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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背景 

中国东部三个超大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本

报告简称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本报告简称

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本报告简称粤港澳

大湾区）以全国 5.05%的国土面积，承载了 25.05%的

人口，贡献了近 40%的生产总值，是我国经济增长的

核心引擎。同时，高强度的人类活动给城市群的生态

环境带来巨大压力，严重影响了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

文明建设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指出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

间形式”“在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

制定城市发展规划，打造宜居城市、韧性城市、智能

城市，建立高质量的城市生态系统和安全系统”。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为更好地服务美

丽中国建设和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的重大需求，

在中国科学院部署下，城市环境研究所和生态环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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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等单位，编制形成了《中国东部超大城市群生

态环境研究报告》。 

报告聚焦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三个中

国东部超大城市群，从生态质量、环境质量、资源能

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四个维度阐明超大城

市群生态环境现状和演变历程，梳理超大城市群生态

环境保护科技支撑实践案例，分析国家生态环境政策

治理成效，提出超大城市群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等方

面的建议，为推动超大城市群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二、我国东部超大城市群生态环境保护

治理成效 

（一）生态用地质量稳中有升，生态系统服务能

力持续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

区的森林覆盖率稳中有升，城市群的固碳、水源涵养

和土壤保持等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均明显增强。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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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植被生物量分别增加了 6.02%、2.42%和

7.86%；2012 ~ 2017 年，自然保护区面积均有所增加，

增长率分别为 2.84%、3.72%和 4.14%。 

京津冀和长三角各城市森林覆盖率的差异相对较

大，植被生物量的差异较小。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森

林覆盖率分布更加均衡，植被生物量相对较高但不同

城市之间差异相对较大。不同城市群所展现的资源禀

赋差异，表明城市群的生态环境治理应充分考虑城市

群的个性特征。 

（二）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水环境质量不断

提升。 

2012 ~ 2021 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

的大气环境质量明显改善：PM2.5 年均浓度大幅下降，

累计降幅分别达 53.15%、54.26%和 47.25%；2021 年，

PM2.5年均浓度在京津冀北部、长三角南部和粤港澳大

湾区全域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三个超大城市群的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分别达到 74.14%、87.65%和 91.40%。

城市群地表水环境质量不断提升，三个超大城市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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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水水质优良比例分别上升 57.76%、62.12%和 30.92%，

基本消除劣Ⅴ类水体，集中式饮水水源地水质基本实

现 100%达标。 

京津冀大气和水环境质量指标向好且城市间差异

性降低，表明城市群的环境质量协同管控效果明显；

长三角大气和水环境质量指标也向好且城市间的差异

性逐年减小，城市群在环境一体化管控，特别是水环

境一体化管控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粤港澳大湾区大气

环境质量长期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间差异也逐步

减小，初步显现了城市群整体高质量发展的态势。 

（三）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单位 GDP 污

染物排放量明显下降。 

2012 年以来，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水

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单位 GDP 水耗分别下

降 42.89%、55.91%和 47.52%，单位 GDP 能耗分别下

降 30.57%、38.20%和 29.97%。三个超大城市群主要

污染物的单位GDP排放量明显下降，单位GDP的CO2

排放量降幅分别达 52.49%、59.30%和 49.95%，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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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工业烟（粉）尘排放量降幅分别达 89.91%、63.36%

和 67.09%。 

京津冀各城市中，北京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污

染物排放指标向好趋势尤为凸显，以疏解北京非首都

功能为抓手，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有望进一步加强城

市群节能减排成效；长三角沪苏浙城市的资源能源利

用效率较高、单位 GDP 污染物排放量显著下降，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有望进一步带动安徽省资源能源利

用效率的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水

平总体较高，正朝着超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典范的目

标稳步推进。 

（四）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治理能力持

续增强。 

2012 ~ 2020 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

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日趋完善。2020 年，三个城市群

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分别为 42.97%、43.10%和 44.50%，

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污水处理率分别高达 9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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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89%和 97.37%；绝大部分城市的生活垃圾实现 100%

无害化处理。 

京津冀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环境问题应急处置等

能力均有提升；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水环

境污染综合治理等能力均有所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三

地跨域环境污染防治合作、区域空气质量监测等能力

持续增强。 

三、我国东部超大城市群生态环境改善

原因分析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挥了根本性的战略

指引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东部三个超大城市群蓝天保卫战、碧水保

卫战、净土保卫战等实践开展提供了根本性的战略指

引，城市群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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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若干重大政策提供了

重要保障。 

生态保护方面，2016 年《“十三五”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提出，启动城市群生态环境保护空间规划研

究，加强城市周边和城市群绿化，大力提高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为三个超大城市群生态保护提供了政策保

障，生态保护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2018 年 3 月，我

国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为包括城市群在内的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保障。 

大气污染防治方面，2013 年，国务院印发《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能源

清洁利用和机动车污染防治；2018 年，国务院印发《打

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进一步提出调整优化

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用地结构、实施重

大专项行动和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六大措施，为超大城

市群 PM2.5消减及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提供了政策保障。 

水污染防治方面，通过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2015 年）、《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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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等政策措施，三个超大城市群地表水水质明显提

升，地表水水质优良（Ⅲ类及以上）比例稳步上升，

地表水劣Ⅴ类水体基本消除。国家出台的若干重大政

策统筹指导了超大城市群水污染防治措施的协同制定

和共同实施，明确了各时期水污染防治的具体措施，

推动了超大城市群水环境质量改善。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方面，2012 年起实施《“十二

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

2016 年出台的《“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需达到 95%的控制目标。

随后，三个超大城市群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和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均显著提升。截至 2021 年，

三个超大城市群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全部达标，绝

大多数城市实现生活垃圾 100%无害化处理。 

（三）中国科学院等科研院所与高校发挥了有力

的科技支撑作用。 

长期以来，尤其是近些年，中国科学院等科研院

所与高校相关科研力量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诸多方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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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大量科研工作，为城市群生态环境建设发挥了有

力的科技支撑作用。 

在京津冀，中国科学院相关科研团队自主研发了

大气环境预报预警和决策支持一体化平台、柴油车尾

气催化净化技术、京津冀城市群区域生态安全协同会

诊技术与决策支持系统，为空气质量精准预报、柴油

车尾气排放标准升级、城市群生态安全保障提供了有

力科技支撑，为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出了贡献。 

在长三角，中国科学院相关科研团队研发了区域

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算法和平台、重要湖泊水环境一体

化治理关键技术、城市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修复与

开发利用关键技术、典型流域与村镇生态环境一体化

治理关键技术等，有效支撑了大气污染联防联治、流

域源头截污，促进了长三角生态环境的一体化治理和

绿色发展。 

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科学院相关科研团队研发

了大气污染物减排及防治关键技术、工业退役场地修

复全生命周期智能管理平台、城市固体废物产排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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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源化技术、典型城市产业绿色发展规划与环境管

控技术等，为粤港澳大湾区“无废城市”等建设提供

了科技支撑，助力了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四、我国东部超大城市群生态环境保护

建议 

良好的城市群生态环境是国家生态文明战略和美

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城市群生态

保护与环境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依然是带动全国经济结构优化的重

要任务，跨区域生态环境的共建、共享、共保、共治

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城

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

“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为推动超大城

市群进一步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以“双碳”目标为牵引推动超大城市群的

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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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下，应抓住机遇以低

碳发展倒逼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使超大城市群进入

绿色低碳发展的良性循环。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

大湾区三个超大城市群的碳排放总量约占全国的

31.43%（2019 年），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

目标的关键区域。通过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以超大

城市群为重点，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进

城市群的“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超

大城市群低碳发展的底色和成色。 

（二）强化超大城市群生态环境治理的系统性和

综合性。 

从超大城市群整体出发，统筹域内城与山、水、

林、田、湖、草等各类资源，推进气、水、土、废等

各类环境要素的系统性治理，强化区域联动与部门协

作，确保生态环境多要素协调与跨区域协同，实现超

大城市群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 

（三）加强超大城市群生态环境要素治理的针对

性和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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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治理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重点，推动环境

空气质量持续提升；水环境治理鼓励有条件区域在城

市地表径流面源污染防治、区域再生水循环生态安全

利用等方面积极实践；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要强化源头

减量以及末端低碳协同资源转化；新污染物治理需加

强化学物质全生命周期环境风险管理，建设有毒化学

物质环境风险管理政策标准体系。 

（四）推动超大城市群分类分区精准施策。 

充分考虑超大城市群个性特征，结合城市群的发

展定位精准施策。京津冀要继续深入推进大气污染协

同治理，充分利用南水北调等工程改善区域水生态和

水环境；长三角应当强化跨区域水资源、水环境、水

生态一体化统筹治理和生态补偿机制优化设计与实践；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建立三地大气等环境监测标准协同

共享的工作机制，深化生态环境领域共治共享。 

（五）持续发挥科技进步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支撑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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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布局国家科技计划的资助方向，注重多学科

交叉融合的城市群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研究，加强基

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探索城市群生态环境变化的

科学规律和治理方法，加大已有优质科技成果的应用

示范和推广力度。通过制度设计，加强科学数据共享，

为超大城市群生态环境数据的汇集、管理和共享提供

保障与平台，提升科研和管理效率。 

近 10 年来，我国东部超大城市群生态环境发生了

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为我国其他城市群生

态环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未来，随着城市群生态

环境科技创新的继续加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完

善提升，生态绿色的美丽城市、健康宜居的美丽中国

必将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