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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丽中国是一个天蓝地绿、山清水秀、强大富裕、人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强国。建设美

丽中国是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国实践和国家样板，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守住“绿水青山”赢得“金山银山”的重要手段。地理学作为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交叉

应用学科，其综合性和区域性特点决定了地理学家肩负着建设美丽中国、筑造美好家园的历史

使命，责无旁贷地率先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先行者和实践者，地理学倡导的人地系统耦合论是

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基石，地理学的学科交叉与综合集成是美丽中国建设与调控人地关系的

实践手段，地理学的复杂系统模拟和优化方法为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系统耦合路径选择提供

了科学工具，综合地理区划是因地制宜地建设美丽中国的分区基础。地理学推进美丽中国建

设的人地系统耦合路径包括：开展美丽中国建设的重大科技攻关和人地耦合试验示范；进行美

丽中国建设的动态评估与人地耦合监测；编制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系统耦合路线图与“十四

五”规划行动方案；树立美丽国土观，在《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中充分体现美丽中国建设目

标；因地制宜地做好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系统耦合区划，建设好美丽城市群和美丽公园群；先

行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样板试点，总结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系统耦合模式。通过这些耦合路径

确保全国及各省市区按照美丽中国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逐步接近目标值，在“比美健美”的

竞建行动中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的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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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丽中国建设的全球责任和国家战略要义

美丽中国是指在特定时期内，将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落实到具有不
同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上，实现生态环境有效保护、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经济社会绿色
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形成天蓝地绿、山清水秀、强大富裕、人
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强国。建设美丽中国是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国实
践和国家样板，是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创新的战略举措与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成果检
验，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守住“绿水青山”赢得“金山银山”的重要手段，是国
家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梦的现实选择，也是贯彻落实美丽
中国建设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具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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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联合国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和国家样板
2016年 1月联合国大会第 70届会议通过并发布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成为

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规模最为宏大和最具雄心的发展议程①，其目标就是创建一个可持续

的方式进行生产、消费和使用自然资源，兼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人类与
大自然和谐共处，野生动植物和其他物种得到保护的世界。中国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全球视野和全球责任担当出发，积极响应并做出了重要战略部署，制定了《中国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将“美
丽中国建设”作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实践。2018年5月18日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进一步提出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时间表”和

“路线图”，“确保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
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建成美丽中国”②。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和具体指标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 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169个具体目标和 300多个技术指标
基本一致，涵盖了“天蓝、地绿、水清、人和”等各个维度。可见，建设美丽中国就是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本土化，就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实践，就是以美丽中
国建设为国家样板，共同面对全球性发展问题，共同分享发展经验，从而实现全球可持
续发展。
1.2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成效的定量检验

2015年 5月 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中发〔2015〕12号），提出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自然恢复、绿色发展的总体思路；同
年9月21日，又印发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发〔2015〕25号），提出了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发展和保护相统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
湖是生命共同体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提出要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这是国家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创新的顶层部署。2016年 12月 22日，中央办公厅和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厅字〔2016〕45号），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印发了《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发改环资〔2016〕2635
号），包括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年度评价结果、公众满意程度、生态环境事件等5
类 23项考核目标。从指标体系可看出，国家生态文明考核指标体系的理念、目标、指
标、重点与美丽中国建设评估的理念、目标、指标和重点高度一致。可见，建设美丽中
国是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创新的战略举措，美丽中国评估指标体系更是生态文明建设
指标体系在不同视角上对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定量检验。
1.3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守住“绿水青山”赢得“金山银山”的重要手段

2017年 10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
出贡献。2020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期间，专门视察了秦岭生态环境保护
情况，再次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出“人不负青山，青
山定不负人”。可见，建设美丽中国，就是要处理好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之间的辩证关
系，就是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

① 联合国大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016-01-01.

② 新华社. 习近平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2018-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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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青山”，守住“绿水青山”就能赢得“金山银山”，护美“绿水青山”、做大“金山银
山”，这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根本目标，也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通过美丽
中国建设，将生态资本作为区域发展的最大财富和最大资本，通过生态资本积累生产资
本，提升生活资本，从靠山吃山转变为养山富山，从浏览美丽风光转变为发展美丽经
济、建设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通过生态红利催生发展成效。

2 美丽中国建设的地理学使命与责任

地理学从学科诞生之日起就是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服务的应用型学科，地理学
的综合性和区域性特点决定了地理学家肩负着建设美丽中国、筑造美好家园的历史使
命，因而责无旁贷地率先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先行者和实践者，以人地系统近远程耦合
论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基石，以地理学的学科交叉与综合集成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
实践手段，以综合地理区划作为因地制宜地分区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基础（图1）。
2.1 地理学家应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先行者和实践者

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之间相互作用及其空间分异规律的科
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就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一目标也正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最终
目标。地理学家应该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理论和人地和谐共生思想贯穿到美丽中国建
设的全过程中去，以地理学理论指导美丽中国建设实践，在实践中提升地理学理论，推
动地理学学科建设，这是每一位中国地理学家的责任和使命。地理学家可通过编制美丽

图1 美丽中国建设的地理学使命与人地耦合路径框架图
Fig. 1 Framework of geographical missions and ways to advance the Beautiful China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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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总体规划、制定美丽中国综合区划、分析美丽中国建设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开
展美丽中国建设进程评估、绘制美丽中国建设路线图、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的实施方案和
行动计划、开展美丽中国建设试点等一系列实践活动，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先行者和实
践者。通过理论创新、规划、区划、评估、标准制定、关键技术研发、示范区建设、可
视化、智能化等手段，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的理念提出以后，一系列地理
学家率先开展了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探索[1]，提出了美丽中国建设的基本内
涵、理论基础与评估方案[2]，构建了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3-5]，分析了美丽中国与国
土空间管制、国土空间规划、城市规划的关系[6-8]、美丽中国与生态文明建设战略[9]等。这
些研究均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
2.2 人地系统耦合论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基石

人地系统是地球表层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10]，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始终被视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与核心[11-12]。从古代“天人合
一”的人地关系到现代人地和谐共生的人地关系，从古代农业文明到近代工业文明，再
到现代生态文明，从近程的人地关系到近远程的人地关系，其演进主线基本围绕人地关
系和谐这一核心伸展，不同演进阶段的人地系统耦合始终围绕协调人与人、人与地、地
与地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模拟调控。特别是近年来，伴随全球性人口、资源、经济和环
境问题的日益加剧，人地关系矛盾日益突出，人地系统的性质及人地关系内涵在演进中
不断深化，从可持续发展、到科学发展观、再到生态文明、进而到美丽中国建设等，都
是新形势下人地关系理论的具体实践形式，都是将人地系统协调共生理论作为综合研究
地理格局形成与演变规律的亘古不变的理论基石，充分体现出人地关系论在指导国家和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发挥的重大作用 [13]。考虑到人地系统是一个开放系
统，系统耦合模拟调控除了充分考虑系统内近程要素的深刻影响外，还要关注系统外的
远程要素带来的影响。2020年傅伯杰院士提出发展地理学、促进可持续性研究的五大核
心领域，其中第3大领域强调人与环境系统的恢复力和承载边界、人类活动及其环境影
响的定量表征、自然和人文因素耦合影响及双向反馈机制、自然—社会系统的多尺度结
构匹配与近远程耦合等[14]。这体现出人地系统的近远程耦合是新形势下指导美丽中国建
设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核心目标。
2.3 综合地理区划为因地制宜地建设美丽中国奠定了分区基础

综合地理区划是从区域角度观察和研究地域综合体，探讨区域单元的形成发展、分
异组合、划分合并和相互联系，是揭示某种现象在区域内的共同性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
的手段，是对过程和类型综合研究的概括和总结[15-17]。从古代人们对地球版图的概念划
分，到近代德国的洪堡、李希霍芬等根据实地考察对地表系统的分区 [18]，再到当代在
GIS、大数据等支持下各类与国民经济社会密切相关的综合区划、专题区划的蓬勃发
展，地理学在其发展历程中的每一次进步都与地理单要素或综合要素的区划密切相关，
每一次特定地理要素区划的突破都标志着一个地理学分支的成熟和学科建设迈向了一个
全新的发展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地理学家完成了大量
具有理论和应用价值的综合地理区划成果，包括了中国自然地理综合区划[19-21]、中国生态
区划[22]、中国陆地表层系统区划[23]、中国气候区划[24]、中国人文地理综合区划[25]、中国主
体功能区划[26]、中国农业区划[27]、中国经济区划[28]、中国新型城镇化区划[29]、中国聚落景
观区划[30]等。这些综合地理区划不仅为指导特定时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
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为新形势下美丽中国综合区划方案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
法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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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地理学的综合性与区域差异性分析是美丽中国建设质量诊断的重要手段
地理学的两大基本属性是综合性和区域差异性，也是美丽中国建设遵循的基本准

则。从综合性分析，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涉及到地球表层的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环
境等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的方方面面，这些要素间发生着极为复杂的非线性作用，单独
研究某一要素而忽视其他要素的作用，都无法解释地球表层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机制和
规律，只有采取综合思维，统筹各要素的相互作用，才能得出对特定地理现象全面而系
统的认识。借助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不仅可以科学诊断美丽中国建设过程中生产、
生活、生态空间（三生空间）的冲突与问题，还可定量测算空间利用质量的耦合协调程
度[31]。以此为基础，可多维度解析美丽中国建设过程中各要素的协同促进关系，分析各
子区域耦合协调程度的时空分异特征。从区域差异性分析，地理学的地带性分异规律告
诉我们，地球表面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虽然千差万别，但体现出差
异之美，锦绣河山各有各的秀美之处。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美丽中国、开展美丽中国建
设进程评估时，要遵循地理学的差异性原则，充分体现地区差异性，综合考量各地区发
展水平、资源环境禀赋等实际，科学合理分解各地区目标，不搞一刀切，针对不同地区
的特点，制定差异化指标体系，提出差异化的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和行动计划，确保中华
大地各展风采，各显其美，共同富裕。
2.5 地理学的综合集成与模拟优化方法为美丽中国发展路径选择提供了科学工具

地理学作为自然与人文交叉学科，从地理学视角认识理解地理“耦合”，实现综合集
成[32]，可以探索出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的基本路径。人地系统功能的强弱取决于各组成部
分之间的组合与匹配状况，只有相互协调、相互适应，才能顺利地演进[33]。美丽中国建
设过程是人地系统的具体实践形式，其子系统之间或系统内外部之间物质能量流动多
变，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兼具系统性、复杂性和非线性等特征。通过地理学的综合集成
和学科交叉，采用人地系统耦合圈图谱和耦合器调控优化方法可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由理
论认知转化为实践行动 [34]。通过地理学的综合集成、学科交叉理念和复杂系统优化方
法，可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由理论认知转化为实践行动。应用遥感和GIS技术结合资源代
谢理论，可分析美丽中国建设过程中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过程及其影响因
素和驱动机制，包括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水资源和能源在三生空间特别是不同产业之
间的流动，以及生产、社会、生态活动过程中的碳流通等，通过数值模拟和定量估算，
为其要素整合和结构调整提供目标导向（图 2）；系统动力学模型能够表达系统复杂关
系，在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多目标规划框架下引入系统

图2 基于复杂系统优化方法的美丽中国路径选择示意图
Fig. 2 Choosing Beautiful China path by the complex system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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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模型，能够有效实现以多目标为导向的美丽中国发展要素总量控制，再到资源结
构调控、物质能量转换效率提升，落实到空间合理布局的地理复杂巨系统的动态优化过
程。以系统功能整体协同演化为目标，自上而下的逐层实现要素的统筹分配和结构调
整，用“空间与过程耦合—时空动态统一—复杂系统优化”的思路构筑美丽中国发展的
级联优化路径，最终实现合理的资源保护和高效利用。

3 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系统耦合调控路径

从人地系统耦合角度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需要树立美丽国土观，开展人地系统耦合
的重大科技攻关和试验示范，进行美丽中国建设评估的人地系统耦合监测，编制美丽中
国建设的人地系统耦合路线图，因地制宜地做好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系统耦合区划，在
试点中总结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系统耦合模式。
3.1 开展美丽中国建设的重大科技攻关和人地系统耦合试验示范

建设美丽中国尚且面临一系列亟待突破的关键技术瓶颈，需要开展美丽中国建设的
重大科技攻关和人地系统耦合试验示范。在中国科学院战略科技先导专项“美丽中国生
态文明建设科技工程”专项支持下，重点开展：重点污染区大气环境与大型复杂场地污
染防控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协同管理与综合治理示范、粤港澳大
湾区城市群生态建设工程与生态系统智能管理示范、长江经济带干流水环境水生态综合
治理与应用、近海与海岸带环境综合治理及生态调控技术和示范、生态脆弱区绿色升级
发展途径与示范、绿水青山提质增效与乡村振兴关键技术及示范、自然保护地健康管理
与生态廊道设计技术与示范、气候变化条件下山地致灾风险绿色调控关键技术与示范、
生态文明建设地理图景技术与应用示范等 10大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通过实验示
范，开展多尺度精准检测和诊断生态文明建设状态，突破研制复合污染防治、生态系统
修复及绿色升级核心技术和装备体系，设计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技术平
台和制度创新的关键技术，科学设计区域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和生态环境协同管理、自然
保护地健康管理、生态智慧城市建设、乡村振兴等发展路线图，提出优化国土空间管控
方案，多尺度动态模拟美丽中国建设2035年目标和2050年愿景。为建设美丽中国，打造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提供蓝图与实施途径。
3.2 开展美丽中国建设进程的动态评估与人地系统耦合监测

2020年 2月 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实施方案》
（发改环资〔2020〕296号），明确了美丽中国建设进程评估体系由空气清新、水体洁净、
土壤安全、生态良好、人居整洁5类指标22个具体指标构成，并从2020年起正式启动对
美丽中国建设进程评估，规定每5年评估两次，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
实施中期和末期美丽中国建设目标落实情况的综合评判依据。发挥评估工作对美丽中国
建设的引导推动作用，以此引导各地区落实和推动工作，助力实现美丽中国目标。

在美丽中国建设的推进过程中，建设进展程度如何，建设效果如何，综合美丽程度
如何考量？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开展美丽中国建设进程的动态评估与监测。需要在协调好
与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绿色发展指标体系、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及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逻辑关系前提下，按照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实施方案，
开展美丽中国建设进程评估。具体评估的技术流程为：按照评估指标采集评估数据，以
省及地级行政单元为空间尺度采集从2000—2020年的各类数据，包括实地调研数据、文
字数据、遥感数据、土地利用数据、网络问卷调查数据等；对采集的数据采用无人机等
高新技术手段进行数据校验，预处理分析和加工，建立评估数据库；对评估指标量化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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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并计算权系数，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的分阶段目标值和阈值，研发美丽中国建设进程动
态评估监测系统，编制《美丽中国建设进程评估技术规程》，研制美丽中国建设满意度调
查APP系统；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的分区方案与差异化评估指标体系；形成美丽中国建设
评估总报告，作为指导全国和各省市区美丽中国建设成效的评判依据。通过动态评估和
人地系统耦合监测，确保全国和各省市区按照美丽中国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逐步接近
目标值，在“比美健美”的竞相建设行动中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
3.3 编制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系统耦合路线图与“十四五”规划行动方案

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重大工程，短期内无法实现所有目标，需要编制全国
及各省市区美丽中国建设的中长期战略规划，绘制全国及各省市区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
系统耦合路线图，提出全国及各省市区美丽中国建设的时间表和分阶段行动方案。具体
到“十四五”期间，需要先行制定出美丽中国建设的5年目标值。在正向指标方面，需
要提出到2025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地表水水质优良（达到或好于
Ⅲ类）比例、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
率、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农膜回收率、化肥利用率、农药使用率、森林覆盖率、湿地
保护率、水土保持率、自然保护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重点生物物种种数保护率、
城镇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和综合利用
率、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市公园绿地500 m服务半径覆盖率、农村卫生厕所
普及率共19个指标提升的目标值；在负向指标方面，需要提出到2025年地级及以上城市
细颗粒物（PM2.5）浓度、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地表水劣Ⅴ类水
体比例 3个指标降低的目标值。根据美丽中国建设进程评估的 22个正负指标的目标值，
结合“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目标、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目标，分类提出

“十四五”时期空气清新、水体洁净、土壤安全、生态良好、人居整洁等方面的建设重点
和任务，合理确定切实可行的建设方案，构建美丽中国建设政策体系，确保实现“十四
五”期间美丽中国建设的阶段性目标。
3.4 树立美丽国土观，在《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中充分体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
见》，标志着中国自此终结了长达 40多年之久的“多规演义”和各类空间规划“分治”
冲突的局面，这是中国空间规划编制与实施从“多规分治”的浅水区进入“多规合一”
的深水区的重要里程碑，必将为优化中国国土空间格局、提高国土空间利用质量、为推
动美丽中国建设发挥重要作用。回顾中国国土空间走过的开发、破坏、保护、利用的曲
折演变历程，在美丽中国建设进程中，必须汲取经验教训，树立美丽国土观，在编制
《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时，贯彻落实“多规合一”“多审合一”和“多证合一”的
“三合一”主线思维，突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
生态保护红线“四线”管控的要求，按照统一的测绘基准和测绘系统、统一的规划用地
分类体系、统一的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统一的规划编制审批体系、统一的规划监督实施
体系、统一的规划法规政策体系的“六统一”规划要求，突出美丽中国建设中的“空气
清新、水体洁净、土壤安全、生态良好、人居整洁”五个维度的美丽国土建设目标，提
出国土空间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高品质利用、高效率修复、高强度协同的总体思
路，构建美丽国土轴和美丽城市群，形成点线面结合的美丽国土高效利用格局、支撑保
障体系和分区管控方案。在编制省市国土空间规划时，把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分解到各省
市区国土空间优化布局的总体方案中，实现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方向发展，通过规划实施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进程。借鉴发达国家美
丽国土审计经验，尝试开展美丽国土审计，确保国土安全和美丽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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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因地制宜地做好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系统耦合区划，建好美丽城市群和美丽公园群
充分考虑全国地域差异，瞄准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因时制宜地做好美丽中国建设的

人地系统耦合分区。美丽区是在已有的自然、人文、经济、城镇等综合区划基础上，基
于ArcGIS空间分析方法，按照综合性、主导性、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相对一致性、
空间分布连续性和行政区划完整性等原则，以自然要素、生态要素、气候要素、经济要
素、人口要素、文化要素、主体功能要素、城市群要素、城镇化要素、聚落景观要素等
要素为基础，将全国美丽国土划分为美丽东北、美丽华北、美丽华东、美丽华中、美丽
华南、美丽西北、美丽西南和美丽西藏等8大美丽区。美丽群是指建设由5个国家级城市
群、9个区域性城市群和6个地区性城市构成的20个美丽城市群[35]，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
战略重点地区，这一区域以占全国 29%的面积，集中了全国 65%的人口、80%以上的经
济总量，同时也产出了全国 70%以上的污染，是国家今天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
区，因而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重点区。除此以外，需要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中建
设一批国家公园，形成与美丽城市群错位配置的国家公园群，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
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另一类
保护性战略重点区。
3.6 先行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样板试点，总结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系统耦合模式

建设美丽中国是一场涉及经济发展方式、技术创新模式、消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变革的系统工程，建议以美丽中国综合区划方案为基础，分区进行美丽中国样板区建设
试点，因地制宜地建立若干个公认的美丽中国建设样板和示范区，进一步总结归纳“美
丽”模式与“美丽”路径，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经验与借鉴。2015年杭州成为全国首个
省部共建的美丽中国建设试点城市，取得了阶段性试点成效，2019年杭州市印发《美丽
城镇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到 2020年创建 10个以上小城镇率先成为省级美丽城镇示范
镇。2019年起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在全国启动11个城市体检与美丽城市建设试点，威海市
成为全国首个获批“美丽城市”建设试点的城市，聚焦生态宜居、城市特色、交通便
捷、生活舒适、多元包容、城市活力、安全韧性等目标，旨在综合提升城市人居环境与
建设品质。在开展美丽城市建设试点的同时，农业农村部在全国组织开展了1100个“美
丽乡村”创建试点。这些试点样板和试点经验为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典
范。根据不同试点美丽城市和乡村建设的实情，可总结美丽中国建设的通用模式和差异
化模式，其中通用模式包括生态保护型模式、绿色发展型模式、文化传承型模式、体制
机制创新型模式、市场驱动型建设模式、远程推动型建设模式、开放带动型建设模式、
综合发展型建设模式等，差异化建设模式基本是千城千策，万村万方，只可借鉴，不可
复制，这就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空间差异性。

4 结论与讨论

美丽中国建设是落实中国生态文明制度、推进国家可持续发展、提升可持发展能力
和质量的阶段性战略部署，是对生态文明长效目标的阶段性落实，也是推动国家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

（1）美丽中国建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内涵的美丽中国是指将国家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落实到具有不同主
体功能的国土空间上，形成山清水秀、强大富裕、人地和谐、文化传承、政体稳定的建
设新格局；狭义内涵的美丽中国是指将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落实到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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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上，形成天蓝地绿、山清水秀、强大富裕、人地和谐的可持续
发展新格局。地理学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重点立足于狭义内涵的美丽中国建设目标。

（2）建设美丽中国肩负着全球责任和国家使命。是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中国实践和国家样板，是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创新的战略举措与高质量绿色发展
的成果检验，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守住“绿水青山”赢得“金山银山”的重要手
段，是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梦的现实选择，也是贯彻
落实美丽中国建设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具体行动。

（3）地理学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先行者和实践者。地理学的综合性和区域性特点决定
了中国地理学家责无旁贷地率先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先行者和实践者，以人地系统近远
程耦合论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基石，以地理学的学科交叉与综合集成作为美丽中国
建设的实践手段，以综合地理区划作为因地制宜地建设美丽中国的分区基础。

（4）从地理学视角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其独特的人地系统耦合路径。可综合运用地
理学的学科交叉和综合集成方法开展美丽中国建设的重大科技攻关和人地系统耦合试验
示范；进行美丽中国建设进程的动态评估与人地耦合监测；编制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系
统耦合路线图与“十四五”规划行动方案；树立美丽国土观，在《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
要》中充分体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因地制宜地做好美丽中国建设的人地系统耦合区
划，建设好美丽城市群和美丽公园群；先行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样板试点，总结美丽中国
建设的人地系统耦合模式。

（5）建设美丽中国是一个长期的持久过程。是一场涉及经济发展方式、技术创新模
式、消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变革的革命性转变过程，需要立足长远，从眼下做起，根
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和生态环境变化的趋势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期间
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挑战。地理学家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责任感，随时发
现美丽中国建设中出现的新动向、新要素和新问题，及时提出解决对策，确保美丽中国
建设向着更高质量、更高效率和更佳成效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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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ical missions and coupling way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for the Beautiful China Initiative

GE Quansheng, FANG Chuanglin, JIANG Do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Beautiful China Initiative (BCI) aims 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blue sky and
green land,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prosperous society and rich people, and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The BCI is a Chinese practice to implement the SDGs 2030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an important method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to win the gold and silver mountains by maintaining clear waters and
green mountains. Geography, an applied cross-discipline serving the country'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comprehensive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Geographers shoulder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and are duty- bound to take the lead in
becoming pioneers and practitioners of the BCI. The theory of pericoupling and telecoupling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BCI. The interdisciplinary and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of geography is the practical means for the BCI. The complex
system sim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geography provide a scientific tool for coupling ways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of the BCI. The main coupling ways for geography to promote the
BCI include: carry out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jects and coupling demonstrations;
perform dynamic assessment and monitoring of the coupled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for the
BCI; draw up the strategic coupling roadmap and the action plan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2021-2025) for the BCI; build a concept of beautiful land to comply with the objectives of the
National Territorial Space Plan of China;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regionalization of coupled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and build a group of beautiful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national parks; undertake pilot projec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and summarize the regional coupling models for the BCI. These coupling
paths will ensure that the whole country and each of its provincial- level region are getting
closer to the target according to the schedule and roadmap for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and
diverse regions will achieve the overall goals in the competition.
Keywords: Beautiful China Initiative; geographical missions; coupled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regulatory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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