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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治理蓝皮书发布 聚焦长江、黄河、淮河三大流域生态治理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赛）3月16日，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京联合发布了

《生态治理蓝皮书：中国生态治理发展报告（2020～2021）》（以下简称“蓝皮书”）。

发布会现场。本网记者 张赛/摄

 

　　蓝皮书指出，近年来，我国生态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生态治理制度、参与机制和监督问责机制逐步完善，

生态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生态治理工程建设取得巨大成果，生态治理跨入国际向度。指数测算结果显示，我国空

气环境指数值最高，污染处理和居民生活指数值次之，绿化环境指数值较低但增长最快。同时，我国生态治理也

面临历史遗留的环境问题多、开发与保护的矛盾依然存在、生态治理政策碎片化严重、沿江环境风险隐患依然突

出等四大方面的问题与挑战。根据对以上生态治理水平及存在问题的分析，蓝皮书提出了提高中国生态治理成效

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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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皮书封面。本网记者 张赛/摄

 

　　我国的生态治理工作一直在持续推进，环境治理力度也是前所未有。流域生态治理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水污染和水生态保护等方面依然面临严峻形势，提升流域生态治理水平、提高生态治理效率需要获

得足够的重视和关注。长江、黄河和淮河三大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蓝皮

书基于水环境效益、生态可持续能力、经济效益三个维度构建生态治理评价指数，对2010～2018年中国长江、

黄河、淮河三大流域的生态环境治理进行评价。在长江流域篇、黄河流域篇、淮河流域篇对流域生态治理状况进

行分析的基础上，增加了案例篇，列举了三个流域的具体案例，科学评价了长江流域重庆段、黄河流域河南段、

淮河流域上中下游段的生态治理现状、问题并提出对策。

　　蓝皮书显示，从生态治理总指数及三个分指数看，长江流域最高、黄河流域居中、淮河流域最低，其中淮河

流域的生态环境亟须改善；从三个分指数对生态治理总指数的贡献看，三大流域都是生态可持续能力最高、经济

效益居中、水环境效益最低，也就是说，三大流域都亟须提高水环境效益；从生态可持续能力指数的变化趋势

看，淮河流域持续下降，黄河流域持续下降后在2018年出现大幅上升，需要持续跟踪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生态

可持续能力各项指标。

　　长江保护修复初见成效

　　蓝皮书指出，经过多年的高强度开发，长江流域面临水环境污染、水生态恶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党中

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长江的可持续发展，实施长江大保护战略，开展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当前，长江保护修复

初见成效。

　　目前，长江经济带地表水环境质量呈现逐步提升的趋势，总体质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7年长江经济带

Ⅰ～Ⅲ类水质断面占73.9%，劣Ⅴ类占3.0%；2018年Ⅰ～Ⅲ类水质断面占比提升至79.3%，劣Ⅴ类占比降至

1.9%；截至2019年11月底，Ⅰ～Ⅲ类水质断面占比进一步提高至82.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1个百分点；劣

Ⅴ类水质断面占比为1.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8个百分点。

　　黄河流域林地保护与修复建设成果显著

　　蓝皮书显示，2018年，全国造林面积超过500万亩的省（区）共有9个，其中有5个省（区）属于黄河流域

沿线省（区），分别是内蒙古、四川、甘肃、陕西和山西，大多集中于黄河中游。从近几年沿黄九省（区）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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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面积变化方面来看，大部分省（区）的造林面积趋于稳定，其中内蒙古地区的造林面积明显大于其他省

（区），这与内蒙古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把生态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建设来抓是分不开的。四川省在2013～

2017年的造林面积显著增长，说明其对林地保护与修复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在资金投入方面，除山东省和山

西省外，黄河流域其余省（区）在林业（生态建设与保护）投资方面大致呈逐年稳步增长的趋势。

　　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蓝皮书指出，淮河沿岸的省份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均不断上升，2019年基本达到了50%左右，产业结构正在

升级的进程中。淮河生态经济带的第二产业多为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煤炭、造纸、电力等污染较高的工业，

第二产业的比重虽然在不断地下降，但在大部分沿岸省份中还是占据了30%～40%的比重。而第一产业中农业的

占比相较于珠江、长江等经济带的农业比重都要高，说明产业结构还未完成升级转型，尚有继续优化的空间。

　　此外，淮河生态经济带人均GDP水平差异突出，各个省份经济水平差距较大。江苏省的人均GDP水平最高，

在这十年间经济发展最为迅速；河南省和安徽省相比较来说经济发展水平最低，与淮河生态经济带的其他省份经

济状况差距较大。淮河生态经济带涵盖了5个省份的29个市（县），这些城市中除了江苏省的扬州市、盐城市等

4个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较好以外，其他省份中的经济带内城市经济水平都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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