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责任编辑 苏菁菁 美术编辑 田晶娟

2024年 12月 30日 星期一生 态

◎本报记者 宗诗涵

E C O L O G Y

从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到生态保护补偿立

法，从《江河生态安全评估技术指南》正式施行到

产品碳足迹核算有了国家标准，从首次在极地布

放生态潜标到为塔克拉玛干沙漠织就“绿色围

脖”……2024 年，我国用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

山，用科学技术赋能绿色发展，用实际行动彰显

大国担当。一幅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

的美丽中国新画卷徐徐展开。

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

以法治力量守护“蓝色家园”

1 月 1 日，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正式实

施。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聚焦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的突出问题，对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

防治、系统强化海洋监督管理等具有重要意义。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介绍，我国是

海洋大国，拥有世界海洋大部分生态系统类型。

海洋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和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础。我国海洋生态保

护修复成效显著。根据《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公报

2024》，我国围绕重点海域，陆海统筹、河海联动

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整治修复海岸线约

1680千米、滨海湿地约 500平方千米。

修订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持续改善海洋生态

环境质量、建设美丽中国的迫切需要。据悉，海

洋环境保护法于 1982年通过，1999年修订，并先

后于 2013年、2016年、2017年进行了三次修正。

修订后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亮点纷呈，有许多

制度创新和务实管用的举措。

“海洋环境问题表现在海里，根子在陆地

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说，新修订的

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将陆海统筹作为海洋环境

保护应当坚持的原则，规定国家实施陆海统筹、

区域联动的海洋环境监督管理制度，加强规划、

标准、监测等监督管理制度的衔接协调。为进一

步推进海洋环境监督管理制度建设，新修订的海

洋环境保护法还压实部门和地方责任，明确职责

分工，完善体制机制。此外，加强海洋生物多样

性保护也是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的一大亮

点。新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指出，国家加

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全海洋生物多样性调

查、监测、评估和保护体系，维护和修复重要海洋

生态廊道，防止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破坏。

首次在极地布放生态潜标

为南极海洋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1 月 6 日，中国第 40 次南极考察队在阿蒙森

海成功布放深水生态潜标，这也是我国首次在极

地布放生态潜标。

一套潜标由传感器、浮球、重块三部分组成，

中间通过绳索穿成一串。传感器可以持续收集

所处海水层的相关数据及图片，浮球的浮力作用

可以使整串潜标保持垂直于水面，重块则沉在海

底，起到锚定的作用。

考察队副领队王金辉介绍，这套潜标的主要

生态传感器依托重点研发项目自主研发，通过光

学和声学方式对上层海洋磷虾进行长周期探

测。该套潜标布放水深约 3000 米，计划放置 1

年，将收集长周期序列的磷虾数据以及相关的生

态环境参数。

据悉，布放这套生态潜标有助于更好掌握南

极磷虾的季节分布特征，分析全球变暖背景下，

南极主要生物种群状态及其受气候变化潜在影

响，为南极海洋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意见发布

美丽中国建设有了“绿色标尺”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发布，明确了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总体要求、机制建设、实施应

用、监督考核和组织保障全链条制度建设体系。

该意见明确了两个目标，到 2025年，我国将基本

建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到 2035年，全面建

立体系健全、机制顺畅、运行高效的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制度。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是以保障区域生态功能和

改善区域环境质量为目标，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

准管控的环境管理制度。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就是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线，科学指导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

我国已建立了以“二三一”为标志的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体系。“二”是“两级方案”，指的是分省、

市两级制定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三”是“三类

单元”，包括优先保护、重点管控和一般管控三类

单元；“一”是“一张清单”，针对每个生态环境管控

单元，编制“一单元一策略”的差别化准入清单。

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复杂多样，具有显著的空

间分异特征。针对单一区域、线、点上的局部微观

管理已不能满足系统性治理需求。生态环境分区

管理从单要素分区管理向多要素综合分区管理迭

代升级，是经过国内外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认为，深入推进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实质是针对我国不同区域特点，

建立从问题识别到解决方案的分区分类管控策

略，集成应用各种管理和技术手段，建立“绿色标

尺”，强化生态环境管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优化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江河生态安全评估技术指南》施行

守牢水生态安全底线

4 月 1 日，我国首部江河生态安全评估国家

标准《江河生态安全评估技术指南》（以下简称

《技术指南》）正式施行。

《技术指南》的发布，弥补了以往江河生态安

全评估指标体系和方法不统一、评估结果无法定

量对标的短板，为推进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保

护治理、守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水生态安全底线提

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人口规模和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超过了江河自然的水生态承载能力，对水

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系统造成复合压力，导致

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水体污染风险加剧，进而

影响水生态系统健康。

面对我国江河生态安全现状，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联

合研究中心运行管理部负责人夏瑞说，构建和出

台一套全面、科学的江河生态安全评估国家标

准，对诊断江河生态安全问题短板，指导、恢复和

改善江河生态系统功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技术指南》明确规定了江河生态安全评估

的原则、工作流程、指标体系、评价方法和分级标

准，提出了江河生态环境压力、江河生态系统健

康、江河生态服务功能、江河生态风险 4 个专项

指标，以及 12个分项指标、28个评估指标的指标

体系，详细给出了评估指标的数据来源、计算方

法和赋值标准。

同时，《技术指南》建立了江河生态安全程度

的分级标准、结果表达形式，将江河生态安全等

级分为五级，分别对应安全、较安全、一般、不安

全、很不安全 5 种状态，实现了对江河生态安全

的定量化评估。

首批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名单出炉

推动绿水青山变现真金白银

5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首批国家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名单。首批国家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包括北京市延庆区、河北省承

德市、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浙江省湖州市、浙

江省丽水市、安徽省黄山市、福建省南平市、江西

省抚州市、山东省烟台市、湖南省怀化市、广西壮

族自治区桂林市、陕西省商洛市。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通过生态保护补偿、

市场经营开发等手段，打通“两山”转化路径，将生

态产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者

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利益导向机制。

首批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主要

围绕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加快完善政

府主导、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破解“度量难、交易难、变

现难、抵押难”等问题。同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

核算体系，推动生态产品市场化经营开发，健全

生态产品保护补偿和合理回报机制，创新绿色金

融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

国家发展改革委要求，各地要积极开展省级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探索更多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为国家开展跨流域、跨行政

区域和省域范围试点夯实基础。

目前，丽水市首创全社会生态信用体系，率

先实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市、县、乡（镇）、

村四级核算试行与生态产品质量和价值挂钩的

奖补机制；烟台市持续开发物质类和文化类生态

产品，打开了海域使用权等生态资源交易探索新

局面，开展自然保护地、水质、海洋和大气的生态

补偿；怀化市积极探索经营开发模式，通过让使

用生态资源的主体“付费”的模式，推动生态产品

价值在市场交易中变现。

生态保护补偿领域首部法律法规出台

超过 2亿农牧民享受补偿政策

6 月 1 日，《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正式施行。

这是我国生态保护补偿领域的首部法律法规。

生态保护补偿，是指通过财政纵向补偿、地

区间横向补偿、市场机制补偿等机制，对按照规

定或者约定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

偿的激励性制度安排。生态保护补偿可以采取

资金补偿、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

园区、购买生态产品和服务等多种补偿方式。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基本建成世界上覆盖范围

最广、受益人口最多、投入力度最大的生态保护

补偿机制，覆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水

流、耕地等生态环境要素，跨地区跨流域生态保

护补偿试点取得明显进展。

我国生态保护补偿工作在取得显著成效的

同时，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比如补

偿覆盖范围有限、重点不够突出、奖惩力度偏弱、

相关主体协调难度大等。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

院生态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所所长董战峰说，

《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生态环

境突出问题，完善制度措施，将行之有效的做法

以行政法规形式固定下来，标志着我国生态保护

补偿法治化进程取得重大进展。

截至今年 11 月，全国累计已有 24 个省（区、

市）建立了 28个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我

国一半左右的森林、草原已纳入补偿范围，近三

分之一的县纳入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

超过 2亿农牧民享受到补偿政策。

“双碳”标准计量体系加快建设

完善碳排放“度量衡”

7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强化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建

设 行 动 方 案（2024—2025 年）》（以 下 简 称《方

案》），明确 2024 年到 2025 年“双碳”领域标准制

定和实施的时间表、路线图。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平说，计量是

推动“双碳”科技创新、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保障

国家安全的重要技术支撑，在碳排放等领域起到

了“度量衡”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初步形成了层次丰富、覆盖面较

广的标准体系，计量基础进一步夯实，为加快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但国家

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指出，面向“双碳”目标要

求，我国“双碳”标准计量体系建设进展仍然滞后、

工作基础总体偏弱，一些急用先行的重要“双碳”

标准存在空白，部分领域标准急需修订。

对此，《方案》明确了推进“双碳”标

准、计量工作的原则和目标。2025

年，面向企业、项目、产品的三位

一体标准体系基本形成，建设

100 家企业和园区碳排放管

理标准化试点等。

为确保“双碳”标准体系

建设顺利实施，《方案》提出一

系列保障措施，如鼓励试点企

业和园区建立碳排放标准管理体系，助力碳排

放“算得出、算得准、减得掉、减得下”等。

产品碳足迹核算有了通用标准

助力摸清产品碳排放“家底”

10 月 1 日，由生态环境

部指导制定的产品碳足迹

核 算 通 则 GB/T 24067—

202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

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正式

实施。

产品碳足迹是碳足迹

中应用最广的概念，指产

品整个生命周期所产生的

碳排放量总和，包括原材

料的生产、运输、分销、使用、废弃等流程，是衡

量生产企业和产品绿色低碳水平的重要指标。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相关负责人说，

该标准填补了国内产品碳足迹核算通用标准的

空白。加快推进具体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编制

和数据核算、摸清产品碳排放“家底”，是加快构

建我国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重要基础，有利于

发掘企业和上下游产业链节能降碳潜力，助力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应对国际绿色贸易壁垒，

提高产品低碳竞争力和贸易竞争优势。

产品碳足迹核算通则标准主要借鉴国际标

准化组织（ISO）发布的 ISO 14067 国际标准，规

定了产品碳足迹的研究范围、原则和量化方法

等，为产品碳足迹核算方法和数据国际交流互认

打下基础。

相较于国际标准，该标准增加了编制具体产

品碳足迹标准的参考框架、数据地理边界信息建

议等，内容更加丰富，也更具有操作性。此外，该

标准还规定了鉴定性评审、产品碳足迹声明和具

体产品碳足迹标准框架等内容，为实施应用提供

充分的指引和保障。

国家公园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旗舰物种数量持续增长

10 月 12 日是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

三周年。三年来，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

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 5 个国家公园建设取得

积极成效。

国家林草局保护地司司长张利明介绍，国

家公园建设是“国之大者”，是生态文明建设重

大制度创新。国家公园是指由国家批准设立

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

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

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

海洋区域。第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 23

万平方公里，涵盖近 30%的陆域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三年来，我国制定出台了国家公园

创建设立、监测评估、资金项目等 10 多

项制度、办法、标准，构建了我国国家

公园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

在 国 家 公 园 制 度 体 系 的 推 动

下，三年来，我国旗舰物种数量持

续增长。藏羚羊增长至 7 万多头，雪豹恢复到

1200 多只，东北虎、东北豹数量分别从试点之初

的 27 只、42 只增长到 70 只、80 只左右，海南长臂

猿野外种群数量从 40年前的仅存 2群不到 10只

增长到 7群 42只。

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完成“合龙”

从“沙进人退”到“人沙和谐”

11 月 28 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于田

县，随着最后 10米沙地栽上胡杨、梭梭、红柳、玫

瑰花苗，长达 285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空白区

顺利实现锁边“合龙”。

面积 33.76 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

是中国最大、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边缘总长度

约 3046 公里。截至 2023 年底，沙漠周边形成了

长度约 2761 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在沙漠南

缘和东南缘绿洲之间，剩余的 285公里“缺口”是

最难啃的“硬骨头”。

给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可以理解为在沙漠

边缘建起一道绿色屏障，阻挡风沙对绿洲的侵

蚀。一年多来，锁边任务涉及的喀什、和田、巴州

多地因地制宜、分类施策，60 多万人次参与其

中，通过生物治沙、工程固沙、光伏治沙等举措，

顺利实现锁边“合龙”。

锁边“合龙”的顺利完成，将强化当地生态屏

障功能，保障农业生产稳定性，改善城镇人居环

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让当地从“沙进人

退”走向“人沙和谐”。新疆林业和草原局荒漠化

防治处副处长王刚说，下一步，新疆将巩固提升

锁边成效，努力打造全国防治荒漠化的典范，为

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力量。

这一年，我们精心描绘美丽中国画卷

①①

②②

③③④④

⑤⑤

⑦⑦

图① 海滨城市飘扬起生
态“绿丝带”。图为山东青岛
西海岸新区“蓝湾漫道”金沙
滩段。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图② 皖浙两省在新安江

探索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图为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新
安江畔。

新华社发（施亚磊摄）
图③ 中国石油首个水面

光伏电站为大庆油田“清洁
充电”。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图④ 游轮行驶在长江巫

峡段。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图⑤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对核心
区牧户采取生态补偿等措施，
推动花湖湿地生态保护。图为
在若尔盖县花湖拍摄的灰雁。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摄
图⑥ 大 熊 猫“ 福 虎 ”在

睡觉。
新华社记者 杨磊摄

图⑦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
缘阻击战现场。

新疆林业和草原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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