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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县）建设指标

领域 任务 序号 指 标 名 称 单位 指标值

目标

责任

（一）

目标责任

落实

1. 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占党政实绩考核的比例 % ≥20

2.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 - 建立

3.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 开展

生态

安全

（二）

环境质量

改善

4. PM2.5浓度 μg/m
3

完成上级规定的考核

任务，且保持稳定或持

续下降

5.

水环境质量

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

%

完成上级规定的考核

任务，且保持稳定或持

续提高

县城污水处理率 ≥95

县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率 100

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率* 100

（三）

生态质量

提升

6.

区域生态保护监管

生态质量指数（EQI） - △EQI>-1

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重点问

题整改率
% 100

生物多样性调查 - 开展

7.

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森林覆盖率*
%

保持稳定或持续改善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保持稳定或持续改善

（四）

生态环境风

险防范

8.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 ≥93

9. 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 - 有效保障

10. 外来物种入侵防控 - 有效开展

1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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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任务 序号 指 标 名 称 单位 指标值

生态

经济

（五）

节能减排降

碳增效

12.
新增和更新公共汽电车中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

辆比例
% ≥80

（六）

资源节约

集约

13.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率 %
完成上级规定的考核

任务

14.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
完成上级规定的考核

任务

15. 农膜回收率* % ≥85

1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保持稳定或持续改善

生态

文化

（七）

全民共建

共享

17. 公众对生态环境质量满意程度 % ≥90

18. 城镇新建绿色建筑比例 % 100

生态

文明

制度

（八）

体制机制

保障

19. 生态环境信息公开率 % 100

参考性指标

1.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 %

中西部地级及以上城

市市辖区、东部地区：

≥60；

中西部其他地区、东北

地区：≥30

2. 声环境功能区夜间达标率 %

完成上级规定的考核

任务，且保持稳定或持

续提高

3. 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 % 持续下降

4. 河湖岸线保护率 %
完成上级规定的考核

任务

5. 规模以下畜禽粪污集中收运利用体系 - 建立

6. 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 g/kg 保持稳定或有所提高

注：若申报地区不涉及“*”指标，则不纳入评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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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说 明

建设指标分为约束性指标和参考性指标两类，约束性指标旨在

对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工作强化约束要求，遴选时要求全部达标；参

考性指标旨在引导创建地区推进相关工作，作为遴选时同等条件下

择优考虑的依据。

约束性指标

指标1 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占党政实绩考核的比例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本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或下级党政干部实

绩考核评分标准中，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所占的比例。包括生态文明

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能源节约、绿色发展、

碳达峰碳中和等方面。县级行政区要对乡镇政府或乡镇党政领导干

部考核。该指标旨在推动创建地区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纳入党政实

绩考核范围，通过强化考核，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若对不同乡、镇、街道等考核内容不同，可取平均值。

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占党政实绩考核的比例 =
生态文明相关考核分值

绩效考评总分
× 100%

数据来源：组织（人事）部门。

指标2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依据《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追究办法（试行）》，建立健全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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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制度，对违背科学发展要求、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方面造成严

重破坏负有责任的相关地方党委和政府有关领导成员严格追责。

数据来源：组织、审计、生态环境、纪委监委等部门。

指标 3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领

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自然

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在领导干部离任时，对主要领导干部任职

期间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情况进行审计。

数据来源：组织、审计、纪委监委等部门。

指标 4 PM2.5浓度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行政区域内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

于 2.5μm的悬浮颗粒物在环境空气中的浓度。参照《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 3095-2012）及其配套文件测算。

注：持续下降指连续三年持续下降。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门。

指标 5 水环境质量

（1）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行政区域内国控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断

面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的比例。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试

行）》（环办〔2011〕22 号）、《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执行。要求创建地区基本消除劣Ⅴ类国控断面。

注：原则上考核行政区域内国控断面达标情况，如无国控断面

则考核省控断面，如无省控断面则考核市控断面。



— 28 —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门。

（2）县城污水处理率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县城范围内污水处理总量与污水排放总

量的比率。县城范围参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城市（县城）和

村镇建设统计调查制度》（2021 年 4 月）。

污水处理率 =
污水处理总量（吨）

污水排放总量（吨）
× 100%

数据来源：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3）县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率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完成整治县级城市黑臭水体数量占该地

区县级城市黑臭水体总数的比例。已完成整治黑臭水体水质监测结

果符合《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建城〔2015〕130 号）要求。

注：评估范围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县级市。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

（4）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率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完成整治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数量占

该地区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总数的比例。已完成整治黑臭水体应

无返黑返臭情况，水体沿岸无明显的乱堆乱放垃圾等现象，无污水

直排水体，水面无漂浮大量垃圾、藻类等；管护措施到位，建有长

效管护机制，如有管护人员负责定期清理水面和岸边垃圾、维护有

关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等。

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率 =
完成整治的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数量（个）

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总数（个）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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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为水域面积为 2000 平方米及以上的

黑臭水体，并纳入国家监管清单管理。

数据来源：农村黑臭水体牵头治理部门。

指标 6 区域生态保护监管

（1）生态质量指数（EQI）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表征行政区域内生态质量状况的生态格

局、生态功能、生物多样性、生态胁迫的综合反映。△EQI 表示评估

年生态质量指数与上一年生态质量指数的差值。执行《区域生态质

量评价办法（试行）》（环监测〔2021〕99 号）。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门。

（2）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重点问题整改率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参照《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工作暂

行办法》（环生态〔2020〕72 号）《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办

法（试行）》（国环规生态〔2022〕2 号），对纳入自然保护地、生

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问题台账的生态破坏问题当年应完成整改的比

例。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林草等部门。

（3）生物多样性调查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

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地为重点，

完善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和网络。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林草、农业农村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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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7 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1）森林覆盖率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行政区域内森林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百

分比。森林，包括乔木林、竹林和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按照用

途可以分为防护林、特种用途林、用材林、经济林和能源林。森林

面积指乔木林、竹林和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面积之和。用地分类

执行《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

资发〔2023〕234 号）。调查监测要求参照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关于共同做好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工作的意见》（自

然资发〔2022〕5 号）执行。

数据来源：林草部门。

（2）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各主要草地类型的植被盖度与其所占面

积比重的加权平均值。调查监测要求参照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共同做好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工作的意见》（自

然资发〔2022〕5 号）执行。

数据来源：林草部门。

注：①若创建地区无森林或草原，可不评估相应指标。

②持续改善指连续三年持续改善。

指标 8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行政区域内实现安全利用的受污染耕地面积，

占行政区受污染耕地总面积的比例。具体要求参照《土壤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实施情况评估考核规定（试行）》（环土壤〔2018〕4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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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

指标 9 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应确保重点建设用地不出现违法违规开

发利用情况，或对存在违法违规开发利用的地块全部依法处理处罚，

并督促整改到位，确保人居环境安全，守住保障“住得安心”底线。

重点建设用地是指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所

有地块。“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每年达到 100%，或者达到 95%

以上且对存在违规开发利用的地块全部依法处理处罚到位，并督促

整改到位（即未对人居环境造成风险）的，认定为实现“有效保障”，

参照《“十四五”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指标核算方法》（环办土壤

函〔2023〕7 号）执行。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部门。

指标 10 外来物种入侵防控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传入定殖并对当地生态系统、生境、物

种带来威胁或者危害，影响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农林牧渔业可持续

发展和生物多样性的外来物种入侵情况。创建地区要开展本行政区

域外来入侵物种调查监测工作，制定相关领域外来入侵物种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要求没有外来物种入侵，或者存在外来物种入侵，但

入侵范围较小、对行政区域生态环境没有产生实质性危害、对国民

经济没有造成实质性影响，且创建地区已在综合考虑外来入侵物种

种类、危害对象、危害程度、扩散趋势等因素的基础上制定了外来

入侵物种防控治理方案，及时控制或消除危害，并对外来入侵物种

发生区开展生态系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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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农业农村、林草、生态环境等部门。

指标 1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机制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常态化推进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隐患排查

工作。妥善应对突发环境事件，加强环境应急值班值守、及时报送

事件信息、科学妥善处置事件、扎实做好事件调查评估。持续强化

环境应急准备，推动重点河流和化工园区突发水污染事件“一河（园）

一策一图”编制和落地见效、不断完善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

联控机制、强化部门地区联动、加强环境应急物资储备。不断提升

环境应急能力，编制完善环境应急预案，强化环境应急演练、加强

环境应急培训。创建地区应确保县级及以上城市地表水型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环境安全，参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

J338—2018），按法定程序予以划定或调整；参照《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标志技术要求》（HJ/T433—2008），设立保护区界标和警示牌；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773—2015），

排查整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违法问题和环境风险隐患。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应急等部门。

指标 12 新增和更新公共汽电车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比例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新增和更新的城市公共汽电车车辆中，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辆数所占的比例。

数据来源：交通运输部门。

指标 13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率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行政区域内每万元工业增加值所消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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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量与基期相比的下降比例。其中，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是工

业用水量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工业增加值以 2020 年为不变价基期

进行核算。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
工业用水量 立方米

工业增加值 万元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率 = 1 �
当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基期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 100%

数据来源：水利、统计等部门。

指标 14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灌入田间蓄积于土壤根系层中可供作物

利用的水量与灌溉毛用水量的比值。应执行《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测算分析技术指导细则》和每年度水利部农田灌溉水有效

利用系数测算分析报送成果通知相关要求。

数据来源：水利、统计等部门。

指标 15 农膜回收率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农膜回收量占使用量的比例。要求创建

地区生产、销售、使用的农用薄膜符合国家关于农用薄膜行业规范

的要求和相关标准，无生产、销售、使用国家明令禁止或者不符合

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农用薄膜。参照《农用薄膜管理办法》（农业农村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令第 4 号）

执行。

农膜回收率 =
农膜回收量（吨）

农膜使用量（吨）
× 100%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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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1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行政区域内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量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包括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的比率。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吨）

当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吨）＋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吨）
× 100%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

指标 17 公众对生态环境质量满意程度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满意程度。调查居民

对居住地的空气质量、饮用水质量、居住生活环境情况、污水和生

活垃圾的集中处理情况、公共厕所卫生条件、河流湖泊或附近海域

环境状况、声环境质量、政府在环保方面的工作情况的满意程度。

以省级或市级统计部门公布数据为准，无公开发布数据时，可参照

国家统计局或省级统计部门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方案开展调查。

该指标值以统计部门或独立调查机构通过抽样调查获得。

数据来源：统计部门或独立调查机构。

指标 18 城镇新建绿色建筑比例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城镇建成区内达到《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19）的当年竣工绿色建筑面积占当年竣工建筑总面积

的比例。绿色建筑指在全寿命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

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

城镇新建绿色建筑比例 =
城镇当年竣工绿色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城镇当年竣工建筑总面积（万平方米）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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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指标 19 生态环境信息公开率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政府主动公开生态环境信息和企业依法

披露生态环境信息的比例。生态环境信息公开工作按照现行有关法

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 711 号）

等行政法规要求开展，其中污染源环境信息公开的具体内容和标准，

按照《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24 号）、

《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27 号）、《关

于加强污染源环境监管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环发〔2013〕74 号）

等要求执行。

政府生态环境信息公开率 =
实际主动公开环境信息

应当主动公开环境信息
× 100%

企业生态环境信息公开率 =
依法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数量

纳入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名单的数量
× 100%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门。

参考性指标

指标 1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行政区域内生活污水得到处理和资源化

利用的行政村数占行政区域内所有行政村数量的比例。村庄内无污

水横流现象，无因生活污水形成的黑臭水体、黑水沟、黑水塘等，

治理成效群众满意，则视为该行政村完成生活污水处理。禁止违反

《水污染防治法》要求，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或私设暗管

等方式直接排放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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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 =
生活污水得到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行政村数量（个）

行政村总数（个）

注：①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

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

北和湖南；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包括：辽宁、吉林和

黑龙江。

②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省份呈分散居住的村落（如牧区）

不纳入评估范围，其他区域山区分散居住的村落不纳入评估范围。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门。

指标 2 声环境功能区夜间达标率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行政区域内的夜间声环境质量达到或优

于声环境功能区限值标准要求的监测点次所占比率。执行《声环境

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声环境质量标准》（G

B 3096-2008）及《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

J640-2012）。原则上考核国控监测点位达标情况，如无国控监测点

位则考核省控监测点位，如无省控监测点位则考核市控监测点位。

参与考核的监测点位原则上应采用自动监测。上级生态环境部门有

任务要求的，创建地区应完成任务目标，且声环境功能区夜间达标

率低于 85%的应持续提高，高于 85%（含）的应保持稳定或持续提高。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门。

指标 3 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行政区域内产生的危险废物中，以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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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处置的危险废物量（包括转移至行政区域外填埋处置的危险废

物量）占行政区域内危险废物产生总量和危险废物贮存削减量之和

的比例。

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

=
当年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吨）

当年危险废物产生量（吨） + 截至上年末危险废物贮存量（吨） � 截至当年末危险废物贮存量（吨）

× 100%

注：持续下降指连续三年持续下降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门。

指标 4 河湖岸线保护率

指标解释：指创建地区完成水利普查名录内（除无人区外）河

湖管理范围划定，加快推进重要江河湖泊岸线保护利用规划编制审

批，合理划分岸线保护区、保留区、控制区和开发利用区，严格管

控各类水域岸线利用行为，确保重要江河湖泊规划岸线保护区、保

留区比例达到上级考核任务或管控目标。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参

照《水利部关于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空间管控的指导意见》（水河湖〔2

022〕216 号）执行。

河湖岸线保护率 =
列入岸线保护区、保留区的岸段长度（公里）

河湖岸线总长度（公里）
× 100%

数据来源：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

指标 5 规模以下畜禽粪污集中收运利用体系

指标解释：指建立规模以下畜禽养殖场畜禽粪污收集、转运、

利用等管理体系，并因地制宜出台政策支持，有效实现分户收集集

中处理利用，基本消除畜禽养殖场户粪污乱堆乱排等问题。若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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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不涉及散养密集区，可不评估该指标。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

指标 6 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

指标解释：指区域内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上一年度或时期保

持稳定或有所提高。

数据来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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