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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美丽城市建设参考指标体系 

（试  行） 

 

该指标体系是《美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的工作指引。鼓励各

地参考本指标体系，细化本地区美丽城市建设的指标设置，也可因

地制宜增设特色指标。 

一、基本内涵 

美丽城市是指符合绿色低碳、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安全健康、

智慧高效建设目标要求，聚焦城市生态环境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

探索以城市为载体的美丽中国建设实践路径的城市。应具备以下条

件： 

1.绿色低碳方面，能源结构清洁高效，产业发展绿色低碳，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交通出行便捷环保，资源利用节约适度，低碳生

活蔚然成风。 

2.环境优美方面，空气清新，清水绿岸，鱼翔浅底，山清水秀，

土壤清洁，风景如画，人民群众生活在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

优美环境中。 

3.生态宜居方面，空间均衡有序，城镇留白增绿，生物丰富多

样，城乡鸟语花香，生活惬意宁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13  — 

4.安全健康方面，生态安全得以保障，生态系统质量持续稳定，

城市韧性不断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有力，生态环境健康风险有

效识别。 

5.智慧高效方面，环境基础设施全域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

体，科学精准、感知高效、管理智能，实现城市精细化治理、智慧

化管理。 

二、应用原则 

1.针对性。坚持城市层级、范围适度，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主，

以城区为重点、全域为范围开展建设。部分县级市可结合自身情况

参考本指标体系开展工作。 

2.科学性。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体现城市发展的不同阶

段，建立科学合理的建设指标体系。指标数据客观反映美丽城市年

度建设成效。 

3.导向性。坚持分类指引、结果导向，引导城市聚焦绿色低碳

发展、生态环境改善、宜居品质提升、健康安全维护、智慧高效治

理等方面系统开展美丽城市建设。 

4.可操作性。坚持简便易行、技术可行，采用较为成熟的监测

评价标准或方法，定量评价为主，在操作层面上实现可监测、可统

计、可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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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城市建设参考指标表  

 

序号 维度 目标要求 说           明 

1 

维度一： 

绿色低碳 

绿色生产 

目标解释：碳排放量管理优于全国或全省平均水平，有明确的碳排放量管控目标并得到有效落实，能耗强度处

于全国领先水平。 

参考指标：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碳市场覆盖行

业单位产出碳排放降低（%）。 

计算方法：指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幅度、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下降幅度、全国碳市

场覆盖行业的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幅度，适用于市域范围。 

负责部门：生态环境部门、发展改革部门。 

2 低碳建设 

目标解释：有明确的低碳建设目标，并得到有效落实。 

参考指标：社区低碳能源设施覆盖率（%）、绿色建筑面积占比（%）。 

计算方法：城区内配备充电站（桩）、换电站、分布式能源站等低碳能源设施的社区数量占社区总数的百分比；

城区内绿色建筑占城区建筑总面积的比例，适用于城区范围。 

负责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3 绿色生活 

目标解释：城市居民广泛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参考指标：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吨/人）、绿色出行比例（%）。 

计算方法：全市年总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全市常住人口的比值，适用于市域范围；居民使用城市轨道交通、公共

汽电车、自行车和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的出行量占全部出行量的比例，适用于城区范围。 

负责部门：发展改革部门、交通运输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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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维度 目标要求 说           明 

4 

维度二： 

环境优美 

空气清新 

目标解释：城市空气质量稳定达标，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空气质量考核任务。 

参考指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规定的 6项基本污染物。 

计算方法：城区污染物年均浓度平均值，适用于城区范围。 

负责部门：生态环境部门。 

5 水体洁净 

目标解释：城市水环境、水生态达到“清水绿岸、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的美丽河湖、“水清滩净、鱼鸥翔集、

人海和谐”的美丽海湾建设要求，城区水环境实现长治久清。 

参考指标：城区内美丽河湖建设情况、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沿海城市）。 

计算方法：流经或位于城区的水体建成美丽河湖比例，适用于城区范围；沿海城市近岸海域达到Ⅰ类和Ⅱ类海

水水质目标的面积占全市管理海域面积的比例，适用于市域范围。 

负责部门：生态环境部门。 

6 土壤安全 

目标解释：确保建设用地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有效管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保护人体健康和周边环境

安全。 

参考指标：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情况。 

计算方法：计算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和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指标

核算方法等有关文件，落实了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措施的地块数占总地块数的百分比，适用于城区范围。 

负责部门：生态环境部门、自然资源部门。 

7 
维度三： 

生态宜居 
空间有序 

目标解释：城市生态空间布局合理，提高市民生活质量，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参考指标：蓝绿空间比例（%）、城区 15分钟社区生活圈覆盖率（%）。 

计算方法：城区各类绿地和水域总面积占城区总面积的百分比；城区 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各类服务设施和服务

项目可覆盖的社区个数占社区总个数的比例，适用于城区范围。 

负责部门：自然资源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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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维度 目标要求 说           明 

8 

维度三： 

生态宜居 

生态优良 

目标解释：城市生态系统持续稳定。 

参考指标：城市生态功能指数。 

计算方法：参照《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试行）》中的“区域生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适用于城区范围。 

负责部门：生态环境部门。 

9 宁静和谐 

目标解释：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的噪声等生态环境问题，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 

参考指标：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夜间达标率（%）。 

计算方法：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夜间时段评价结果，达标的监测站（点）数量占符合数据有效性规定的有效监测

站（点）总数的百分比，适用于城区范围。 

负责部门：生态环境部门。 

10 安居无废 

目标解释：推动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转型，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

量，提升城市宜居水平。 

参考指标：“无废城市”建设进展情况。 

计算方法：依据“无废城市”建设进展评价有关文件计算得到的评价分数，适用于市域范围。 

负责部门：生态环境部门等。 

11 绿色旅游 

目标解释：城市积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绿色旅游发展，提高美丽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参考指标：城市积极发展绿色旅游的情况。 

计算方法：包括打造形成美丽城市相关文化旅游品牌，相关探索实践入选文化和旅游部绿色旅游发展案例等，

适用于市域范围。 

负责部门：文化和旅游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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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维度 目标要求 说           明 

12 

维度四： 

安全健康 

环境健康 

目标解释：持续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土壤环境质量等环境因素对公众健康的影响。 

参考指标：环境健康风险源管控率（%）。 

计算方法：依据环境健康风险源识别与分级有关技术指南确定本行政区环境健康风险源分级情况，其中较高风

险等级及以上的风险源被纳入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的比例，适用于市域范围。 

负责部门：生态环境部门。 

13 生物多样 

目标解释：不断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管理水平，持续保护城市本地濒危物种，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管理成效显

著，有效管控外来物种入侵。 

参考指标：本土物种生物多样性水平。 

计算方法：依据生物多样性调查研判本土物种情况以及外来入侵物种情况，适用于市域范围。 

负责部门：生态环境部门、林业和草原部门、进出口监督管理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农业农村部门。 

14 城市韧性 

目标解释：持续提升城市韧性，增强城市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参考指标：城区透水面积占比（%）。 

计算方法：透水表面面积占总城区面积的比例，适用于城区范围。 

负责部门：自然资源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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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维度 目标要求 说           明 

15 

维度五： 

智慧高效 

设施完善 

目标解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基础设施运行更加高效。 

参考指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 

计算方法：报告期内向污水处理厂排水的城区人口占城区用水总人口的比例，适用于城区范围。 

负责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16 感知高效 

目标解释：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增强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参考指标：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覆盖情况。 

计算方法：统计城市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在大气、水、土壤和地下水、海洋、声、辐射、新污染物、生态质量监

测等方面的监测要素数量、监测站点密度、监测体系情况，适用于市域范围。 

负责部门：生态环境部门。 

17 管理智能 

目标解释：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加快智慧城市建设。 

参考指标：城市智慧环保信息平台应用场景（个）。 

计算方法：统计城市智慧环保信息平台应用场景个数，适用于市域范围。 

负责部门：生态环境部门。 

18 公众满意 

目标解释：畅通美丽城市建设公众参与渠道，提升公众参与度，充分吸纳群众意见。 

参考指标：公众对城市生态环境满意度（%）。 

计算方法：通过梳理近年生态环境类信访投诉举报情况、问卷抽样调查和舆情分析情况，分析了解公众对美丽

城市建设成效的满意程度，适用于城区范围。 

负责部门：生态环境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