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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文庆，宁夏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玉龙，宁夏
环境监测中心站副站长；李晓明，宁夏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建设“美丽中国”，就是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目标、原则、方法

融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人文建设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最终实现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和谐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要求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自治区党委

提出建设“开放宁夏、富裕宁夏、和谐宁夏、美丽宁夏”的目标，开启

了宁夏经济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和谐发展的崭新征程。宁夏的生态文明

建设也是国家“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美丽中

国”建设、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以及宁夏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一、“美丽宁夏”建设现状与成效

（一） 宁夏生态环境状况

宁夏位于黄河中上游，总面积 6.64万平方公里。地处我国东部季风区

与西北干旱区的过渡地带，全区 86%的地区年降水量在 300毫米以下，其

地貌特征和自然地理分区大体可以分为山、沙、川三种类型，大陆性气候

“美丽宁夏”建设研究总报告

李文庆 张玉龙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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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较大，缺林少绿。宁夏南部山区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中部沙区

干旱少雨、风大沙多，沙质荒漠化面积达 1.65万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

的 32%；北部引黄灌区沙化、盐碱化问题突出。宁夏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加之人类的不合理活动，如草原滥垦、过牧、森林乱伐等，引发草地退化、

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问题，使得人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尖锐突出。

（二） “美丽宁夏”建设现状

1. 宁夏生态环境质量

2014 年，宁夏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EI） 值为 48.91，较 2013 年

（47.98） 上升了 0.93。根据《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中的生态环境

状况分级标准，宁夏生态环境质量级别为“一般”，全区“植被覆盖率中

等，生物多样性处于一般水平，较适合人类生存，但有不适合人类生存的

制约性因子”。全区 19个市县的生态环境质量 EI值介于 43.56~81.83，其

中：生态环境质量为“优”的市县 1个，为泾源县；生态环境质量为“良”

的市县 4个，分别是隆德县、贺兰县、盐池县和银川市区；其余 14个市县

生态环境质量为“一般”，是宁夏国土面积的 77.12%。

2. 宁夏水环境质量

2014年，宁夏全区水环境质量例行监测断面（点位） 共 47个。其中

地表水（包括黄河干流、支流和湖泊） 监测断面 23个，入黄河排水沟监测

断面 11个，监测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13个。

2014年，黄河干流宁夏段检测的断面中，中卫下河沿、金沙滩、叶盛

公路桥、银古公路桥断面均为Ⅱ类优质水，Ⅱ类水质断面占 66.7%，较

2013年提高 16.7个百分点；平罗黄河大桥和麻黄沟断面为Ⅲ类良好水质，

Ⅲ类水质断面占 33.3%，其余断面水质类别无明显变化。黄河干流宁夏段

中卫下河沿入境断面为Ⅱ类水质，至麻黄沟出境断面降为Ⅲ类水质，黄河

在宁夏 397公里流程内水质降低了 1个类别。

2014年，全区监测的 7个重要湖泊水体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石嘴山

市沙湖、星海湖水质均有所下降，其中沙湖水质类别由Ⅲ类降为Ⅳ类，影

响水质类别主要指标为总磷、石油类和化学需氧量；星海湖水质类别由Ⅲ

类降为Ⅳ类，影响水质类别主要指标为氟化物、总磷和化学需氧量；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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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水质类别无明显变化。银川市艾依河、吴忠市清宁河水质状态均由中

营养降为轻度富营养；其余湖泊水体营养状态均无明显变化。

3.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2014年，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评价，全区 5个地级市达标天数

（优良天数） 比例范围为 63.0%~87.2%，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 76.6%。与

2013年相比，银川市达标天数增加了 23天，空气质量有所改善。

4. 沙尘天气影响环境空气质量

2014年，受不利气象条件影响，宁夏全区共出现沙尘天气 6次，其中

浮尘（一级沙尘天气） 4次、扬沙（二级沙尘天气） 2次。与 2013年相比，

首次沙尘天气发生时间推迟了 11天，沙尘天气频次减少了 2次，其中沙尘

暴（三级沙尘天气） 减少 2次，污染强度明显减弱。

（三） “美丽宁夏”建设取得的成效

多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

“抓生态建设就是抓发展”，“加强生态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的重要理念，特别是自治区党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提出建设“美丽宁夏”的

宏伟目标，既是落实“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将推动宁夏经济

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1. 推进生态移民和退耕还林还草“两大项目”建设

宁夏中南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大部分地区不适宜人类生存。由于不

断增加的人口与有限的耕地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加上粗放的生产经营方

式，以至原本就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

2014年宁夏空气环境质量优良天数
单位：天

城市 监测天数 优良天数
（二级或好于二级） 优良天数比例 优（一级） 良（二级）

银川市 365 274 75.1% 11 263
石嘴山市 365 230 63.0% 8 222
吴忠市 365 288 78.9% 23 265
固原市 343 299 87.2% 24 275
中卫市 363 289 79.6% 13 276

资料来源:宁夏环境保护厅《2014年宁夏环境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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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先后组织实施了引黄灌区吊庄移民、“1236”工程、异地移民搬迁、

中部干旱带县内生态扶贫以及精准扶贫等工程，累计移民 78.58万人，其

中县外搬迁 62.5万人，县内搬迁 16.08万人。宁夏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既

是宁夏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也是实现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

富的重要渠道。“十二五”期间，宁夏共投资 105.8亿元，极大地改善了

生态承载能力，有效地改善了民生，从根本上解决了山川发展不平衡、不

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突出抓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宁夏在全国率先实施全境封山禁牧，扎

实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使全区天然植被得到有效恢复，植被覆盖

率大幅度提高，因土地沙化和水土流失所造成的自然灾害明显降低。退耕

还林还草人均面积 0.78亩，位列全国第一，是全国 25个退耕还林还草任

务省区人均退耕面积 0.15亩的 5.2倍。宁夏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与小流域

综合治理、生态林业工程、农田基本建设、扶贫开发与“少生快富”等工

程有机结合，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了贫困地区

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维护了贫困地区的社会稳定。

2. 加快禁牧封育、防沙治沙、湿地保护、绿化美化“四大工程”建设

宁夏积极推进禁牧封育、防沙治沙、湿地保护、绿化美化四大生态建

设工程，构筑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一是持续推进禁牧封育

工程。宁夏从 2003年 5月 1日起实行全境封山禁牧以来，呈现了“生态恢

复、生产发展”的良好局面，实施了“南部山区草畜产业工程”“百万亩

人工种草工程”“十万户贫困户养羊工程”等，出台了《宁夏禁牧封育条

例》，确保“封得死，禁得住，不反弹”，做到常抓不懈。二是稳步推进防

沙治沙工程。荒漠化不仅严重制约着宁夏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严重

影响着国家生态安全和人民生产生活。宁夏全面推进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

范区建设，在全国率先以省为单位全面实行禁牧封育，并采取工程措施和

生物措施相结合的举措来加强荒漠化防治，为实现治沙利益的最大化，吸

引社会力量防沙治沙，宁夏通过政策机制引导，形成了多元化的治沙主体，

是全国最早实现人进沙退的省区。三是突出抓好生态林业工程。宁夏各级

林业部门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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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林业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生态林业发展，重点建设以六盘山、贺兰山、

中部防沙治沙和以宁夏平原为骨架的“两屏两带”生态安全屏障。四是推

进湿地保护工程。宁夏湿地可划分为 4 大类 14 个类型，全区湿地面积

20.67万公顷，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 5.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1.6个百分

点。宁夏共建立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 4处，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处，

为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 3处，分别为沙湖、青

铜峡库区和西吉震湖自然保护区。国家湿地公园 2处，为石嘴山星海湖国

家湿地公园和银川国家湿地公园（包括银川阅海湿地公园、银川鸣翠湖湿

地公园 2个园区）。建立国家湿地公园试点 5处，分别是黄沙古渡、吴忠黄

河、青铜峡鸟岛、天湖、清水河。

3． 打造沿黄城市带绿色景观、贺兰山东麓生态产业、中部干旱带防风

固沙和六盘山生态保护“四大绿色长廊”

宁夏打造沿黄城市带绿色景观、贺兰山东麓生态产业、中部干旱带防

风固沙和六盘山生态保护“四大绿色长廊”，在西部地区构建起一道绿色生

态安全屏障。一是打造沿黄城市带绿色景观。在发挥黄河堤岸护岸林自身

生态防护功能的基础上，挖掘黄河景观文化内涵，创造独特的河滨景观，

并为滨河生态旅游线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打造贺兰山东麓生态产业。宁

夏贺兰山东麓三面环沙，光照充足，植物生长季节温度适宜，昼夜温差大，

被国内外公认为世界上最适合种植优质酿酒葡萄的地区之一，自治区加大

财政支持力度，规划到 2020年建成贺兰山东麓百万亩葡萄文化长廊，使之

成为宁夏一张靓丽的生态产业名片。三是打造中部干旱带防风固沙长廊。

宁夏中部干旱带地形复杂，沟壑纵横，风沙大、降雨少、蒸发量大，植被

生长季节短，长期受干旱少雨、风沙危害等困扰，宁夏在中部干旱带实施

的退牧还草工程，充分发挥草原自我修复功能，走农林牧结合、草畜一体

化的路子，大力培育特色林业产业，实现了治理速度大于沙化速度的历史

性转变。四是打造六盘山生态保护长廊。宁夏六盘山地区的生态建设工作，

随着生态移民、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和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的实施，森

林资源总量大幅度增加，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为南部山区的发展注入

了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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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突出抓好节能减排工作，强化水、大气、土壤的污染防治

宁夏以发展循环经济为突破口，以重点领域节能减排为着力点，认真

贯彻落实国家节能减排“十大铁律”，大力实施重点节能减排工程，积极推

广节能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加快发展新能源产业，节能减排工作取得显

著成效。先后淘汰了小火电、小煤矿、水泥、造纸以及一批铅冶炼、原油

脱水、味精、洗煤、黏土砖、碳素、活性炭等行业落后生产能力。资源综

合利用已从传统的建材产品，扩展到利用共生、伴生矿产资源，废水

（液）、废气、废渣，以及再生资源领域，资源综合利用率达到 63.12％。规

模以上发电企业全部安装脱硫设施，造纸制浆企业全部安装碱回收装置，

全面完成国家“十二五”节能降耗目标任务。宁夏建立并实施了节能降耗

预警机制，从 2010年不再审批、核准、备案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和产能过

剩项目，对没有通过环评、节能审查和土地预审的项目一律不得开工建设，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步伐，强化监督管理和减排措施，实现了主要污染物排

放总量由增到减的历史性转折。

宁夏在全面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全力推进水、大气和土壤污染

综合治理三项重点工作。在水污染治理方面：宁夏利用环境约束，加快产

业转型升级，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监控，加大对偷排

漏排的处罚力度，以黄河干流、支流及主要排水沟为重点，实施城镇污水

处理厂提标改造和医药、造纸、化工、淀粉等行业废水深度处理，全力推

进工业园区废水集中处理。实施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生活垃圾和污水

处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程，确保入黄水质达到Ⅲ类。在大气污染治理

方面：经过多年努力，宁夏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区环境空气优良天数

逐年提高，银川市等重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通过集中供热、

“煤改气、煤改电”等措施，强化多污染物协同减排，推进电力、钢铁、水

泥、有色冶金等行业企业及燃煤锅炉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与改造，确保达标

排放。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明确区域产业发展定位，重点建设

项目原则上布局在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坚决控制火电、钢铁、造纸、

印染等高污染项目的建设，加快高污染企业搬迁改造。在加强土壤污染治

理方面：对粮食主产区、蔬菜基地、葡萄种植基地等重要敏感区加强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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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采取更加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加强重金属企业污染源管理和监控，

加强危险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加强重点区域污染防治和固体废物防治，

进一步抓好生态环境保护。

二、“美丽宁夏”建设的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

（一） “美丽宁夏”建设的主要任务

1. 大力实施产业结构调整

结合自治区工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明确现有各个区域、园区的产

业功能定位和产业准入，加快现有产业结构升级。采用土地置换、政府补

助等手段逐步将污染企业搬离市区，推动其向工业园区集中，减少市区环

境污染，腾出空间和环境容量，扭转宁夏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趋

增的产业格局。

2.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突出生态环境保护，优化开发区域，控制建设

用地增长，以“蓝天工程”“水污染防治”等工程为抓手，强化水土资源

和大气环境治理、自然生态空间修复等。城镇空间要着重加强生产、生活

污水和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农业空间重点加强面源污染控制和土壤污染的

治理，生态空间主要减轻生产、生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3. 划定生态红线区域

结合《宁夏回族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实施，在全面分析和把握

宁夏自然生态本底和特点的基础上，尽快明确宁夏生态红线区域的类型、

范围、管控措施、责任主体和监管体制，建立生态红线区域保护清单和行

业准入负面清单。

4. 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

推进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

向农村覆盖、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拆建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探索老

旧小区物业管理模式，着手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5. 探索生态补偿机制

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宁夏中南部地区基本上被划定为限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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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和禁止开发区，要牢固树立“资源有价”“生态补偿”的理念，实行

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坚守生态保护、耕地、水资源三条红

线，全面实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湿地保护等重点生态工程，深入推

进林权制度改革，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增加国家补偿范围，实行最严

格的林草保护制度，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使生态补偿成为生态建设的有效

保证和稳定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为“美丽宁夏”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6. 开展碳汇交易试点

碳汇林业是指以吸收固定二氧化碳，充分发挥森林的碳汇功能，降低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减缓气候变化为主要目的的林业活动。碳汇交易试

点，通过建立森林碳信用登记系统、森林碳信用流转及保护系统，建设森

林碳汇交易中心，并将在宁夏自上而下建起森林碳汇管理机构和监测体系，

并定期向社会公报碳汇建设成果。在宁夏中南部地区生态移民和退耕还林

建设已取得重大成效的基础上，将宁夏中南部地区特别是“三河源”地区

的林地、草地等生态系统纳入碳汇交易系统，利用市场机制，让生态建设

更多地造福当地百姓，不断发挥这一区域重要的“碳库”作用，提高碳汇

功能，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通过“美丽宁夏”建设，实现经济发展、

生态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举多赢”。

（二） “美丽宁夏”建设的重点工程

“美丽宁夏”建设是一个长期任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十三

五”期间，实施一批重点工程，推进“美丽宁夏”建设。

1. 建设“绿色宁夏”

以建设生态示范区为目标，以造林绿化为重点，努力提高生态空间比

重，改造生态空间质量，构建黄河及小流域沿岸、农田、铁路、干线公路

绿化带，大力建设“三北”防护林，构建生态屏障网络格局，增强生态服

务功能，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坚持生态建设产业化，坚持增绿增收并重、

造林造景并举、绿化美化并行，依托国家实施的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

天然林保护等重点林业工程，认真组织实施自治区“六个百万亩”生态林

业建设项目，加快造林绿化步伐，大幅提高森林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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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净化宁夏”

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节能减排与环保设施同步推进，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施蓝天碧水扩容提质工程，努力为山川各地创造一

个清洁的环境。实施节能减排工程，确保完成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烟尘和粉尘排放总量控制任务。强化结构减排，从源头控

制污染物排放，促进重点产业的结构调整，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强化

工程减排，实施电力等重点行业脱硫、脱硝“双脱”工程，实现煤炭、焦

化、电力、冶金、化工、建材等重点行业“全脱硫”。加快电力、焦化、钢

铁、造纸等工业企业污水深度处理，基本实现污水闭路循环。推进宁东能

源化工基地节能减排工作，坚持科学发展，扩大总量、提升质量和优化结

构、转型升级并重，开发建设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实现经济、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

3. 建设“健康宁夏”

树立“以健康为中心”的理念，改善城乡生态环境，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实施城乡环境治理工程，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在城市推行“绿色清洁施工”，控制扬尘污染和机动车尾气排放，全面提升

空气质量。推进城中村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大力改善城乡结合部环境质量。

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着力解决农村安全饮水、清

洁能源、卫生公厕、污水和垃圾处理等问题，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进

一步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加强重大疾病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和

处置能力建设。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和群众性体育活动，加

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建立完善的国民体质监测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公共

体育事业。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开展健康教育和促进工程，倡导健康文

明的低碳生活方式，形成良好的饮食、健身和心理习惯。

三、“美丽宁夏”建设的实施路径

（一） 加快“美丽宁夏”示范区建设

“美丽宁夏”建设要实施“双核”战略，形成以沿黄经济区为经济发展

核心区，以中南部地区为生态建设核心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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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建设我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国际适应气候变化示范区和国际防沙治沙

示范区。

1. 建设我国生态文明示范区

宁夏水资源短缺，中南部地区基本上被确定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

区，要在建设生态文明、美丽宁夏上下功夫，按照把宁夏全区当作一个城

市来规划建设的思路，制订《宁夏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把区域功能、城市

带、铁路公路轴线以及产业布局、生态保护红线等科学规划好，按照规划

搞好沿黄城市带、村镇、道路、工业园区、景观等的建设，建设美丽的新

宁夏，将宁夏建设成为我国生态文明示范区。

2. 建设国际适应气候变化示范区

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不仅要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也要采取积极主动的适应行动，通过加强管理和调整人

类活动，充分利用有利因素，减轻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

统的不利影响。宁夏是我国第一个将适应气候变化写入中长期发展规划的

省区，并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适应气

候变化涉及农、林、水、公共健康、建筑、交通等方方面面，既是一个战

略性问题，又是一个操作性问题。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必须科学把握气

候变化趋势、系统收集气候变化影响数据、准确评估气候变化风险以及各

领域气候适应性变化情况，推动重点领域节能，实施工业锅炉（窑炉） 改

造、热电联产、电机系统节能、余热余压利用等重点节能工程建设，推广

节能技术与节能产品，推行节能市场机制，发展循环经济。要将适应气候

变化作为部门规划、区域规划的核心目标之一，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开展

碳汇交易试点，推动宁夏国际适应气候变化示范区建设。

3. 建设国际防沙治沙示范区

防治沙漠化和防沙治沙，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经过多年持续不懈

的努力，宁夏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人进沙退”省区，开创了草方格、沙

生植物栽培等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所以防沙治沙为重点

的生态工程学校———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在现有已取得

防沙治沙成效的基础上，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防沙治沙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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