、金融、贸易等

方面能力培训，完善人才使用和储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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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园”，推动落实高峰൘务和“护学岗”机制，排查整改校园及ዜ边风险ᆆ患。

构建现代公共ข॥服务体系，增强人民群众ข॥ਓ识和ᖍ得ข॥服务的可及

性。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出台《法律援助法》，扩大援助对象、增加援助事项、

对困难群体给予政策ൡၽ；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有效覆盖，优化升级公共

法律服务ඤ线和网络平台。2015年至2022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法律

援助案件1153万件，受援人数达1371万，提供法律ጧკ8769万人次。加强႘事法

律援助工作。各级ິ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依法对没有委托Ց护人的ݖፍ၁

ᅑ人、被告人提供႘事Ց护法律援助服务，目前法定通知Ց护案件的指派率已达

100%。优化Ս民措施。设立法律援助工作በ7万个，依托村（居）委会设立法律

援助联络点26万个。加强基层普法宣传。全国普法办命名了4批113个全国法治宣

传教育基地，全国行政村（社区）法治宣传ત等ን地覆盖率达95.7%；大力培育

乡村“法律明白人”，截至2023年2月底，全国共培育乡村“法律明白人”383.9

万名，25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了每个行政村有3名“法律明

白人”。

巩固Ԧᑼ᠌̂成果，建立更加ຍङ、ᰴ效、负᠊的政ऊ。深化ु检监察体

制改革，逐步形成ु律监۽、监察监۽、派ጂ监۽、ნ视监۽“四个全覆盖”格

局。坚定不ᅎ“打ࢸ”“ಆᆒ”“ଞ׳，”ࢴ治ޫӨ形成有效Կ环。坚决ܴ制增

量、削减存量，ޫӨண延势头得到有力ܴ制，ޫݒӨ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

巩固，进入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常态化。坚决整治群众身边ޫӨ问题力

度，开展扶贫领域ޫӨ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持续开展“天网行动”，2014年至

2022年，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一大批外༧人员，追ছ大量ሣ款。目前，

“百名红通人员”中已有62人落网。

推进ข治政ऊ建设，全面提ᰴΚขᛡ政水平。加强ۥ层设计，统筹推进法治

建设工作。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

要（2015-2020）》《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察工作规定》等重要文件。组

织开展行政法规和规ቤ集中清理，协调推进法律法规立改废工作。2016年至2022

年，清理和修改46部法律、212件行政法规，涉及机构改革、“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ኤቷ分”改革等多个领域。严格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监۽行

政机关依法行政。2016年至2022年，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共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约161.3万件，在ྼ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ၿ稳定、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强行政调解工作。依法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交通࡞ತ

治安管理、环境污染、社会保障、房土地征收、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行政调、

解，及时妥善推进லܜৰݵ化解。截至2022年，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3万

个，人民调解员317.6万人。2022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各类லܜৰݵ

892.3万件。

ΚขΚጞ开展国际ੰขՃข合作，共同打Ѥᡵ境ᤋข࿁Ꮅ活动。健全国际႘

事ິ法协助体系建设。2018年，中国正式颁布并施行《国际႘事ິ法协助法》，

填补了႘事ິ法协助国际合作领域法律空白。组织参加打击ݖፍ相关国际活动。

积极参与联合国预防ݖፍ和႘事ິ法领域各项活动，包括预防ݖፍ和႘事ິ法大

会、届会、届间会等，就预防和打击各类传统和新型ݖፍ等提供中国方案。持续

完善国际执法ິ法合作网络。目前，中国已与60个国家ധ署引渡条约，与46个国

家ധ署႘事ິ法协助条约，与40个国家ധ署了民商（႘）事ິ法协助条约。2016

年以来，共累计收到并办理外国႘事ິ法协助൩求超过2000件。积极参与国际ݒ

合作。不断拓展对外ݒ合作关系，积极参与联合国、上合组织、国际႘য়、

金ጇ国家和国际ݒ论坛等多边ݒ合作平台。2022年，中国作为金ጇ国家主ဝ

国，对金ጇ各方16名学员开展了为期12天的ݒ业务培训。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З对ข治中国建设的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创造社会长期稳定ആग的最大ӎ，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ኤ。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建设更高

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把服务群众、造福百Ⴁ作为根本ጸ旨，使平安中国、

法治中国建设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利益、激发人民创造。

三是坚持̰基本国情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最适合中国国情、

最ޙ合中国实际的法治道路。中国始终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

法治化。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将继续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努力创建和平、包容、公

正的社会环境，坚决ྼ护人民利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 

一是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守住守牢安全底

线，把ྼ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以人民安全为ጸ旨、以政

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ਬ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

际安全为依托，为中国改革发展营造更加有力的安全环境。

二是完善中国ྲ色社会˟˧ข॥体系。加快推进国家治理急需、人民美好生

活必需的重要立法，以法治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增进人民获得感႞福感安全感。

加快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领域立法，以良法善治保障新兴领域健康

发展。适应对外法治合作新形势新任务，补齐补强涉外立法短板，加快完善涉外

法律规范体系。

三是ˑಫ公Ճข。坚持ິ法为民，改进ິ法工作作风，切实解决好老百Ⴁ

打官ິ难问题，正确把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要求，更多、更好地满足人民

群众的利益໕求。坚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实现个案公正与整体公

正、法律公正与社会公正相统一。提高执法办案能力，把严格ິ法与ල性ິ法结

合起来。

四是坚决ட治Պ类ᑼ᠌ᛡ为。聚焦就业创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保、乡村振

兴等领域，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ᆒ༄”“ᅗ༄”，深化整治金融、国有企业、

政法、粮食购销等领域、行业的ޫӨ。严෬治享ૂ主义、ท之风，严查重处

形式主义、官ଏ主义。精准运用监۽执ु“四种形态”，坚持׳前Ի后、治病救

人方ኍ。深化ޫݒӨ国际合作，持续开展“天网行动”，一体构建追༧防༧追ሣ

机制。

五是加强国际ੰขՃข合作。健全涉外执法ິ法工作机制，在国家层面建立

跨部门的工作机制，完善国际商事ৰݵ多元化解机制。完善涉外执法ິ法标准和

程Ⴞ，ဦ化涉外ິ法解、规范ິ法流程，完善涉外ິ法案例指导制度，统一法

律适用标准。加强涉外执法ິ法人员培训。强化外ᇕ、外国法律、金融、贸易等

方面能力培训，完善人才使用和储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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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园”，推动落实高峰൘务和“护学岗”机制，排查整改校园及ዜ边风险ᆆ患。

构建现代公共ข॥服务体系，增强人民群众ข॥ਓ识和ᖍ得ข॥服务的可及

性。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出台《法律援助法》，扩大援助对象、增加援助事项、

对困难群体给予政策ൡၽ；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有效覆盖，优化升级公共

法律服务ඤ线和网络平台。2015年至2022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法律

援助案件1153万件，受援人数达1371万，提供法律ጧკ8769万人次。加强႘事法

律援助工作。各级ິ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依法对没有委托Ց护人的ݖፍ၁

ᅑ人、被告人提供႘事Ց护法律援助服务，目前法定通知Ց护案件的指派率已达

100%。优化Ս民措施。设立法律援助工作በ7万个，依托村（居）委会设立法律

援助联络点26万个。加强基层普法宣传。全国普法办命名了4批113个全国法治宣

传教育基地，全国行政村（社区）法治宣传ત等ን地覆盖率达95.7%；大力培育

乡村“法律明白人”，截至2023年2月底，全国共培育乡村“法律明白人”383.9

万名，25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了每个行政村有3名“法律明

白人”。

巩固Ԧᑼ᠌̂成果，建立更加ຍङ、ᰴ效、负᠊的政ऊ。深化ु检监察体

制改革，逐步形成ु律监۽、监察监۽、派ጂ监۽、ნ视监۽“四个全覆盖”格

局。坚定不ᅎ“打ࢸ”“ಆᆒ”“ଞ׳，”ࢴ治ޫӨ形成有效Կ环。坚决ܴ制增

量、削减存量，ޫӨண延势头得到有力ܴ制，ޫݒӨ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

巩固，进入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常态化。坚决整治群众身边ޫӨ问题力

度，开展扶贫领域ޫӨ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持续开展“天网行动”，2014年至

2022年，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一大批外༧人员，追ছ大量ሣ款。目前，

“百名红通人员”中已有62人落网。

推进ข治政ऊ建设，全面提ᰴΚขᛡ政水平。加强ۥ层设计，统筹推进法治

建设工作。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

要（2015-2020）》《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察工作规定》等重要文件。组

织开展行政法规和规ቤ集中清理，协调推进法律法规立改废工作。2016年至2022

年，清理和修改46部法律、212件行政法规，涉及机构改革、“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ኤቷ分”改革等多个领域。严格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监۽行

政机关依法行政。2016年至2022年，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共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约161.3万件，在ྼ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ၿ稳定、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强行政调解工作。依法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交通࡞ತ

治安管理、环境污染、社会保障、房土地征收、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行政调、

解，及时妥善推进லܜৰݵ化解。截至2022年，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3万

个，人民调解员317.6万人。2022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各类லܜৰݵ

892.3万件。

ΚขΚጞ开展国际ੰขՃข合作，共同打Ѥᡵ境ᤋข࿁Ꮅ活动。健全国际႘

事ິ法协助体系建设。2018年，中国正式颁布并施行《国际႘事ິ法协助法》，

填补了႘事ິ法协助国际合作领域法律空白。组织参加打击ݖፍ相关国际活动。

积极参与联合国预防ݖፍ和႘事ິ法领域各项活动，包括预防ݖፍ和႘事ິ法大

会、届会、届间会等，就预防和打击各类传统和新型ݖፍ等提供中国方案。持续

完善国际执法ິ法合作网络。目前，中国已与60个国家ധ署引渡条约，与46个国

家ധ署႘事ິ法协助条约，与40个国家ധ署了民商（႘）事ິ法协助条约。2016

年以来，共累计收到并办理外国႘事ິ法协助൩求超过2000件。积极参与国际ݒ

合作。不断拓展对外ݒ合作关系，积极参与联合国、上合组织、国际႘য়、

金ጇ国家和国际ݒ论坛等多边ݒ合作平台。2022年，中国作为金ጇ国家主ဝ

国，对金ጇ各方16名学员开展了为期12天的ݒ业务培训。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З对ข治中国建设的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创造社会长期稳定ആग的最大ӎ，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ኤ。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建设更高

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把服务群众、造福百Ⴁ作为根本ጸ旨，使平安中国、

法治中国建设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利益、激发人民创造。

三是坚持̰基本国情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最适合中国国情、

最ޙ合中国实际的法治道路。中国始终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依法治国、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

法治化。

三、下一步工作!

中国将继续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努力创建和平、包容、公

正的社会环境，坚决ྼ护人民利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 

一是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守住守牢安全底

线，把ྼ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以人民安全为ጸ旨、以政

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ਬ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

际安全为依托，为中国改革发展营造更加有力的安全环境。

二是完善中国ྲ色社会˟˧ข॥体系。加快推进国家治理急需、人民美好生

活必需的重要立法，以法治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增进人民获得感႞福感安全感。

加快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领域立法，以良法善治保障新兴领域健康

发展。适应对外法治合作新形势新任务，补齐补强涉外立法短板，加快完善涉外

法律规范体系。

三是ˑಫ公Ճข。坚持ິ法为民，改进ິ法工作作风，切实解决好老百Ⴁ

打官ິ难问题，正确把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要求，更多、更好地满足人民

群众的利益໕求。坚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实现个案公正与整体公

正、法律公正与社会公正相统一。提高执法办案能力，把严格ິ法与ල性ິ法结

合起来。

四是坚决ட治Պ类ᑼ᠌ᛡ为。聚焦就业创业、教育医疗、养老社保、乡村振

兴等领域，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ᆒ༄”“ᅗ༄”，深化整治金融、国有企业、

政法、粮食购销等领域、行业的ޫӨ。严෬治享ૂ主义、ท之风，严查重处

形式主义、官ଏ主义。精准运用监۽执ु“四种形态”，坚持׳前Ի后、治病救

人方ኍ。深化ޫݒӨ国际合作，持续开展“天网行动”，一体构建追༧防༧追ሣ

机制。

五是加强国际ੰขՃข合作。健全涉外执法ິ法工作机制，在国家层面建立

跨部门的工作机制，完善国际商事ৰݵ多元化解机制。完善涉外执法ິ法标准和

程Ⴞ，ဦ化涉外ິ法解、规范ິ法流程，完善涉外ິ法案例指导制度，统一法

律适用标准。加强涉外执法ິ法人员培训。强化外ᇕ、外国法律、金融、贸易等

方面能力培训，完善人才使用和储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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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园”，推动落实高峰൘务和“护学岗”机制，排查整改校园及ዜ边风险ᆆ患。

构建现代公共ข॥服务体系，增强人民群众ข॥ਓ识和ᖍ得ข॥服务的可及

性。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出台《法律援助法》，扩大援助对象、增加援助事项、

对困难群体给予政策ൡၽ；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有效覆盖，优化升级公共

法律服务ඤ线和网络平台。2015年至2022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法律

援助案件1153万件，受援人数达1371万，提供法律ጧკ8769万人次。加强႘事法

律援助工作。各级ິ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援助机构依法对没有委托Ց护人的ݖፍ၁

ᅑ人、被告人提供႘事Ց护法律援助服务，目前法定通知Ց护案件的指派率已达

100%。优化Ս民措施。设立法律援助工作በ7万个，依托村（居）委会设立法律

援助联络点26万个。加强基层普法宣传。全国普法办命名了4批113个全国法治宣

传教育基地，全国行政村（社区）法治宣传ત等ን地覆盖率达95.7%；大力培育

乡村“法律明白人”，截至2023年2月底，全国共培育乡村“法律明白人”383.9

万名，25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了每个行政村有3名“法律明

白人”。

巩固Ԧᑼ᠌̂成果，建立更加ຍङ、ᰴ效、负᠊的政ऊ。深化ु检监察体

制改革，逐步形成ु律监۽、监察监۽、派ጂ监۽、ნ视监۽“四个全覆盖”格

局。坚定不ᅎ“打ࢸ”“ಆᆒ”“ଞ׳，”ࢴ治ޫӨ形成有效Կ环。坚决ܴ制增

量、削减存量，ޫӨண延势头得到有力ܴ制，ޫݒӨ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

巩固，进入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常态化。坚决整治群众身边ޫӨ问题力

度，开展扶贫领域ޫӨ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持续开展“天网行动”，2014年至

2022年，共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一大批外༧人员，追ছ大量ሣ款。目前，

“百名红通人员”中已有62人落网。

推进ข治政ऊ建设，全面提ᰴΚขᛡ政水平。加强ۥ层设计，统筹推进法治

建设工作。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

要（2015-2020）》《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察工作规定》等重要文件。组

织开展行政法规和规ቤ集中清理，协调推进法律法规立改废工作。2016年至2022

年，清理和修改46部法律、212件行政法规，涉及机构改革、“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ኤቷ分”改革等多个领域。严格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监۽行

政机关依法行政。2016年至2022年，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共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约161.3万件，在ྼ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ၿ稳定、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强行政调解工作。依法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交通࡞ತ

治安管理、环境污染、社会保障、房土地征收、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行政调、

解，及时妥善推进லܜৰݵ化解。截至2022年，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3万

个，人民调解员317.6万人。2022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各类லܜৰݵ

892.3万件。

ΚขΚጞ开展国际ੰขՃข合作，共同打Ѥᡵ境ᤋข࿁Ꮅ活动。健全国际႘

事ິ法协助体系建设。2018年，中国正式颁布并施行《国际႘事ິ法协助法》，

填补了႘事ິ法协助国际合作领域法律空白。组织参加打击ݖፍ相关国际活动。

积极参与联合国预防ݖፍ和႘事ິ法领域各项活动，包括预防ݖፍ和႘事ິ法大

会、届会、届间会等，就预防和打击各类传统和新型ݖፍ等提供中国方案。持续

完善国际执法ິ法合作网络。目前，中国已与60个国家ധ署引渡条约，与46个国

家ധ署႘事ິ法协助条约，与40个国家ധ署了民商（႘）事ິ法协助条约。2016

年以来，共累计收到并办理外国႘事ິ法协助൩求超过2000件。积极参与国际ݒ

合作。不断拓展对外ݒ合作关系，积极参与联合国、上合组织、国际႘য়、

金ጇ国家和国际ݒ论坛等多边ݒ合作平台。2022年，中国作为金ጇ国家主ဝ

国，对金ጇ各方16名学员开展了为期12天的ݒ业务培训。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З对ข治中国建设的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创造社会长期稳定ആग的最大ӎ，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ኤ。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建设更高

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把服务群众、造福百Ⴁ作为根本ጸ旨，使平安中国、

法治中国建设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利益、激发人民创造。

三是坚持̰基本国情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最适合中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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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实进展

中国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可持续发展伙伴关

系的实践者。2015年以来，中国在扎实推进落实2030年议程的同时，推动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提出并合力落实全球发

展倡议，加大国际发展合作力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应

对多重风险战、合发展赤字、促进全球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重要贡

献。

推动共建“一ࣜ一”ᰴ质量发展，共同۲育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

共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注入了强劲动力。截至

2023年6月，已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一带一路”大家庭。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贸易量不断提升。2016年至2022年，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从145.3亿美元增至209.7

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总流量的比重从8.5%上升至17.9%（图17-1）。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ऋ物进出口总额在过ඁ7年间翻了一番，从2016年的6.25万亿元

增至2022年的13.8万亿元，其中进口占比从38.7%升至43.0%（图17-2）。深化

国际收征管合作，首倡发起建立“一带一路”收征管合作机制，设立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中国国家务总局多边务中心，通过援外培训、联合办学、研

༪交流、信တ共享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收征管能力。持续发挥“一带

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作用，通过政策对ࣆ、联合研究、知识共享和能力建设

等活动，为推动共建国家绿色低碳转型、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搭建机制性、

国际性的多边合作平台。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培训了120多个国家3000人

次的环境管理人员和专家学者。



122

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中国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可持续发展伙伴关

系的实践者。2015年以来，中国在扎实推进落实2030年议程的同时，推动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提出并合力落实全球发

展倡议，加大国际发展合作力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应

对多重风险战、合发展赤字、促进全球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重要贡

献。

推动共建“一ࣜ一”ᰴ质量发展，共同۲育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

共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注入了强劲动力。截至

2023年6月，已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一带一路”大家庭。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贸易量不断提升。2016年至2022年，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从145.3亿美元增至209.7

亿美元，占对外投资总流量的比重从8.5%上升至17.9%（图17-1）。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ऋ物进出口总额在过ඁ7年间翻了一番，从2016年的6.25万亿元

增至2022年的13.8万亿元，其中进口占比从38.7%升至43.0%（图17-2）。深化

国际收征管合作，首倡发起建立“一带一路”收征管合作机制，设立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中国国家务总局多边务中心，通过援外培训、联合办学、研

༪交流、信တ共享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收征管能力。持续发挥“一带

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作用，通过政策对ࣆ、联合研究、知识共享和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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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中国ࠪþ一ࣛ一ᡸÿጲ国ࠑ᭣᧚ᚷዜᄯଋઅᠪ（201�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商务部。

图1�-2 中国ࠪþ一ࣛ一ᡸÿጲ国ྫྷ᠍ࠑᤈѢ口总ᮨ及ӳඊ（201�年至2022年）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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ॺ和ೝĂԈඹ的มࣷᅜ促进ظ

“ʷࣜʷ”ሰ收ढ़ኮ合作҄

为加强国际い收征管合作，ᑤ助发展中国家提高い收征管能力，2019年4月，

中国ٗ议成立“一带一路”い收征管合作机制（简称合作机制），并在机制下设

立“一带一路”い收征管能力促进联ⴕ（简称联ⴕ）。

截至目前，合作机制已有36个理Ӂ会成员和30个㿸ሕ员，共举办三次“一带

一路”い收征管合作䇰එ、ޣ次高级别线上会议以及30余次工作层会议，形成Ʌ

联合༦᱄ɆɅ乌䭽行动计划（2019-2021）ɆɅ࣠ቊ苏ѯ行动计划（2022-2024）

Ɇ等重要成果，积极回应发展中国家䇿求，共同推进发展中国家い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ԙ化。

联ⴕ聚合多方平台和力量，形成“自办、合办、协办”三种培䇣模式，截至

目前累计开展线上线下培䇣活动60余期，培䇣对象覆盖120多个国家（地区）

3500余名い务ᇎ员，有效ᑤ助发展中国家提升い收征管能力。联ⴕ已相㔝成立

中国ᢢ州、中国北京、中国◩门、૾㩞克ᯥග阿ᯥ塔㓩、⋏特阿拉ե利䳻得5所

“一带一路”い务学院，构建䎭䗆ሺ㤧语、≿语、㪗㨺⢏语、语、阿拉ե语地

区的多语种培䇣机构网㔒。发行Ʌ“一带一路”い收（㤧ᮽ）Ɇ期ࡀ，开发合作

机制ᇎ方网ㄏ，实时发ᐹ相关资䇥和最新知识产品，解䈱国际い收政策，促进

い收实䐫和知识互学互䢪。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创ᤵ新机᥅。坚持经济全球化

正确方向，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Ս利化，与各国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连

续五年举办中国国际进口ձબ会，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截至2023年6月

底，已与27个国家（地区）ധ署20个自贸协定。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

最不发达国家提升贸易水平。继续实施对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待遇措施。

截至2023年7月，已给予Ү富ࡱ等29国98%目产品零关待遇，给予安ߣ拉等13

国97%目产品零关待遇，给予东ڽឱ、缅甸2国95%目产品零关待遇。

健全合作和机制，推进全球发展合作ᡌ深ᡌ实。2015年以来，发布《新

时代的中国与世界》《新时代的中非合作》《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等白

ೄກ。设立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提升援助综合效应；成立中国国际发展知

识中心、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机构，通过知识分享和能力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

提升落实2030年议程的能力。2021年9月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以来，中国通过成立全

球发展促进中心、建设全球发展倡议项目库等方式不断健全落实机制，加大国际

发展资源投入，打造ӗ大重点领域合作平台，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合作取得系列早

期收获。中国受援国由110多个增加到160多个，援助总量增加，方式扩大。2015

年以来，中国累计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公共管理、农林牧ᇌ业、公共卫生、教育科

技、经贸投资、减贫等领域人才20余万人。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主权ቐ务问题，

力所能及地助其改善ቐ务可持续性。在多个重大外交场合宣布包括免除部分最不

发达国家到期未还政府间无တ贷款ቐ务等重要援助举措。全面落实二十国集团

缓ቐ倡议，缓ቐ总额高居各成员国之首；核准参加二十国集团《缓ቐ倡议后续ቐ

务处理共同框架》，对相关国家在个案基础上进行多边ቐ务处理协调。参与全球主

权ቐ务ᇶ桌会༪论，推动各类ቐ权人Ӏቷ“共同行动，公平负担”ᇱ则，有效、系

统、全面地解决ቐ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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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úˌᄪүೲྭೝ疫֗食品߷Л合作信ৌᎪ

“中国—ˌᄪүೲྭೝ疫֗食品߷Л合作信ৌᎪ”ᮊᄬښᗀ实ǒ中Ө人ඟ共

֗国ऊˁˌ南̎国ࠒᐏᄪੇր国ऊТ̆加ू卫生֗ೲྭ卫生合作的ើᝍܬ

ैǓድᇸ，௧中国ˁˌᄪ10国分享ข॥ǌಖюǌଐஷ信ৌ的᧘᜶ࣱԼǍ

ᬤᅌ中国—ˌᄪ农产品വ持፞ੱܸ，中国๒Тྱ݀持፞ࠫᎪባᤉᛡ智

ᑟӤ级Ǎ2021ࣲ9థ，ᎪባӤ级ྠरʽጳᤂᛡ，ेெག击᧚ᡔ过1ʺǍᒰ

2022ࣲ，Ꭺባࣃ收ैүೲྭೝ疫֗食品߷ЛᄱТขǌಖюǌሮऀǌюК信ৌ1

ʺǍႀ̆信ৌᤩ，ᙊཀྵᤃʼࣲˌᄪ国ࠒ通ઑషভଐஷঌᤴ增加

үೲྭೝ疫֗食品߷Л通ઑ᧚ʾᬌ6.03%ǍࠒѹԋԾ新ᰴ，2022ࣲˌᄪ国ࣳ

“中国—ˌᄪүೲྭೝ疫֗食品߷Л合作信ৌᎪ”ࠫ̆加ूܳԥ合作共គǌ

共建信ৌ۳ᆩǌ共享ᰴҪᑟ，̰Ꮻᝍх产业ᭊර，减࠶农产品୕வ᭧ԩ

४ᓢੇݞ，௧ᗀ实Лု发展Ϗᝬ֗“智慧๒Тǌ智ᑟܒǌ智享ᐏ通”合作Ϗᝬ

的᧘᜶ˡଐǍ

加强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帮助Х̵发展中国家提升可持续发展ᑟ力。支持国

际机构在ࣀ建立联合国全球地理信တ知识与创新中心等，助中国在地理信တ数

据、空间技术、减灾技术等领域的优势，为国际社会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支持。

与国际伙伴共建技术转ᅎ南南合作中心、工业生物技术联合中心，成立“一带一

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ᅎ中心，深化水利国际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

发达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绿色低碳技术、水利水电技术等。深

化南南合作，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ਪ草种植、ት气技术、信တ通信等技术。运

用大数据服务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发พ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成立可持续发

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与国际社会共享数据产品；发布“一带一路”生态环保

大数据服务平台，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生态环境风险防范和绿色发展

解决方案。加强可持续发展知识交流分享，先后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2017、2019、2021）、《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

别自愿陈述报告》、《全球发展报告》等。加强落实议程的社会动员，积极推广

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建立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信တ监测服务

平台、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综合信တ平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市场规模稳

中有增。截至2022年11月，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综合信တ平台管理库累计入库

项目10363个、投资额16.8万亿元。通过向世行集团下ຌ国际开发协会、中国-世行

集团伙伴关系基金、疫情大流行基金、全球环境基金、亚洲发展基金等增资，推动

国际ऋԼ基金组织增发特别提款权，力促多边开发机构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筹资提

供支持。

强化可持续发展ᄣ，协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统ᝠᄣᑟ力。2015年以来，

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国家脱贫攻坚普查、投入产出调查等重大统计调查，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丰富

的数据支持。建立出生、死亡کऻ信တ系统，实现出生کऻ全覆盖，死亡当年ک

ऻ超过80%。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统计能力建设。与联合国经社部共同实施

“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统计能力开发信托基金项目”，2015年以来共捐款700万

美元（4575.05万元人民Լ），为亚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统计能力提升做出积极贡

献。与联合国统计ິ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先后联合举办三期国际培训Ӭ，

来自各国统计机构、国际组织以及国内相关部门的数百名学员从中受益，增强了

发展中国家统计监测能力，提高了国内相关部门对于统计监测的重视程度。

推进全球治ေ体系改革和建设，为可持续发展全球͗ͧТ系提供制ए保障。

坚定ྼ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全面深入参与世贸组织改革谈

判。发布《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件》，提出三个基本ᇱ则和五点主张，

并正式向世贸组织提交《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提出世贸组织改

革的重点，推动改革ו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联合౹盟等世贸组织成员ኍ对上໕机

构成员ᡢ选等问题提交提案，并推动成立“多方临时上໕ዙ安排”。积极推进

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

际环境。2016年以来，成功举办7次“1,6”ᇶ桌对ࣆ会，同时充分发挥二十国集

团、金ጇ、“10,3”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利用中美经济领域对ࣆ机制以及中ᆈ、

中法、中ڤ等双边财经对ࣆ机制，推动对ࣆ双方共同深化经济合作、协同应对全

球性战。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倡议

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项目准备特别基金、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并提供资

金，为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发展融资机制提供有益补充。参与国际监管规则制定，

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深度参与金融稳定理事会、әܻ银行监管委员会、东

亚及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等国际组织工

作，积极参与әܻ协议JJJ、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处置机制建设、非银行

金融中监管、ᄆ生品市场改革等相关监管规则的制定和修改。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Ѿ共赢的开放战略，ᡌ共同ጓᕦ˨。始终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

方向，深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通过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与世界各国共同培育可持

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是ሖ持ᄾ实̞បေঐ和ᆸ˧Ѿ观，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

ͧТ系。结合全球发展形势，以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为导向，以落实2030年议程

为目标，持续完善全球发展合作战略和机制，不断创新国际发展合作形式，加大

促进发展的各类资源投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支

持。

三是坚持共共建共享的全球治ေ观，ᛡᄾ的多˟˧。坚定ྼ护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现有多边机制改革完善从而更好发挥作用，积极参

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全球治理ו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下一步工作

当前，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不足ฯ至出现倒退。各利益Ꮈ关方应增强意

愿、积极行动，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争取如期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中国将继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以正确义利观为价值导向，加

大行动力度，为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作出应有贡献。

一是持续推动共建“一ࣜ一”ᰴ质量发展，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进

一步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对接，深入推

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Ս利化，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

定的世界经济ወႾ，使更多国家和人民获得发展机遇和实惠。

二是同Պ方手落实全球发展Ϗ议，共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继续与国际

伙伴凝聚发展优先共识，紧紧围绕落实2030年议程ኄ一中心任务，开展国际发展

合作。利用好“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和“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

等重要资金平台，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进一步推动发达国家、多边

机构、ຳ营部门等各方加大发展投入，ࣹ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更大合力，共建团

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三是改革完善全球治ေ体系，推动国际ሢ序యᅌ更加公合ေ的方Ք发展。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决ྼ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

公平，为各国共同繁荣发展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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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帮助Х̵发展中国家提升可持续发展ᑟ力。支持国

际机构在ࣀ建立联合国全球地理信တ知识与创新中心等，助中国在地理信တ数

据、空间技术、减灾技术等领域的优势，为国际社会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支持。

与国际伙伴共建技术转ᅎ南南合作中心、工业生物技术联合中心，成立“一带一

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ᅎ中心，深化水利国际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

发达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绿色低碳技术、水利水电技术等。深

化南南合作，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ਪ草种植、ት气技术、信တ通信等技术。运

用大数据服务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发พ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成立可持续发

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与国际社会共享数据产品；发布“一带一路”生态环保

大数据服务平台，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生态环境风险防范和绿色发展

解决方案。加强可持续发展知识交流分享，先后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2017、2019、2021）、《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

别自愿陈述报告》、《全球发展报告》等。加强落实议程的社会动员，积极推广

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建立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信တ监测服务

平台、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综合信တ平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市场规模稳

中有增。截至2022年11月，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综合信တ平台管理库累计入库

项目10363个、投资额16.8万亿元。通过向世行集团下ຌ国际开发协会、中国-世行

集团伙伴关系基金、疫情大流行基金、全球环境基金、亚洲发展基金等增资，推动

国际ऋԼ基金组织增发特别提款权，力促多边开发机构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筹资提

供支持。

强化可持续发展ᄣ，协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统ᝠᄣᑟ力。2015年以来，

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国家脱贫攻坚普查、投入产出调查等重大统计调查，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丰富

的数据支持。建立出生、死亡کऻ信တ系统，实现出生کऻ全覆盖，死亡当年ک

ऻ超过80%。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统计能力建设。与联合国经社部共同实施

“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统计能力开发信托基金项目”，2015年以来共捐款700万

美元（4575.05万元人民Լ），为亚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统计能力提升做出积极贡

献。与联合国统计ິ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先后联合举办三期国际培训Ӭ，

来自各国统计机构、国际组织以及国内相关部门的数百名学员从中受益，增强了

发展中国家统计监测能力，提高了国内相关部门对于统计监测的重视程度。

推进全球治ေ体系改革和建设，为可持续发展全球͗ͧТ系提供制ए保障。

坚定ྼ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全面深入参与世贸组织改革谈

判。发布《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件》，提出三个基本ᇱ则和五点主张，

并正式向世贸组织提交《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提出世贸组织改

革的重点，推动改革ו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联合౹盟等世贸组织成员ኍ对上໕机

构成员ᡢ选等问题提交提案，并推动成立“多方临时上໕ዙ安排”。积极推进

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

际环境。2016年以来，成功举办7次“1,6”ᇶ桌对ࣆ会，同时充分发挥二十国集

团、金ጇ、“10,3”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利用中美经济领域对ࣆ机制以及中ᆈ、

中法、中ڤ等双边财经对ࣆ机制，推动对ࣆ双方共同深化经济合作、协同应对全

球性战。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倡议

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项目准备特别基金、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并提供资

金，为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发展融资机制提供有益补充。参与国际监管规则制定，

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深度参与金融稳定理事会、әܻ银行监管委员会、东

亚及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等国际组织工

作，积极参与әܻ协议JJJ、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处置机制建设、非银行

金融中监管、ᄆ生品市场改革等相关监管规则的制定和修改。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Ѿ共赢的开放战略，ᡌ共同ጓᕦ˨。始终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

方向，深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通过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与世界各国共同培育可持

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是ሖ持ᄾ实̞បေঐ和ᆸ˧Ѿ观，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

ͧТ系。结合全球发展形势，以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为导向，以落实2030年议程

为目标，持续完善全球发展合作战略和机制，不断创新国际发展合作形式，加大

促进发展的各类资源投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支

持。

三是坚持共共建共享的全球治ေ观，ᛡᄾ的多˟˧。坚定ྼ护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现有多边机制改革完善从而更好发挥作用，积极参

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全球治理ו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下一步工作

当前，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不足ฯ至出现倒退。各利益Ꮈ关方应增强意

愿、积极行动，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争取如期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中国将继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以正确义利观为价值导向，加

大行动力度，为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作出应有贡献。

一是持续推动共建“一ࣜ一”ᰴ质量发展，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进

一步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对接，深入推

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Ս利化，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

定的世界经济ወႾ，使更多国家和人民获得发展机遇和实惠。

二是同Պ方手落实全球发展Ϗ议，共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继续与国际

伙伴凝聚发展优先共识，紧紧围绕落实2030年议程ኄ一中心任务，开展国际发展

合作。利用好“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和“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

等重要资金平台，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进一步推动发达国家、多边

机构、ຳ营部门等各方加大发展投入，ࣹ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更大合力，共建团

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三是改革完善全球治ေ体系，推动国际ሢ序యᅌ更加公合ေ的方Ք发展。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决ྼ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

公平，为各国共同繁荣发展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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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帮助Х̵发展中国家提升可持续发展ᑟ力。支持国

际机构在ࣀ建立联合国全球地理信တ知识与创新中心等，助中国在地理信တ数

据、空间技术、减灾技术等领域的优势，为国际社会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支持。

与国际伙伴共建技术转ᅎ南南合作中心、工业生物技术联合中心，成立“一带一

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ᅎ中心，深化水利国际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

发达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绿色低碳技术、水利水电技术等。深

化南南合作，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ਪ草种植、ት气技术、信တ通信等技术。运

用大数据服务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发พ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成立可持续发

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与国际社会共享数据产品；发布“一带一路”生态环保

大数据服务平台，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生态环境风险防范和绿色发展

解决方案。加强可持续发展知识交流分享，先后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2017、2019、2021）、《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

别自愿陈述报告》、《全球发展报告》等。加强落实议程的社会动员，积极推广

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建立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信တ监测服务

平台、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综合信တ平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市场规模稳

中有增。截至2022年11月，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综合信တ平台管理库累计入库

项目10363个、投资额16.8万亿元。通过向世行集团下ຌ国际开发协会、中国-世行

集团伙伴关系基金、疫情大流行基金、全球环境基金、亚洲发展基金等增资，推动

国际ऋԼ基金组织增发特别提款权，力促多边开发机构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筹资提

供支持。

强化可持续发展ᄣ，协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统ᝠᄣᑟ力。2015年以来，

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国家脱贫攻坚普查、投入产出调查等重大统计调查，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丰富

的数据支持。建立出生、死亡کऻ信တ系统，实现出生کऻ全覆盖，死亡当年ک

ऻ超过80%。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统计能力建设。与联合国经社部共同实施

“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统计能力开发信托基金项目”，2015年以来共捐款700万

美元（4575.05万元人民Լ），为亚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统计能力提升做出积极贡

献。与联合国统计ິ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先后联合举办三期国际培训Ӭ，

来自各国统计机构、国际组织以及国内相关部门的数百名学员从中受益，增强了

发展中国家统计监测能力，提高了国内相关部门对于统计监测的重视程度。

推进全球治ေ体系改革和建设，为可持续发展全球͗ͧТ系提供制ए保障。

坚定ྼ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全面深入参与世贸组织改革谈

判。发布《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件》，提出三个基本ᇱ则和五点主张，

并正式向世贸组织提交《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提出世贸组织改

革的重点，推动改革ו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联合౹盟等世贸组织成员ኍ对上໕机

构成员ᡢ选等问题提交提案，并推动成立“多方临时上໕ዙ安排”。积极推进

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

际环境。2016年以来，成功举办7次“1,6”ᇶ桌对ࣆ会，同时充分发挥二十国集

团、金ጇ、“10,3”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利用中美经济领域对ࣆ机制以及中ᆈ、

中法、中ڤ等双边财经对ࣆ机制，推动对ࣆ双方共同深化经济合作、协同应对全

球性战。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倡议

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项目准备特别基金、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并提供资

金，为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发展融资机制提供有益补充。参与国际监管规则制定，

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深度参与金融稳定理事会、әܻ银行监管委员会、东

亚及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等国际组织工

作，积极参与әܻ协议JJJ、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处置机制建设、非银行

金融中监管、ᄆ生品市场改革等相关监管规则的制定和修改。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Ѿ共赢的开放战略，ᡌ共同ጓᕦ˨。始终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

方向，深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通过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与世界各国共同培育可持

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是ሖ持ᄾ实̞បေঐ和ᆸ˧Ѿ观，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

ͧТ系。结合全球发展形势，以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为导向，以落实2030年议程

为目标，持续完善全球发展合作战略和机制，不断创新国际发展合作形式，加大

促进发展的各类资源投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支

持。

三是坚持共共建共享的全球治ေ观，ᛡᄾ的多˟˧。坚定ྼ护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现有多边机制改革完善从而更好发挥作用，积极参

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全球治理ו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下一步工作

当前，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不足ฯ至出现倒退。各利益Ꮈ关方应增强意

愿、积极行动，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争取如期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中国将继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以正确义利观为价值导向，加

大行动力度，为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作出应有贡献。

一是持续推动共建“一ࣜ一”ᰴ质量发展，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进

一步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对接，深入推

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Ս利化，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

定的世界经济ወႾ，使更多国家和人民获得发展机遇和实惠。

二是同Պ方手落实全球发展Ϗ议，共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继续与国际

伙伴凝聚发展优先共识，紧紧围绕落实2030年议程ኄ一中心任务，开展国际发展

合作。利用好“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和“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

等重要资金平台，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进一步推动发达国家、多边

机构、ຳ营部门等各方加大发展投入，ࣹ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更大合力，共建团

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三是改革完善全球治ေ体系，推动国际ሢ序యᅌ更加公合ေ的方Ք发展。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决ྼ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

公平，为各国共同繁荣发展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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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帮助Х̵发展中国家提升可持续发展ᑟ力。支持国

际机构在ࣀ建立联合国全球地理信တ知识与创新中心等，助中国在地理信တ数

据、空间技术、减灾技术等领域的优势，为国际社会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支持。

与国际伙伴共建技术转ᅎ南南合作中心、工业生物技术联合中心，成立“一带一

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ᅎ中心，深化水利国际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

发达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绿色低碳技术、水利水电技术等。深

化南南合作，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ਪ草种植、ት气技术、信တ通信等技术。运

用大数据服务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发พ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1号-成立可持续发

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与国际社会共享数据产品；发布“一带一路”生态环保

大数据服务平台，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生态环境风险防范和绿色发展

解决方案。加强可持续发展知识交流分享，先后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进展报告》（2017、2019、2021）、《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

别自愿陈述报告》、《全球发展报告》等。加强落实议程的社会动员，积极推广

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建立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信တ监测服务

平台、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综合信တ平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市场规模稳

中有增。截至2022年11月，全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综合信တ平台管理库累计入库

项目10363个、投资额16.8万亿元。通过向世行集团下ຌ国际开发协会、中国-世行

集团伙伴关系基金、疫情大流行基金、全球环境基金、亚洲发展基金等增资，推动

国际ऋԼ基金组织增发特别提款权，力促多边开发机构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筹资提

供支持。

强化可持续发展ᄣ，协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统ᝠᄣᑟ力。2015年以来，

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国家脱贫攻坚普查、投入产出调查等重大统计调查，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丰富

的数据支持。建立出生、死亡کऻ信တ系统，实现出生کऻ全覆盖，死亡当年ک

ऻ超过80%。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统计能力建设。与联合国经社部共同实施

“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统计能力开发信托基金项目”，2015年以来共捐款700万

美元（4575.05万元人民Լ），为亚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统计能力提升做出积极贡

献。与联合国统计ິ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先后联合举办三期国际培训Ӭ，

来自各国统计机构、国际组织以及国内相关部门的数百名学员从中受益，增强了

发展中国家统计监测能力，提高了国内相关部门对于统计监测的重视程度。

推进全球治ေ体系改革和建设，为可持续发展全球͗ͧТ系提供制ए保障。

坚定ྼ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全面深入参与世贸组织改革谈

判。发布《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件》，提出三个基本ᇱ则和五点主张，

并正式向世贸组织提交《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提出世贸组织改

革的重点，推动改革ו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联合౹盟等世贸组织成员ኍ对上໕机

构成员ᡢ选等问题提交提案，并推动成立“多方临时上໕ዙ安排”。积极推进

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

际环境。2016年以来，成功举办7次“1,6”ᇶ桌对ࣆ会，同时充分发挥二十国集

团、金ጇ、“10,3”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利用中美经济领域对ࣆ机制以及中ᆈ、

中法、中ڤ等双边财经对ࣆ机制，推动对ࣆ双方共同深化经济合作、协同应对全

球性战。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倡议

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项目准备特别基金、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并提供资

金，为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发展融资机制提供有益补充。参与国际监管规则制定，

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深度参与金融稳定理事会、әܻ银行监管委员会、东

亚及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等国际组织工

作，积极参与әܻ协议JJJ、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处置机制建设、非银行

金融中监管、ᄆ生品市场改革等相关监管规则的制定和修改。

二、基本经验

一是坚持̉Ѿ共赢的开放战略，ᡌ共同ጓᕦ˨。始终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

方向，深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通过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与世界各国共同培育可持

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是ሖ持ᄾ实̞បေঐ和ᆸ˧Ѿ观，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

ͧТ系。结合全球发展形势，以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为导向，以落实2030年议程

为目标，持续完善全球发展合作战略和机制，不断创新国际发展合作形式，加大

促进发展的各类资源投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支

持。

三是坚持共共建共享的全球治ေ观，ᛡᄾ的多˟˧。坚定ྼ护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现有多边机制改革完善从而更好发挥作用，积极参

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全球治理ו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下一步工作

当前，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不足ฯ至出现倒退。各利益Ꮈ关方应增强意

愿、积极行动，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争取如期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中国将继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以正确义利观为价值导向，加

大行动力度，为全球落实2030年议程作出应有贡献。

一是持续推动共建“一ࣜ一”ᰴ质量发展，推动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进

一步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对接，深入推

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Ս利化，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

定的世界经济ወႾ，使更多国家和人民获得发展机遇和实惠。

二是同Պ方手落实全球发展Ϗ议，共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继续与国际

伙伴凝聚发展优先共识，紧紧围绕落实2030年议程ኄ一中心任务，开展国际发展

合作。利用好“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和“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

等重要资金平台，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进一步推动发达国家、多边

机构、ຳ营部门等各方加大发展投入，ࣹ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更大合力，共建团

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三是改革完善全球治ေ体系，推动国际ሢ序యᅌ更加公合ေ的方Ք发展。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决ྼ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

公平，为各国共同繁荣发展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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