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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1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城乡建设是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载体。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住房水平显著提高，同时

仍存在整体性缺乏、系统性不足、宜居性不高、包容性不够等问

题，大量建设、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建设方式尚未根本扭转。

为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生态优先、节约优先、保护优先，坚持系统

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

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推进城市更新行动、乡村建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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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加快转变城乡建设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二）工作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坚持整体与局

部相协调，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统筹城镇和乡村建

设。坚持效率与均衡并重，促进城乡资源能源节约集约利用，实

现人口、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协调。坚持公平与包容相融合，完

善城乡基础设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保护与发展相

统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坚持党建引领与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相结合，完善群众参与机制，

共同创造美好环境。 

（三）总体目标 

到 2025 年，城乡建设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基本建

立，建设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碳减排扎实推进，城市整体性、

系统性、生长性增强，“城市病”问题缓解，城乡生态环境质量

整体改善，城乡发展质量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明显提升，综合治

理能力显著提高，绿色生活方式普遍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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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35 年，城乡建设全面实现绿色发展，碳减排水平快速

提升，城市和乡村品质全面提升，人居环境更加美好，城乡建设

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

本实现。 

二、推进城乡建设一体化发展 

（一）促进区域和城市群绿色发展。建立健全区域和城市群

绿色发展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各城市比较优势，促进资源有效配

置。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等管控边界，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实施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建立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建设与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相匹配、重大风险防控相结合的空间格局。统筹区域、

城市群和都市圈内大中小城市住房建设，与人口构成、产业结构

相适应。协同建设区域生态网络和绿道体系，衔接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改善区域生

态环境。推进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享，建立

功能完善、衔接紧密、保障有力的城市群综合立体交通等现代化

设施网络体系。 

（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城市。建立分层次、分

区域协调管控机制，以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和生态环境容量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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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确定城市人口、用水、用地规模，合理确定开发建设密度和

强度。提高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

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组团式发展。

落实规划环评要求和防噪声距离。大力推进城市节水，提高水资

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实施海绵城市建设，完善城市防洪排涝体

系，提高城市防灾减灾能力，增强城市韧性。实施城市生态修复

工程，保护城市山体自然风貌，修复江河、湖泊、湿地，加强城

市公园和绿地建设，推进立体绿化，构建连续完整的生态基础设

施体系。实施城市功能完善工程，加强婴幼儿照护机构、幼儿园、

中小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社区足球场地等设施建设，增加公共活动空

间，建设体育公园，完善文化和旅游消费场所设施，推动发展城

市新业态、新功能。建立健全推进城市生态修复、功能完善工程

标准规范和工作体系。推动绿色城市、森林城市、“无废城市”

建设，深入开展绿色社区创建行动。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

镇化建设，加强县城绿色低碳建设，大力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

务水平。 

（三）打造绿色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按照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以持续改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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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居环境为目标，建立乡村建设评价机制，探索县域乡村发展

路径。提高农房设计和建造水平，建设满足乡村生产生活实际需

要的新型农房，完善水、电、气、厕配套附属设施，加强既有农

房节能改造。保护塑造乡村风貌，延续乡村历史文脉，严格落实

有关规定，不破坏地形地貌、不拆传统民居、不砍老树、不盖高

楼。统筹布局县城、中心镇、行政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促进城乡设施联动发展。提高镇村设施建设水平，持续推进农村

生活垃圾、污水、厕所粪污、畜禽养殖粪污治理，实施农村水系

综合整治，推进生态清洁流域建设，加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

强农村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立足资源优势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全

产业链，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支持以“公司+农户”等模

式对接市场，培育乡村文化、旅游、休闲、民宿、健康养老、传

统手工艺等新业态，强化农产品及其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促进产镇融合、产村融合，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三、转变城乡建设发展方式 

（一）建设高品质绿色建筑。实施建筑领域碳达峰、碳中和

行动。规范绿色建筑设计、施工、运行、管理，鼓励建设绿色农

房。推进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鼓励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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