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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24年 8 月 15日是全国第二个生态日，同时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正式

提出“两山”理论的第 19个年份。值此之际，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发布《全

国“两山”转化指数研究报告（2022～2023年）》课题研究成果，旨在

总结“两山”转化的重要成效及其空间分布规律，以此展望未来，推动“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良好的生态环境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能

够提升自然价值、增值自然资本，创造出较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促进绿水青山持续不断地转化为金山银山。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两山”转化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

要指示，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

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指引下，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一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同共生、

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路径和经验做法。具体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纳入政府考核，如海南省印发《生态产品总值

（GEP）核算技术规范（试行）》；二是创新产业生态化发展模式，如

青海海南州积极探索“光伏+治沙”发展模式，减缓土地沙化和草场退化速

度，湖北荆州市大北湖探索“人放天养”生态鱼全产业链价值实现路径，

贵州乌当区探索“大数据+生态产业”协同发展创新路径；三是创新绿色金

融产品，破解生态产业融资难问题，如江西抚州、福建长汀探索“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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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益林贷”等新型金融产品；四是打造区域公共品牌，提高生态产品溢

价价值，如浙江丽水市打造“山”字系区域公用品牌。

目前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推进“两山”转化实践，但是对于总体转化

实践的成效及区域差异的评估测算尚不明晰。因此，开展全国“两山”

转化指数评价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有助于系统评估各地“两山”转化效

果和判别存在的问题，为推广成功经验、制定精准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进而推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本研究报告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阐明了“两山”理念的

核心内涵和重要性，构建了系统的评价体系和指数测度方法，通过实证

分析揭示出各地“两山”转化的主要成效和区域差异，并提出针对性的

政策建议。报告内容共包含七个章节，具体如下：

第一章：研究背景及意义。该章阐述了“两山”转化的背景及其在

当前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指出开展该课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第二章：核心理念与理论内涵。该章详细阐述了“两山”理念的核

心思想和理论基础，包括不同阶段的认识和主要内容，为后续的评价体

系建设和转化指数设计提供理论支持；

第三章：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该章构建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

山”的评价指标体系，详细介绍了指标设计的思路、筛选原则，以及数

据来源；

第四章：“两山”转化指数测度设计。该章介绍了如何通过数据处

理、模型设计等方法来测算和评估“两山”转化的实际效果，包括耦合

度模型和转化模型的设计；

第五章：“两山”转化测度结果分析。基于前述指标体系和测度方

法，该章对全国、省域层面及其子系统的转化指数进行分析，全面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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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区在生态与经济发展中的差异和共性；

第六章：重点发展区域“两山”转化指数分析。该章特别关注了长

江经济带、黄河流域、长三角一体化区域等重点发展区域的“两山”转

化情况，对这些区域的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专题研究；

第七章：主要结论和政策启示。报告总结了当前全国“两山”转化

成效及其空间分布规律，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促进绿水青山

更好地向金山银山转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体制机制。为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本研究报告以绿水青山系统中

的要素转化为关键点，深入分析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紧

密把握金山银山系统中的绿色财富源头这一核心，全面系统测算全国“两

山”转化指数，旨在为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共赢提供科学依

据和决策支持。报告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一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报告从“两山”理念的核心思想和理论内涵出发，结合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的实际情况，构建了一个兼具理论深度和实践应用的研究框架；

二是构建符合“两山”特色的评价指标体系。报告设计了“绿水青山”

和“金山银山”两个评价指标体系，覆盖了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多个

维度。指标的选取不仅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也充分考虑指标的“两山”

代表性，对于代表性不强或数据难以获取的指标经过论证及时替代或者

删除；三是设计较为合理的指数测度方法。报告综合运用主观赋权模糊

层次分析法（AHP）、客观赋权熵值法和多目标决策法等评价方法，分

别对“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指标体系进行权重赋值，形成一个

综合权重，以此来计算“两山”转化指数；四是实施多维度多层次的“两

山”转化指数分析。报告不仅从全国层面分析“两山”转化的状况，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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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到省域层面和子系统层面进行细致地分析。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两山”转化指数测度是一项探索性工程，

涉及面广泛，数据处理复杂，目前尚无现成的经验方法可以直接借鉴。

在实际研究测度过程中，由于部分指标数据的不可获取性、指标表征的

不充分性以及技术方法运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误差等原因，报告的研究

结果与发展实际难免会存在不相符合的情况。因此，报告的结论应视为

一个动态参考，需要随着数据的完善和方法的改进不断修正和优化。未

来，我们将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要求，

聚焦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努力完善测度方法，提升“两

山”转化研究的精确性，以期更准确地反映“两山”转化的真实状况，

为加快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做出智库贡献。

不足之处，恳请各界人士批评指正。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实践高端智库

贵州生态文明研究院

2024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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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

建设，并将其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浙江安吉考察时正式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①，这一理念

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阐明了经济发展不仅

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更要以优美的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重要资源和

优势。“两山”理念已成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作为

各个地方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路径的行动指引。

从早期的生态保护试点，到各地积极探索“两山”转化的具体路径，

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顶层设计，持续推动“两山”理念的落地生

根。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

布局，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②，进一步明确了“两山”理念在国家

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提出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③，

持续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

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强调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

①《鉴往知来——跟着总书记走进绿水青山》，求是网，2020 年 3 月 31 日 , http: //
www.qstheory.cn/zdwz/2020-03/31/c_1125791213.htm。

②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N].人民日

报,2017-10-28(001)。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2022-10-2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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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机制、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④。国家先后出台《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总体方案》《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实施方案》《关于建立健全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

见》等政策文件。

各地认真落实国家的要求部署，结合自身实际，通过政策引导、资

源整合和市场化运作等多种方式，有序推动生态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价值

转化，取得良好成效，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

然而，由于各地自然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两

山”转化的生态本底基础与转化程度存在不均衡现象。各地方“两山”

转化程度是多少，以及哪些地方转化程度较好，哪些地方转化程度相对

较低，有哪些薄弱环节等尚不明晰。为此，课题组构建了一个相对科学、

客观的评价体系，量化全国“两山”转化水平，评估各地在“两山”转

化实践的进展情况，为各级政府制定和调整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二、“两山”转化核心理念和理论内涵

（一）核心理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要内容，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一理念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

展的辩证统一关系，明确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

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同时，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对

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反之亦然，

④ 中 共 中 央 关 于 进 一 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的 决 定 [N]. 人 民 日

报,2024-07-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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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态环境也不应抛弃经济发展。在实践中，人们逐步认识到，良好

的生态环境不仅是人类健康和幸福的重要保障，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

础。绿水青山中蕴含的无穷经济价值，通过合理开发和利用，可以源源

不断地转化为金山银山。

（二）理论内涵

在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已

成为社会共识。这一理念不仅强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更在于探讨如何

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我们可以从这一理念的阶段性认识

及其核心内容来理解其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

1.阶段性认识

在人类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实践中，关于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关

系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阶段。这些阶段性认识不仅体现了人类在发

展观念上的演进，也反映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自然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

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和调整。

（1）第一阶段：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特别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期，

人们普遍采用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注重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为了实现

快速的经济增长，许多地区不顾环境承载能力，大规模地开采自然资源，

导致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此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一是资源过度开发，

不计后果地开采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导致资源枯竭、生态系统退化；

二是环境污染严重，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不受控制，造成

大气、水体和土壤的严重污染；三是生态系统破坏，湿地、森林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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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被破坏，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

（2）第二阶段：既要金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

发展的基础。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最终将难以持续。

这一阶段，人们开始意识到环境是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因此，第二阶段

的认识开始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主要特征为：一是追求“双

重”目标，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开始重视环境保护，提出了“既要金

山银山，也要保住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二是政策调整，各级政府开始

制定和实施环境保护法规，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强对污染排放的

监控和治理；三是公众意识提高，环保教育逐步深入人心，公众环保意

识显著增强，环境保护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3）第三阶段：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

进入新时代，人们对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即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通过合理的生态开发，可以实现经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一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倡导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

展，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二是培育生态经济模式，发展

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工业等绿色产业，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

径，实现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三是进行绿色制度创新，建立完

善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明确自然资源的产权主体

和使用权，保障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四是利用科技创新驱动绿色经济

发展，利用科技创新推动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发展环境友好型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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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2.主要内容

（1）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破坏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发展，最终只会损害

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反之，通过保护生态环境，不仅能够维持自然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还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

（2）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要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需要探索和建立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的路径。首先，健全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鼓励和激励各类生态环

境保护行为，使生态保护者不仅能够获得合理的经济回报，还能享受到

社会和政策层面的支持，形成保护环境的长效机制。其次，建立并规范

生态产品的市场交易机制，使生态产品可通过合法、透明的市场途径进

行交易，实现其应有的生态价值。此外，还需大力推动绿色产业发展，

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产业，以充分利用和发挥当地的

生态优势，将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带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

（3）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明确自然资源的产权主体，通过确权登记，使生态产品的权责归属

明确，保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法律基础。包括水流、森林、草原、荒

地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界定，丰富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类型，

合理进行出让、转让、出租、抵押和入股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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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快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

建立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增强经济

发展的自我造血功能。结合生态治理和特色产业发展，实现生态文明建

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推进。通过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向农村流动，

促进农村资源资产化、资金股权化、农民股东化，使绿水青山真正变为

金山银山。

（5）提升“两山”转化的社会共识与行动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关键在于思路和行动。各

级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要共同努力，推动绿色发展，探索生态环境保

护与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实现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目标。

三、“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两山”转化指数评价涵盖“绿水青山”评价指标体系和“金山银

山”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多方面含义。

因此，合理构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指标评价体系是科学测度

全国“两山”转化指数的关键。

（一）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思路

第一，合理界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内涵。结合“两山论”思想⑤，

以及生态文明建设⑥和“美丽中国”建设⑦核心要义，本报告对绿水青山和

金山银山的内涵进行如下界定：绿水青山代表着对生态质量、人居绿化、

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 15年》，求是网，2020年 8月 14日, http: // www.qstheory.cn
/ zhuanqu /2020-08/14/ c_ 1126370170.htm。

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N].人民日

报,2022-08-18(010)。
⑦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4-01-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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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环境和水生态的全面保护或可持续利用。这一内涵强调通过整体生

态系统的协调发展，提升城市和乡村的绿化水平，改善空气质量，保护

水资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金山银山”体现了在林草经济、

绿色农业、绿色工业、清洁能源和生态旅游等领域，通过绿色发展实现

经济繁荣、绿色财富增值。这一内涵强调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合理利

用自然资源，发展绿色产业，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

第二，依据“两山”内涵，构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评价

指标体系。在“绿水青山”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建立涵盖生态质量、

人居绿化、大气环境和水生态等 4 个子系统评价体系；在“金山银山”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中，建立了一个包含林草经济、绿色农业、绿色工业、

清洁能源和生态旅游等 5 个子系统评价体系。

第三，基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关键点，选取子系统指标。

在绿水青山子系统指标选取中，报告坚持选用的指标能转化、能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的原则，对于不能转化、代表性不强、不可量化的指标予以

摒弃。在金山银山子系统指标选取中，报告坚持选用的指标是由绿水青

山转化而来的原则。一些不是绿水青山系统中的要素转化而来的产值指

标不在选取的考虑范围内。若一些产值指标由少部分是绿水青山系统中

的要素转化而来，报告则采取相应的方法进行剥离，以保证金山银山的

绿色性。

最后，根据“两山”转化指数的可比性和公平性，选取“两山”转

化评价对象。本报告选取评价对象为全国 28个省（市、区），不含港澳

台以及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区，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原因：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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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地区相关数据不可获取以及统计口径与大陆不一致；二是北京、

上海和天津等 3 个直辖市，市域面积小，农村经济占比低，绿水青山系

统中的要素存量低。

（二）评价体系指标筛选原则

评价体系指标的选取应满足科学性、独立性、可操作性、前瞻性、

静态与动态结合等基本要求。本报告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绿水青山与

金山银山的特色，筛选具体指标。

1.科学性与系统性

在选择指标时，应确保指标具有科学依据，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生

态环境和经济效益的实际情况。同时，指标体系应具有系统性，全面覆

盖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两大领域的核心要素。

2.可操作性

所选指标应易于获取和测量，确保数据来源可靠，并能够在实际操

作中顺利应用。这一原则旨在确保评价体系的可执行性和实用性。

3.代表性与层次性

指标选择应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出评价对象的典型特征。同时，

要考虑指标的层次性，从宏观到微观全面反映生态与经济的状况，以便

于更深入地分析和决策。

4.正负向指标结合

在选择指标时，应同时考虑正向和负向指标，以便全面评估生态环

境和经济效益的各个方面。正向指标反映积极影响，负向指标揭示潜在

问题，使评价结果更加全面和均衡。



- 12 -

5.动态性

评价指标体系应具有一定的动态性，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这一原则确保体系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经济发展需求，保持其有

效性和前瞻性。

（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指标解释说明

1.“绿水青山”评价指标体系

“绿水青山”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涵盖山水林田湖草等综合性的环

境评估体系，旨在全面衡量和管理生态环境质量。该体系包括四个主要

子系统：生态质量、人居绿化、大气环境和水生态（详见图 1）。每个子

系统分别由具体的指标来表征，以全面评估各个方面的生态环境状况。

图 1 “绿水青山”评价指标体系的系统构成

（1）生态质量子系统

生态质量子系统主要评估生态系统的整体质量，通过生态系统质量

指数（EQI）来衡量。该指数综合考虑了多个环境因子，反映了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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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状况和可持续性。

（2）人居绿化子系统

人居绿化子系统侧重于人类居住环境的绿化状况，主要包含森林覆

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人均森林蓄积量、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等 5 个指标来衡量。

①森林覆盖率（%）：指森林在土地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反映了

区域的绿化水平和生态修复效果。

②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指某一省份各主要草地类型的植被覆

盖度与其所占面积比重的加权平均值，主要反映草原牧草生长浓密程度。

③人均森林蓄积量（万立方米/万人）：指每万人所拥有的森林资源

量，是衡量森林资源利用和保护的重要指标。

④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指城市建成区中绿化区域所占的比例，

反映了城市绿化的水平和居民生活环境的优美程度。

⑤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指每个居民平均拥有的公园绿地

面积，是评估居民可用绿地资源的重要指标。

（3）大气环境子系统

大气环境子系统评估空气质量，通过监测污染物浓度和空气质量天

数比例来衡量区域空气状况。

①PM2.5浓度（Μg/m3）：指空气中细颗粒物的浓度，是评估空气污

染程度的重要指标。

②日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指一年中空气质量达到优良标

准的天数比例，反映了区域的空气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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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生态子系统

水生态子系统关注水资源的质量和数量，报告采用水质和水资源量

指标来衡量水生态环境。

①Ⅰ-Ⅲ类水质断面占比（%）：指符合Ⅰ-Ⅲ类水质标准的水体断面比

例，反映了水质的良好程度。

②劣 V 类水质占比（%）：指劣 V 类水质的水体断面比例，是评估

水污染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

③水资源总量（亿立方米）：指一个省域内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

反映了水资源的丰富程度和管理水平。

2.“金山银山”评价指标体系

“金山银山”指标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生态经济评价系统，

旨在全面衡量和提升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效益。该体系

包括综合林草经济、绿色农业、绿色工业、清洁能源和生态旅游等 5 个

子系统（详见图 2），每个子系统由若干具体的三级指标组成，覆盖了林

业、草原、农业、工业、能源和旅游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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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金山银山”指标体系的系统构成

（1）林草经济子系统

林草经济子系统旨在评估林业在绿色经济中的贡献，主要通过林下

经济和林业总产值来衡量其对整体生态经济的影响。

①林下经济产值（亿元）：指在林地上进行的各类经济活动所创造

的经济价值，包括林地种植、养殖和采集等活动。

②林业总产值（亿元）：指林业生产的总经济价值，包括木材、林

产品及相关服务的总收入。

③草原产业总产值（亿元）：指在一定时期内，草原地区通过种草、

修复与管护，割草与草产品加工，以及草原旅游、休闲与服务等活动所

创造的经济总价值。

（2）绿色农业子系统

绿色农业子系统重点关注农业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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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通过单位农业施肥产值、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林产中药材总产

值、茶叶产值和水果产值等 5个指标来综合衡量。

①单位农业施肥产值（万元/吨）：指每吨化肥投入所带来的农业产

值，反映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效率。

②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万元/人）：指每个农业劳动力所创造的

总产值，反映农业劳动生产率。

③林产中药材总产值（亿元）：指以林地资源为基础生产的中药材

的经济价值。

④茶叶产值（亿元）：指茶叶种植和生产所创造的经济价值。由于

目前各省份仅统计茶叶产量，并未发布茶叶产值，报告通过搜集各省份

茶叶年平均价位，基于茶叶年产量来计算相应的茶叶产值。

⑤水果产值（亿元）：指水果种植及其相关活动所带来的经济收益。

需要说明的是，各省份也并未统计水果产值，仅有主要水果的产量。在

此，本报告使用的水果产值是基于各省份主要水果的年平均价位来获取。

（3）绿色工业子系统

绿色工业系统评估与农业和林业相关的工业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及其经济产值。主要通过农副食品加工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和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等 4 个指

标来衡量。本报告对绿色工业产值的测算注重绿水青山系统要素的转化，

非绿水青山系统转化而来的产值不在此考虑范畴。同时，对于绿色工业

使用的原材料非本地生产，而是外地购买或者进口的省份，报告对其绿

色工业产值赋值为 0。此外，对于有些省份在绿色工业生产中使用的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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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结构中既有本地生产的，也有外来购买和进口的情况，报告依据区域

之间贸易情况，进行合理剥离。

①农副食品加工业（亿元）：指农产品加工行业的经济产值，反映

农业产品的深加工能力。

②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亿元）：指这些行业的经济产值，反

映相关工业活动的规模和经济效益。

③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亿元）：指这些与林业

资源密切相关的加工行业的经济价值。

④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亿元）：指通过废弃物回收和再利用所创

造的经济产值，反映资源循环利用的程度。

（4）清洁能源子系统

清洁能源子系统关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及其在区域经济中的贡献，

特别是清洁能源对环境的改善作用。在衡量该系统时，报告采用可再生

能源电力（包含水电）消纳量（亿千瓦时）来衡量，以此评估各个省份

内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

（5）生态旅游子系统

生态旅游子系统主要评估生态旅游在区域经济中的角色及其对环境

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报告采用林草旅游与休闲服务产值来衡量，

该指标是指基于林草业资源的旅游和休闲服务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它反

映了一个省份生态旅游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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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绿水青山”指标

生态质量 生态系统质量指数（EQI） 正向指标

人居绿化

森林覆盖率（%） 正向指标

人均森林蓄积量（万立方米/万人） 正向指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向指标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正向指标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正向指标

大气环境
(PM2.5)（Μg/m3） 负向指标

日空气质量（AQI）优良天数比例（%） 正向指标

水生态

Ⅰ-Ⅲ类水质断面占比（%） 正向指标

劣 V类水质占比（%） 负向指标

水资源总量（亿立方米） 正向指标

“金山银山”指标

林草经济

林下经济产值（亿元） 正向指标

林业总产值（亿元） 正向指标

草原产业总产值（亿元） 正向指标

绿色农业

单位农业施肥产值（万元/吨） 正向指标

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万元/人） 正向指标

林产中药材总产值（亿元） 正向指标

茶叶产值（亿元） 正向指标

水果产值（亿元） 正向指标

绿色工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亿元） 正向指标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亿元） 正向指标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

业（亿元）
正向指标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亿元） 正向指标

清洁能源
可再生能源电力（包含水电）消纳量

（亿千瓦时）
正向指标

生态旅游 林草旅游与休闲服务产值（亿元） 正向指标

（四）评价指标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是研究分析的重要基础，因此选择合适可靠的数据来源至

关重要。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报告选择了生态环境部、国

家统计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能源局、地方统计局等官方部门出

版的数据集作为主要数据源。具体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林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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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各省份统计年鉴、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公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以及中国水资源公报、国土绿化状况公报等（详见表 2）。这些

数据来源广泛覆盖了生态和经济的多个方面，能够为报告提供一个全面

而深入的视角来分析和理解“两山”转化的具体情况。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个别省份的某些关键指标数据不能获取，面对

这样的数据缺失问题，本报告采取替代策略以增强研究的连贯性和可靠

性。在这种情况下，报告首先考虑使用邻近年份即 2021年的数据进行替

换。这种替代策略基于对数据稳定性的评估，例如生态系统质量指数

（EQI），该指数通常年际变动不大，因此，可以根据前一年的数据做适

当调整替代。如果该省的数据在多个连续年份都未发布，报告则使用全

国平均值作为替代。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绿色农业中茶叶产值和水果

产值数据当前官方没有直接数据发布，报告是通过搜集各省份年平均价

格指数，依据地方统计局发布产量数据计算处理获得。在计算绿色工业

产值数据方面，为体现绿色工业由绿水青山转化的特征，报告基于国家

统计局各工业行业主营业务收入数据，结合地区贸易情况，本报告通过

剥离计算获得。这虽然可能带来一定的偏差，但在数据完整性方面提供

了一定的补充，确保分析的连续性和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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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评价指标体系数据来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据来源

“绿水青

山”指标

生态质量 生态系统质量指数（EQI） 生态环境部

人居绿化

森林覆盖率（%） 国家统计局

人均森林蓄积量（万立方米/万人） 国家统计局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国家统计局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国家统计局

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各省份林业局或林

草局

大气环境

(PM2.5)（Μg/m3） 生态环境部

日空气质量(AQI)优良天数比例

（%）
生态环境部

水生态

Ⅰ-Ⅲ类水质断面占比（%） 《中国水资源公报》

劣 V类水质占比（%） 《中国水资源公报》

水资源总量（亿立方米） 《中国水资源公报》

“金山银

山”指标

林草经济

林下经济产值（亿元） 《中国林业年鉴》

林业总产值（亿元） 《中国林业年鉴》

草原产业总产值（亿元）
《中国林业和草原

统计年鉴》

绿色农业

单位农业施肥产值（万元/吨） 国家统计局

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万元/人） 国家统计局

林产中药材总产值（亿元） 《中国林业年鉴》

茶叶产值(亿元)
基于各省份统计局

数据，结合各地年平

均价格指数，课题组

通过计算获得水果产值（亿元）

绿色工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亿元）
基于国家统计局数

据，结合地区贸易情

况，课题通过剥离计

算获得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亿元）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

品业（亿元）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亿元）

清洁能源
可再生能源电力（包含水电）消纳

量（亿千瓦时）
国家能源局

生态旅游 林草旅游与休闲服务产值（亿元）
林业专业知识服务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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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山”转化指数测度设计

（一）“两山”指数测度方法

1.指标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鉴于不同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和数量级，结合指标的不同属性，将

指标划分为正向指标与负向指标两类属性，分别采用计算公式（1）和（2）

对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2）

式（1）和式（2）中，���与���
' 表示标准化处理后的第 i 个省份第 j

个正向或负向指标数据，���表示标准化处理前的第 i 个省份第 j 个评价指

标数据，��� ���与��� ���分别表示第 i 个省份第 j 个指标的最大值与最小

值。

2.指标权重确定

本报告采用熵权法和主观权重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计算

步骤如下：

（1）计算单指标值占比

对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后，需要计算各省份第 i 年中的第 j 项指

标值所占的比重。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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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j

�=1
� �ij�

（3）

（2）计算信息熵和冗余度

假定“金山银山”指数和“绿水青山”指数各指标的信息熵为��，

其计算公式如下：

�� =−
1

���
�=1

�

(��� × �����)�

0≤ �� ≤ 1

（4）

其中，m 为评价指标体系的年份。

假定信息熵冗余度用��来表示，则信息冗余度计算如下：

�� = 1 − ��

（5）

（3）“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指标体系权重赋值

在评价“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转化指数时，权重赋值显得尤

为关键。这种评价不仅影响着报告对各省份在生态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

成效审视，也是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传统上，现有研究采

用的方法大多为主观的德尔菲法和客观的熵值法，但这两种方法均有其

局限性。德尔菲法可能受限于专家观点的主观性，而熵值法则可能无法

全面捕捉到所有重要因素，导致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

针对上述问题，本报告提出一种综合评价方法，以期减少单一赋权

法的差异性和局限性。具体方法包括使用主观赋权的模糊层次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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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P）、客观赋权的熵值法⑧，以及包括有限方案在内的多目标决策法

⑨。通过这三种方法分别对“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指标体系进行

权重赋值，之后计算这些权重的均值，形成一个综合权重（详见表 3）。

这种综合权重的计算方式能够平衡各种方法的优缺点，使得最终的评价

结果更加全面和接近实际情况。

⑧王少剑 ,方创琳,王洋.京津冀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关系定量测度[J].生态学

报,2015,35(07):2244-2254。
⑨齐岳,黄佳宁,齐竹君.关于双碳战略的建模的文献回顾与基于多目标决策的建模展望[J].中

国软科学,2022,(S1):20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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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3.“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指数测算

将标准化后的数据���和���
' 与各评价指标权重��进行合成运算，求得

“绿水青山”指数和“金山银山”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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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 × ���)�

（6）

式中，����为第 i 个省份第 j 个指标的“绿水青山”指数或“金山银

山”指数。

（二）“两山”转化指数模型设计

1.“两山”耦合度模型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关系，而非简单的加

总求和。通过耦合度可以判别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耦

合作用强度。利用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推广的耦合度模型，可以计算和分

析全国 28个省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耦合度。本报告使用的耦合度模

型⑩，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两个系统的耦合度函数表示为：

��� = ������������� ������� + ������

（7）

���为第 i 个省份在第 t 年的耦合度，�������为第 t 个省份在第 t 年的

“绿水青山”指数，������为第 i 个省份在第 t 年的“金山银山”指数。���

的取值范围为[0，1]，���值越大表示两个维度间关联程度越大。

2.“两山”转化模型

耦合度仅能衡量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两个系统相互作用的强度，但

无法准确评估这两个系统协调发展的程度。为更准确地揭示这两个维度

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本报告构建了 “金山银山—绿水青山”耦合协调

⑩ 王 淑 佳 , 孔 伟 , 任 亮 , 等 . 国 内 耦 合 协 调 度 模 型 的 误 区 及 修 正 [J]. 自 然 资 源 学

报,2021,36(03):79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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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模型。该模型旨在提供一个更全面、客观的视角来分析这两个系统之

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促进它们的协调发展。具体的模型公式如下：

����� = ��� × ���

��� = �������� + �������

（8）

式中：���为反映“绿水青山”指数和“金山银山”指数在第 i 个省

份第 t 年协同效应的综合发展度；α和β为待定系数，且α+β=1，分别代表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对“两山”实践成效的贡献程度；�����为第 i 个省

份第 t 年的“两山”转化指数，可反映二者的综合评价水平，也能反映

二者的协调发展的情况。在“两山”实践过程中，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

对整个系统的贡献程度同等重要。因此，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待定系

数同取 0.5。耦合协调度分为以下 6 个等级，详见表 4。

表 4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耦合协调度等级与协调特征

协调度取值 协调等级 协调特征

TMT=0 不协调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系统整体呈衰退趋势

0< TMT≤0.4 低度协调 环境勉强保持在承载力范围内，“两山”转化水平较低

0.4<TMT≤0.5 中度协调
资源环境保持在承载力阈值内，短期内“两山”转化有一定空

间，但持续转化受限

0.5<TMT≤0.8 良好协调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基本协调，“两山”转化达到初步均衡

0.8<TMT<1 高度协调 较协调，“两山”转化接近均衡，并且接近理想化的状态

TMT =1 极度协调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协同发展，达到高度统一，实现互促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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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两山”转化测度结果分析

（一）“两山”转化指数分析

1.全国总体层面分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我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这

一理念强调，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和珍惜自然资源，实现

可持续发展。测算结果表明，全国“两山”转化态势良好，大多数省份

的“两山”转化指数聚集在 0.4035至 0.4885 区间内。具体情况如下：

（1）“两山”转化水平

全国“绿水青山”指数为 0.2049，“金山银山”指数为 0.1970。从

“两山”转化效果来看，2022 年全国的“两山”转化指数为 0.4447（详

见表 5），按照前述表 4 的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来判断，当前我国生态环

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已进入中度协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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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22 年 28 个省份“两山”转化指数情况

省份 “绿水青山”指数 “金山银山”指数 “两山”转化指数 转化指数排名

浙江 0.2766 0.2648 0.5202 1
福建 0.2693 0.2572 0.5130 2
江苏 0.2487 0.2618 0.5051 3
云南 0.2512 0.2397 0.4954 4
四川 0.2456 0.2408 0.4931 5
贵州 0.2513 0.2318 0.4912 6
海南 0.2433 0.2340 0.4885 7
江西 0.2462 0.2253 0.4853 8
湖南 0.2265 0.2416 0.4836 9
广东 0.2055 0.2559 0.4789 10
广西 0.2491 0.2091 0.4777 11
湖北 0.2274 0.2225 0.4743 12
安徽 0.2179 0.2172 0.4664 13
重庆 0.2280 0.1969 0.4603 14
山东 0.1875 0.2246 0.4530 15
吉林 0.2116 0.1902 0.4479 16
内蒙古 0.1974 0.1649 0.4248 17
陕西 0.2040 0.1510 0.4189 18
辽宁 0.1860 0.1626 0.4170 19
新疆 0.1527 0.1805 0.4075 20
黑龙江 0.1757 0.1508 0.4035 21
青海 0.1686 0.1487 0.3979 22
河北 0.1470 0.1670 0.3958 23
宁夏 0.1766 0.1309 0.3899 24
西藏 0.1878 0.1112 0.3801 25
河南 0.1082 0.1858 0.3765 26
甘肃 0.1342 0.1303 0.3637 27
山西 0.1134 0.1203 0.3418 28
全国 0.2049 0.1970 0.4447 -

（2）“两山”转化指数分布

从 28 个省份“两山”转化指数分布来看，有 16 个省份的指数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0.4447），表明全国大多数省份在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

协调转化方面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中位数为 0.4566，意味着一半省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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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指数超过此值，显示了“两山”转化的均衡程度。标准差为 0.0504，

总体差距达到 0.1785，这两个统计指标反映出虽然各省份的转化指数相

对集中，但在最高与最低的转化指数之间依然存在明显差异。具体来看，

转化指数最高的省份达到 0.5202，最低的仅为 0.3418，表明部分省份在

“两山”转化方面的效率较高。通过箱线图和核密度图进一步分析，可

以看出大多数省份的“两山”转化指数聚集 25%和 75%分位数之间，即

从 0.4035到 0.4885区间内（图 3）。

图 3 全国“两山”转化指数分布图

2.省域层面分析

（1）“两山”转化指数排名情况分析

按照前述表 4 的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和 2022 年 28个省份的“两山”

转化指数（耦合协调度）数据，可以看出各省份的“两山”转化程度显

示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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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排名位居前列省份

浙江以 0.5202 的转化指数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福建（0.5130）

和江苏（0.5051）。这 3个省表现出色，展示了极强的生态与经济协调发

展能力，主要得益于以下 4 个方面努力：一是明确的政策支持与制度创

新，如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生态补偿制度；二是区域综合发展

水平居全国前列，通过产业转型和生态修复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三是

地处发达区域，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等需求旺盛，加速了绿水青山市场

化转化进程；四是注重生态品牌的培育和市场化运作，提升生态产品附

加值。云南、四川、贵州、海南、江西、湖南等省份同样位居前列，转

化指数接近 0.5，这 6个省份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浙江、福建和江苏高，

但生态本底厚实，结合实际通过建立科学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和生

态补偿机制、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以及出台制定市场化运作

模式和适宜的生态保护政策等措施，在推进“两山”转化实践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效。

②排名处于后位省份

山西、甘肃、河南等省份“两山”转化指数排名靠后，分别为 0.3418、

0.3637 和 0.3765。这些省份由于森林覆盖率较低、生态产业化程度较低、

传统产业比重较大、产业转型挑战较多等原因，生态资源开发与经济发

展的协调性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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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全国各省份“两山”转化指数排名

（2）“两山”转化层级分析

全国28个省份在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耦合协调度方面呈现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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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中度协调和低度协调等层级状态，未涉及极度协调和高度协调层

级，这表明当前全国整体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尚未达到高度融合的理

想状态（详见表 6）。其中，良好协调省份有 3个，占比 10.7%；中度协

调省份有 18个，占比 64.3%；低度协调省份有 7 个，占比 25%。具体情

况如下：

①良好协调 (0.5 < TMT ≤ 0.8)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耦合协调度处于良好协调层级的有浙江、福建、

江苏等 3 个省份。这 3 个省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耦合协调度良好，主要

原因在于其综合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功实践。例如，

浙江率先提出并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通过关停污染

企业、发展生态旅游、观光农业和特色种植，实现从“卖石头”到“卖风景”

的转变，并建立起系统性的生态修复和产业转型机制；福建则注重产业

生态化，推动传统产业如陶瓷和酿醋等向绿色、低碳、循环方向发展，

同时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成功实现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江苏通过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改善了生态环

境，还促进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成为可持续

发展的典范。

②中度协调 (0.4 < TMT ≤ 0.5)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协调层级的有云南、四

川、贵州、海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湖北、安徽、重庆、山东、

吉林、内蒙古、陕西、辽宁、新疆、黑龙江等 18省份。这些省份尽管在

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工业等产业生态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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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程度仍需进一步提升。

③低度协调 (0 < TMT ≤ 0.4)

青海、河北、宁夏、西藏、河南、甘肃、山西等 7 个省份的绿水青

山与金山银山耦合协调度处于低度协调层级，主要受独特的省情制约。

青海和西藏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基础设施建设

相对滞后，绿水青山开发难度相对较大，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河南在森

林覆盖率、空气质量等方面的生态本底较为薄弱，传统产业比例较高，

转型升级难度大，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产业生态化规模较小、速度较

慢。新疆、甘肃、宁夏等地森林覆盖率较低、荒漠化和沙化程度较深，

尽管在清洁能源、特色农牧业等方面的转化成效较为显著，但是传统产

业占比较大，高耗能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仍需加快。山西地

处黄土高原，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尽管在资源型产业转

型升级方面成效明显，但是绿色产业发展规模仍然较小。

表 6 全国“两山”转化层级划分
耦合协调

层级
耦合协调度区间 省份 数量

极度协调  TMT =1 0

高度协调  0.8< TMT <1.0 0

良好协调  0.5< TMT≤0.8 浙江、福建、江苏 3

中度协调  0.4< TMT≤0.5

海南、四川、贵州、云南、湖南、
江西、广东、广西、湖北、重庆、
安徽、吉林、山东、内蒙古、陕西、
辽宁、黑龙江、河北

18

低度协调  0< TMT≤0.4 青海、西藏、河南、甘肃、新疆、
宁夏、山西

7

不协调  TMT=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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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山”转化空间格局分析

（1）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对全国 28个省份的“两山”转化指数进行分析，可以清晰地识

别出高值区和低值区（图 5）。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例如浙江、

福建和江苏等省份，这 3 个省的“两山”转化指数分别为 0.5202、0.5130

和 0.5051，显示出东部地区在“两山”转化方面有较强的发展优势。东

部地区的良好表现可能与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

以及先进的绿色技术密切相关。东部地区凭借先进的技术、完善的基础

设施和较高的环保投入，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良性互动。相较之下，低

值区则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

图 5 三大区域高值区与低值区箱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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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自然间断法，将全国 28个省份划分为 4个梯队：采用自然间断

法，将全国 28个省份划分为 4 个梯队：

第一梯队“两山”转化指数在 0.4855以上，包含浙江、福建、江苏、

云南、四川、贵州和海南等 7个省份；

第二梯队“两山”转化指数在 0.4248—0.4853 之间，包含南方地区

的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湖北、安徽、重庆、山东、吉林、内蒙古

等 10省份；

第三梯队“两山”转化指数在 0.3801—0.4248 之间，包含北方地区

的陕西、辽宁、新疆、黑龙江、青海、河北、宁夏等 7 省份；

第四梯队“两山”转化指数在 0.3801以下，包含西藏、河南、甘肃、

山西等省份 4 省份。

通过上述划分，由图 6 可以发现 3 个空间分布特征：一是东部“两

山”转化指数普遍较高，在全国处于领先位次；二是南方“两山”转化

指数整体大于北方；三是西南地区“两山”转化指数整体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表现突出。从自然特征来看，长三角、福建等东部沿海省份和南

方省份气候相对温暖湿润，自然资源丰富，绿水青山的生态本底条件较

好。从发展特征来看，东部和南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科技和创新能力

较强，能够更好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产业生态化程度较高。同时，居

民对生态资源的市场需求旺盛，拉动了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产业快速

发展，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市场化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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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全国 28 个省份“两山”转化指数分布梯次

（2）区域差异分析

贯彻落实“两山”发展理念，不仅需要关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之

间的差异，更需全面剖析各自内部省份之间的差异性。解析这种差异性

将有助于科学制定和实施相关的绿色发展政策，以促进绿水青山更好地

转化为金山银山。通过分析，本报告发现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差异均呈现

不同的特征（图 7）。

首先，西部地区各省份之间的“两山”转化程度差异最小，这意味

着该地区各省份在生态与经济转化的协调性上较为均衡。西部地区 8 个

省份的“两山”转化程度达到 0.4 以上，其中云南以 0.4954 的耦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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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表现最佳，甘肃则相对较低，为 0.3637。这一较小的标准差（0.0562）

显示西部地区各省份在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具有一定的

一致性，但同时反映出西部各省份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中部地区各省份之间的“两山”转化程度差异性次之。在中部地区，

4个省份的“两山”转化耦合协调度均达到 0.4以上，但仍有 1个省份的

指数低于 0.4。江西在这一地区表现最优，耦合协调度达到 0.4853，安徽

则为 0.4664，该地区耦合协调度的标准差为 0.0559，相对较小。

其次，东部地区各省份之间的“两山”转化程度差异最大，这反映

出发达地区面临着“两山”转化不均衡的挑战。在这一地区中，共计有 6

个省份的“两山”转化程度均达到 0.4 以上，浙江以 0.5202 的“两山”

转化指数领先，而福建稍落后，仅为 0.5130。经过测算，这一地区标准

差为 0.0469，揭示了东部地区在生态与经济转化耦合协调性上存在明显

的省份间差异，需针对具体情况调整政策，以推进更加均衡的区域发展。

（二）“绿水青山”指数分析

1.整体状况分析

全国 28个省份在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表现不同，“绿

水青山”指数呈现出显著差异性（图 7）。“绿水青山”指数排名前十的

省份包括浙江、福建、贵州、云南、广西、江苏、江西、四川、海南、

重庆等省份。这些省份“绿水青山”指数均高于均值和中位数，在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其中，东部地区占据 4个，西部地区占据 5

个，中部地区有 1 个。“绿水青山”指数排名后三的省份包括河南、山

西、甘肃等省份，这些省份“绿水青山”指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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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方面面临一定挑战。具体来看，中部地区有 2 个省份，西部地

区有 1 个省份。

图 7 全国 28 个省份“绿水青山”指数排名

从指数分布来看，28个省份“绿水青山”指数的大部分集中在 0.176

到 0.243之间，呈现出较为对称的分布趋势，但略微偏右，由此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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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多数省份的生态环境保护情况较好（图 8）。此外，28 个省份指数

数据主要集中在 0.205均值附近，显示出大部分省份在生态保护方面的表

现较为一致。同时，各省份指数值在均值附近波动不大，离散程度适中，

标准差为 0.0459。

图 8 全国“绿水青山”指数分布

2.空间分布分析

为深入分析“绿水青山”指数的空间分布状况，报告利用自然间断

法，根据“绿水青山”指数状况，将全国 28个省份分为 3 个类别：

（1）“绿水青山”高指数地区（≥0.2049）。这一类别包含浙江、

福建、江苏、云南、四川、贵州、海南、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湖

北、安徽、重庆、吉林等 15个省份。

（2）“绿水青山”中等指数地区（0.1527~0.2049）。该类别包含山

东、内蒙古、陕西、辽宁、新疆、黑龙江、青海、宁夏、西藏等 9 个省

份。

（3）“绿水青山”低指数地区（<0.1527）。该类别包含河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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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甘肃、山西等 4 个省份。

从区域分布来看，“绿水青山”高指数省份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

这些省份森林覆盖率、空气质量、水生态等生态本底好，是美丽中国建

设的先行区域；中等指数省份分布比较广泛，涉及多个区域，这些省份

自然资源较为丰富，近年来环境质量逐步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低指数省份则主要集中在华北和西北地区，这些省份森林覆盖率相对低，

生态本底相对较为薄弱，并且新疆、甘肃等省份荒漠化和沙化程度较高

（图 9）。

图 9 全国 28 个省份“绿水青山”指数分布梯次

3.绿水青山子系统分析

绿水青山子系统中的生态质量、人居绿化、大气环境、水生态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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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在不同省份具有不同特点（表 7）。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两个特征：一是

排名位居前列的省份，并非每个子系统的分值都很高，多数情况下是某

个子系统指数比较突出或者 4 个子系统指数都比较均衡；二是排名位居

后位的省份，虽然存在多个子系统指数不高的情况，但是也有个别子系

统指数较为突出的省份。

（1）“绿水青山”指数排名前列省份子系统分析

“绿水青山”指数排名前列的有浙江、福建、贵州、云南等省。虽

然这 4 个省整体表现优异，但并非每个子系统的分值都很高，而是通过

某个系统的突出表现或各子系统的均衡发展取得了综合优势。浙江在四

个子系统中表现均衡，特别是在水生态子系统中排名第 2，整体“绿水青

山”指数位居第 1。福建在生态质量和大气环境子系统上表现突出，均排

名第 4，整体指数排名第 2。海南在大气环境和生态质量子系统上表现最

为突出，分别排名第 1和第 2，综合排名位列第 9。贵州在大气环境和生

态治理子系统中表现良好，分别排名第 5和第 9，生态质量子系统均排名

第 9，整体排名第 3。

浙江、福建、贵州、云南等省份通过不同的策略和优势在各个子系

统中取得了良好成绩，表明在提升绿水青山水平的过程中，既可以依靠

某个突出的系统优势，也可以通过均衡发展实现综合领先。

（2）绿水青山指数排名后位省份子系统分析

“绿水青山”指数排名位居后位的省份尽管综合表现不佳，部分省

份在个别子系统中仍有突出的表现。例如，甘肃在大气环境子系统中表

现较为突出，排名第 10。这些省份在某些子系统中的突出表现，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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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在特定领域的政策实施和管理成效，为其他子系统的提升提供了宝

贵经验。同时，这也表明，生态环境的综合提升需要多方面的协调与努

力，各省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整体环境

质量的提升。

表 7 全国各省绿水青山子系统指数情况

省份

生态质量

子系统

人居绿化

子系统

大气环境

子系统

水生态

子系统

绿水青山

系统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指数 排名

浙江 0.0538 11 0.0922 3 0.0565 6 0.0742 2 0.2766 1
福建 0.0709 4 0.0786 6 0.0576 4 0.0621 8 0.2693 2
贵州 0.0616 9 0.0738 12 0.0569 5 0.0590 12 0.2513 3
云南 0.0357 18 0.1026 1 0.0629 2 0.0501 20 0.2512 4
广西 0.0710 3 0.0645 15 0.0467 9 0.0669 4 0.2491 5
江苏 0.0286 24 0.0927 2 0.0449 11 0.0824 1 0.2487 6
江西 0.0713 1 0.0760 10 0.0416 14 0.0574 15 0.2462 7
四川 0.0617 8 0.0784 7 0.0372 18 0.0684 3 0.2456 8
海南 0.0711 2 0.0574 20 0.0660 1 0.0489 21 0.2433 9
重庆 0.0517 13 0.0773 8 0.0423 12 0.0568 16 0.2280 10
湖北 0.0597 10 0.0749 11 0.0315 22 0.0614 9 0.2274 11
湖南 0.0648 5 0.0642 17 0.0334 21 0.0642 6 0.2265 12
安徽 0.0451 15 0.0787 5 0.0334 20 0.0608 10 0.2179 13
吉林 0.0535 12 0.0763 9 0.0508 8 0.0311 25 0.2116 14
广东 0.0647 6 0.0473 24 0.0403 15 0.0532 18 0.2055 15
陕西 0.0628 7 0.0643 16 0.0194 26 0.0575 14 0.2040 16

内蒙古 0.0428 16 0.0817 4 0.0541 7 0.0189 27 0.1974 17
西藏 0.0357 21 0.0468 25 0.0390 17 0.0664 5 0.1878 18
山东 0.0423 17 0.0650 14 0.0218 24 0.0584 13 0.1875 19
辽宁 0.0470 14 0.0496 23 0.0371 19 0.0523 19 0.1860 20
宁夏 0.0196 26 0.0614 18 0.0399 16 0.0557 17 0.1766 21

黑龙江 0.0357 19 0.0577 19 0.0420 13 0.0403 24 0.1757 22
青海 0.0357 20 0.0112 28 0.0588 3 0.0629 7 0.1686 23
新疆 0.0011 28 0.0684 13 0.0240 23 0.0603 11 0.1527 24
河北 0.0327 23 0.0510 22 0.0177 27 0.0457 22 0.1470 25
甘肃 0.0357 22 0.0256 27 0.0464 10 0.0266 26 0.1342 26
山西 0.0184 27 0.0549 21 0.0216 25 0.0185 28 0.1134 27
河南 0.0249 25 0.0386 26 0.0012 28 0.0446 23 0.108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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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山银山”指数分析

1.整体状况分析

“金山银山”指数的高低主要反映了各省份绿色财富的规模。根据

图 10 中数据显示，全国 28 个省份在绿色财富的积累和规模上表现出明

显的差异性，从最低的 0.1112（西藏）到最高的 0.2648（浙江）不等。

排名前 10位省份包括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湖南、四川、云南、海

南、贵州、江西等，这些省份“金山银山”指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绿色财富的积累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其中，东部地区占据 5 个，西部

地区和中部地区各占 3 个和 2 个，这反映出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在积累

绿色财富方面有更强的能力，同时西部和中部的一些省份在利用其丰富

的自然资源创造绿色财富方面也表现不俗。另一方面，排名后 3 位的省

份包括甘肃、山西、西藏等，这些省份的“金山银山”指数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在绿色财富规模方面面临更多挑战。具体来看，西部地区占 2

个，中部地区占 1 个。这些省份还需要增强绿色财富积累能力，需进一

步加强绿色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的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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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全国 28 个省份“金山银山”指数情况

从“金山银山”指数的分布来看，全国各省份的指数大部分集中在

0.15到 0.26之间，共有 21个省份的指数落在此范围内，呈现出接近正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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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的趋势，但略微偏右。这表明全国多数省份在绿色财富积累方面表

现较好。此外，指数数据主要集中在均值 0.197附近，显示出大部分省份

在绿色经济发展方面表现较为一致。各省份指数在均值附近的波动不大，

标准差为 0.0468，表明绿色财富的分布相对均衡，离散程度适中，反映

了全国各地在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方面的整体一致性和稳定性。

图 11 全国“金山银山”指数分布

2.空间分布分析

为清晰呈现“金山银山”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报告同样利用自然

间断法将全国 28个省份的“金山银山”指数分为 3 个类别：

（1）“金山银山”高指数地区（≥0.2253）。该类别包含 9 个省份：

浙江、江苏、福建、广东、云南、四川、贵州、海南和湖南。这些省份

在绿色财富积累方面表现突出，指数较高。

（2）“金山银山”中等指数地区（0.1670~0.2253）。该类别包含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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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份：江西、广西、湖北、安徽、重庆、山东、吉林、新疆和河南。

这些省份的绿色财富积累水平在全国处于中等水平，仍有进一步提升的

潜力。

（3）“金山银山”低指数地区（<0.1670）。该类别包含 10个省份：

内蒙古、陕西、辽宁、黑龙江、青海、河北、宁夏、西藏、甘肃和山西。

这些省份的绿色财富规模相对较小，在绿色经济转化和资源利用效率方

面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从区域分布来看，“金山银山”指数的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

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及政策导向密切相关。东南沿海和部分南方省份在

绿色财富积累方面表现突出，“金山银山”指数较高。具体空间分布如

下：

（1）高指数省份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这些省份的

绿色财富规模最大，反映了在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方面的强大优势。东

南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经济发达或自然资源丰富，具备高效的资源转化

能力和强大的绿色经济发展基础。这些省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推

动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因此积累了较大的绿色财富规模。

（2）中等指数省份较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分布中部区域。这些

省份自然资源丰富表现出较好的绿色经济发展潜力，在传统产业基础上

推动了绿色经济的升级，积累了较为可观的绿色财富。

（3）低指数省份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这些省份生态本底较为薄弱，

资源转化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有限，生态产业化推进较为缓慢，绿

色财富规模积累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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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全国 28 个省份“金山银山”指数分布梯次

3.金山银山子系统分析

金山银山包含林草经济、绿色农业、绿色工业、清洁能源、生态旅

游等 5 个子系统。通过分析 5 个子系统指数在不同省份的表现，可以发

现：“金山银山”指数排名靠前省份在绿色工业、生态旅游和林草经济

等方面表现较强；二是“金山银山”指数排名较低省份通常缺乏在关键

子系统（如绿色工业和清洁能源）上的强劲表现（表 8）。

（1）“金山银山”指数排名前列省份分析

“金山银山”指数排名前列的浙江、江苏、福建和广东等省份，在

不同子系统指数上表现出了某些共同的特征。首先，这些省份通常在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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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工业指数上有较高的排名。例如，福建省的绿色工业指数为 0.1158，

排名第 1。此外，这些省份在林草经济和生态旅游指数方面也表现较为突

出，例如，内蒙古林草经济指数排名第 1，广西生态旅游指数排名第 1。

总体来看，“金山银山”指数排名靠前的省份在工业绿色化、生态旅游

发展和林草经济方面表现比较突出。

（2）“金山银山”指数排名后位省份分析

在“金山银山”指数排名靠后的省份中，普遍存在各个子系统指数

较低的情况。因为森林覆盖率等生态本底资源基础条件较弱，导致林草

经济、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等领域指数总体排名比较靠后。虽然部分省

份近年来加快了产业转型升级，工业绿色发展态势较好，但仍然不足以

显著提升其综合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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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全国金山银山子系统指数情况

省份

林业经济

子系统

绿色农业

子系统

绿色工业

子系统

清洁能源

子系统

生态旅游

子系统

金山银山

系统

指数
排

名
指数

排

名
指数

排

名
指数

排

名
指数

排

名
指数

排

名

浙江 0.0238 24 0.0948 7 0.0897 4 0.0207 7 0.0358 4 0.2648 1

江苏 0.0115 27 0.1053 4 0.1065 2 0.0267 4 0.0119 11 0.2618 2

福建 0.0188 25 0.0900 8 0.1158 1 0.0100 20 0.0225 10 0.2572 3

广东 0.0145 26 0.0631 17 0.0889 5 0.0472 2 0.0421 3 0.2559 4

湖南 0.0640 8 0.0778 11 0.0488 10 0.0198 9 0.0311 6 0.2416 5

四川 0.0695 6 0.0627 19 0.0186 22 0.0547 1 0.0352 5 0.2408 6

云南 0.0760 4 0.1078 2 0.0155 25 0.0339 3 0.0065 14 0.2397 7

海南 0.0108 28 0.1767 1 0.0452 14 0.0003 28 0.0010 24 0.2340 8

贵州 0.0266 22 0.1040 5 0.0389 16 0.0119 17 0.0503 2 0.2318 9

江西 0.0249 23 0.1066 3 0.0534 6 0.0101 19 0.0302 7 0.2253 10

山东 0.0304 20 0.0588 20 0.1035 3 0.0234 5 0.0084 13 0.2246 11

湖北 0.0557 11 0.0656 14 0.0519 7 0.0204 8 0.0289 8 0.2225 12

安徽 0.0494 13 0.0825 10 0.0513 8 0.0097 22 0.0244 9 0.2172 13

广西 0.0700 5 0.0504 22 0.0165 24 0.0191 10 0.0531 1 0.2091 14

重庆 0.0377 19 0.0892 9 0.0482 11 0.0115 18 0.0103 12 0.1969 15

吉林 0.0407 16 0.0955 6 0.0479 12 0.0039 26 0.0023 19 0.1902 16

河南 0.0285 21 0.0778 12 0.0512 9 0.0211 6 0.0061 15 0.1858 17

新疆 0.0768 3 0.0635 16 0.0236 21 0.0137 13 0.0018 22 0.1805 18

河北 0.0396 18 0.0703 13 0.0405 15 0.0146 12 0.0019 21 0.1670 19

内蒙古 0.0917 1 0.0320 27 0.0186 23 0.0189 11 0.0037 16 0.1649 20

辽宁 0.0509 12 0.0549 21 0.0454 13 0.0090 23 0.0024 18 0.1626 21

陕西 0.0471 14 0.0629 18 0.0283 19 0.0097 21 0.0029 17 0.1510 22

黑龙江 0.0569 10 0.0638 15 0.0241 20 0.0039 25 0.0021 20 0.1508 23

青海 0.0854 2 0.0504 23 0.0002 27 0.0126 15 0.0002 28 0.1487 24

宁夏 0.0408 15 0.0459 25 0.0373 17 0.0056 24 0.0013 23 0.1309 25

甘肃 0.0667 7 0.0440 26 0.0060 26 0.0135 14 0.0002 27 0.1303 26

山西 0.0406 17 0.0319 28 0.0348 18 0.0123 16 0.0007 25 0.1203 27

西藏 0.0603 9 0.0500 24 0.0001 28 0.0005 27 0.0003 26 0.111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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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点发展区域“两山”转化指数分析

当前，全国重点发展区域不仅肩负着推动经济增长的重任，更承载

着实现绿色发展的历史使命。其中，“两山”转化实践成效作为衡量区

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关键指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

报告将重点分析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区域、长

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区域等国家重点发展区域⑪的“两山”转化指数。

这些区域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的重要实践阵地。对比各区域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

的协调性与可持续性， 这将为全国范围内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参

考。

（一）长江经济带区域“两山”转化情况

国家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以来，长江经济带积极落实“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包括实施严格的环境监管、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大规模植树造林和水土

保持工程。此外，长江经济带还通过关闭或搬迁沿江高污染企业来减少

环境污染。特别是在水资源保护方面，实行了长达十年的捕捞禁令，保

护了濒危物种，显著改善了水质。数据显示，2021 年该区域 90.6%的水

质达到了三级标准以上，比 2016 年提高了 23.6个百分点。这些措施有效

地促进了区域内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彰显了长江经济带作为我

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的重要作用。

⑪ 由于本报告没有将北京、天津纳入“两山”转化指数评价范围内，在此，京津冀协同发

展区域不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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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长江经济带（除上海外）的“两山”转化指数加权均值为 0.4875，

说明整体上已达到中度耦合协调水平。从经济带内部看，11个省份之间

的耦合协调度差异不大，标准差为 0.0191。其中 2 个省份的“两山”转

化指数达到 0.5以上，达到良好协调水平，9 个省份的“两山”转化指数

在 0.45-0.5 之间，达到中度耦合协调的偏上水准（图 14）。其中浙江的

“两山”转化指数最大，数值为 0.5190；安徽的“两山”转化指数最小，

数值为 0.4518。

图 14 长江经济带区域“两山”转化指数

（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区域“两山”转化情况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区域涵盖青海、四川、甘肃、宁夏、

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 9 省区。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制定了专门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规划纲要》，将环境保护置于经济发展的优先位置，尤其是要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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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根据水资源承载能力合理规划产业发展，实施了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和

生态修复工程，改善了流域的水环境和生态系统，建设了现代化的防洪

减灾体系。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和治理，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持续

改善，水质和水土流失问题显著缓解，沿河区域的环境质量有所提升。

这些努力不仅保护了黄河这一“母亲河”，也为流域内各省区的经济高质

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2022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区域的“两山”转化指数

加权均值为 0.4114，显示区域已达到中度耦合协调水平，但仍属于中等

偏下的范畴。考察经济带内部情况，九个省份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标准差

为 0.0467，表明各省区间差异并不显著（图 15）。其中，四川省的“两

山”转化指数最高，为 0.4931，表明其处于中度耦合协调偏上水平；而

山西省则录得最低指数 0.3418，属于低度耦合协调阶段。

图 15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区域“两山”转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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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区域“两山”转化情况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区域涵盖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及上

海市。这一区域以其经济活力、高度的城市化和产业集聚特性而著名。

自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区域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

明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该区域通过建立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通过统一的污染排放标准、跨区域的水资源和空气质量治理机制，

以及共同的生态环境保护行动，促进区域内环境质量的提升。这些措施

为区域内居民提供了更高质量的生活环境，也为其他地区的绿色发展提

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2022年，长三角一体化经济带（除上海外）的“两山”转化指数

加权均值为 0.4935，表明整体上已达到中度耦合协调，且处于中等偏上

的水平，接近良好协调。这一指数的表现，反映了区域内在绿色金融、

循环经济的发展以及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的努力，显示出其在绿色发展

上的积极进展。从区域内部来看，3 个省份之间的“两山”转化指数均达

到 0.43 以上，标准差为 0.0354，相对差异较小。具体而言，浙江和江苏

的“两山”转化指数分别为 0.5190、0.5046，达到良好协调水平；安徽的

“两山”转化指数最小，为 0.4518，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图 16）。

总体来看，各省市在提升区域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方面均表现较好，

在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生态修复上取得了均衡发展，进一步强化了长江

三角洲区域的协同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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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区域“两山”转化指数

七、主要结论和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1.全国“两山”转化总体进入中度协调状态，态势向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出台了一系列重大

政策举措，全力推进“两山”转化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测算结果显示，全国 28 个省份中，绿水青

山与金山银山为良好和中度协调状态的省份共计有21个，占比高达75%，

低度协调省份有 7个，占比为 25%。转化指数主要集中在 0.4035和 0.4885

区间范围内，大多数省份在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转化方面处于中度协调

状态。这表明，在我国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各地经济绿色

化转型进程持续向好，生态优势正在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绿水青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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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银山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局面。

2.“两山”转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本底相关，发达地区和生态

资源丰裕区“两山”转化程度较高

测度结果显示，“两山”转化指数较高、排名前列的省份，既有经

济发达地区，也有经济欠发达但生态资源丰裕的地区。发达地区如浙江、

福建、江苏等，在经济、科技、人才及资本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这些

地区在推进“两山”转化时具备更多的基础条件和支撑能力，转化程度

较高。例如，浙江省作为“两山”理论的发源地，凭借其发达的经济和

创新能力，实施了大量以绿色发展为核心的政策和项目，如“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效，浙江的“两山”转化指数居全国前列。

四川、贵州、云南、海南等生态资源丰裕区，尽管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低

于东部发达地区，但其丰富的生态资源和良好的自然环境为绿色发展提

供了独特的竞争优势，这些地区通过发展生态旅游、特色农业和绿色产

业，逐步实现了“两山”有效转化，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得益彰。

3.部分传统能源资源富集区绿色产业规模小，对“两山”转化支撑

力度不足

部分传统能源资源富集区推进“两山”转化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整体效率仍然偏低。这些地区的生态资源本底较为薄弱，可以依赖开

发的生态资源相对有限，绿色产业规模占比小，无法形成足够的替代效

应，难以在短期内对传统能矿资源型产业形成有效的替代，绿色产业对

推动传统能源资源富集区“两山”转化的支撑力度显得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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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两山”转化水平具有明显区域差异，呈现出“东部领先、南比北

高、西南亮眼”空间格局

测算结果显示，“两山”转化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明显的区域

差异，转化指数呈现出“东部领先、南比北高、西南亮眼”的空间格局。

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较强、市场需求较旺、产业生态化程度较高，因

而在“两山”转化方面表现较好。南方地区由于气候温暖湿润，生物多

样性丰富，生态本底较好，再加上经济较为发达，绿色产业发展较快，

推动了“两山”转化；相比之下，北方地区，尤其西北地区气候干旱，

荒漠化和沙化程度较深，生态系统脆弱，加之传统产业占比较高，转化

效果相对较差。特别亮眼的是，云贵川等西南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

区位和丰富的生态资源，生态优势明显，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等新兴产

业发展迅速，“两山”转化成效较为显著。

（二）政策启示

1.因地制宜推进“两山”转化，强化区域特色发展

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的生态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制

定“两山”转化策略。第一，生态资源丰裕地区，如森林覆盖率高、河

流湖泊众多的区域，应进一步发挥生态优势，着力发展生态旅游、绿色

农业、林下经济等特色产业；第二，经济发达但生态资源相对较少的地

区，应着重加强技术创新和绿色产业的培育，通过科技驱动和产业转型，

大力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绿色产业，如新能源、新材料、环保

装备制造等，实现绿色发展；最后，充分考虑各地独特条件，因地制宜

制定和调整政策措施，避免“一刀切”式的政策执行。



- 57 -

2.加大对传统能源资源富集区的支持力度，促进绿色产业发展

传统能源资源富集区在推进“两山”转化中面临较大挑战，需要中

央和地方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特别是在技术、资金和人才方面。第一，

应鼓励这些地区加快绿色产业布局，依托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

通过政策激励、科技引导和市场化手段，推动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

第二，政府应提供专项资金和金融支持，设立绿色转型基金或绿色信贷

专项，帮助传统能源富集区的企业顺利转型。同时，加大对这些地区的

生态修复投入力度，重点修复因传统能源开采而受到破坏的生态环境，

例如矿区、森林、湿地等区域的修复与重建；第三，重视人才培养和引

进，支持这些地区建立绿色产业人才培养基地，提供教育培训和就业支

持，吸引和留住懂技术、懂管理的绿色产业人才；最后，要逐步减少对

传统能源的依赖，通过政策引导、市场调节和技术创新，加快可再生能

源的开发利用，如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促进能源结构的优化和

多元化发展。

3.加强跨区域的生态合作，提升全国整体“两山”转化水平

鉴于“两山”转化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应鼓励跨区域生

态合作和产业对接。第一，应建立跨区域生态合作机制，尤其是在生态

服务输出与受益地区之间，建立稳定的生态补偿机制；第二，推动生态

技术和管理经验共享。可通过建立区域间的生态技术共享平台，组织技

术交流会、培训班等活动，促进各地在生态修复、资源循环利用等方面

的经验互通；第三，鼓励绿色产业的协同发展。通过政策引导，支持不

同地区根据其生态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绿色产业，形成互补性强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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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条；最后，加强生态监测和评价体系建设，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

生态监测网络和评价标准，实时跟踪各地“两山”转化的进展，确保政

策的执行和效果落到实处。

4.强化政策顶层设计，持续推进“两山”转化的制度化建设

“两山”理念的落实需要长期的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第一，各地

应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精神，加快完

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为“两山”转化提供制度保障；第二，完善“两山”转化的财税、

金融、投资等政策体系，建立绿色金融支持机制，鼓励绿色信贷、绿色

债券等金融工具的发展，同时加强对绿色项目的税收优惠和投资支持，

确保“两山”转化有充足的资金保障；第三，建立和完善“两山”转化

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应制定全国统一的“两山”转化评估标准，明

确评估指标和方法，定期对各地的“两山”转化进展进行科学评估，并

根据评估结果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和激励；最后，加强对地方政府的考

核，确保各级政府在落实“两山”理念时有明确的责任和压力。要建立

健全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绩效考核体系，将“两山”转化作为重要

考核内容之一，定期进行监督检查，确保各地政府将“两山”理念贯彻

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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