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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筹生态系统五库功能，
筑牢国家生态基础设施
――新时代我国生态建设理念、任务和目标

于贵瑞    杨  萌    郝天象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生态系统网络观测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综合研究中心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资源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049

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是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

期。如何确立新时代国家生态建设理念、任务和目标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建设现代化的重大课题。

文章在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基础上，基于生态系统多功能、生态经济和生态产

业发展的视角，提出“统筹生态系统五库功能，筑牢国家生态基础设施”的设想，并讨论了生态系统五库功能

及国家生态基础设施的科学内涵，提出了我国新时代生态建设目标、重大生态工程布局，以及国家行政管理和

财政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期待能够引起相关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为稳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新

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重大部署，发出了“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的号召，并从加快发展方

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

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高质量发展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绿色逐步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本文从生态系统多功

能、生态经济和生态产业发展的视角，提出了“统

筹生态系统五库功能，筑牢国家生态基础设施”的

设想，期待能够为稳健推进未来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科技支撑。 

1 “生态系统五库功能统筹”科学内涵丰
富，构成了完整的生态建设价值体系，对
新时代生态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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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

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 0 6 0  年前实现碳中和。

2021 年 10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强调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重要性，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

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2022 年 3 月 30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森林是水

库、钱库、粮库，现在应该再加上一个‘碳库’”。

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重要讲话概括了自然生态系统的

生物多样性保护（种库）、水源涵养（水库）、生态

碳汇（碳库）、食物供给（粮库）、经济发展（钱

库）5 个方面的基本价值，完整地勾画出了生态系统

五库功能统筹的生态建设新理念。这一理念是对新时

代生态文明建设方针和使命的科学诠释，对生态治理

路径选择、宏观战略布局、保障体制体系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

“生态系统五库功能”科学内涵丰富。自然生态

系统是地球生命系统的生物基因和物种库（种库），

又是绿色有机碳库（碳库）和清洁淡水资源库（水

库）。生物健康、气候适宜、水洁土沃的生态系统便

可生产丰富的食物能量、蛋白和脂肪，以及纤维、木

材和药材，成为供给人类生活资料和食物资源的宝库

（粮库）。进而，通过对生态系统的“碳库”“种

库”“水库”“粮库”的综合经营和管理，发展新型

生态经济，就会促进经济繁荣（钱库），达到“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目标。生态系统“种库”功能

是一切生态功能和价值的生物基础和核心载体，也是

调控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关键抓手；广义“碳库”

功能是生态系统生产力和调节气候变化的能力属性；

“水库”功能与“粮库”功能是人类生存不可替代的

基本生活资源；“钱库”功能则是物质生产和经济活

动的价值体现。由此可见，“生态系统五库功能统

筹”就是综合协调应对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保障区域水土资源安全、应对食物（粮

食）危机以及摆脱贫困五大挑战，认知“生态系统

五库功能联动”机制、实现“生态系统五库功能统

筹”，必将成为解决国家及全球资源环境重大问题、

探索人类文明永续繁荣的核心科学问题和重要政治命

题。

“生态系统五库功能联动”科学意涵清晰。生态

系统具有功能性和整体性、原真性和完整性的系统

科学属性，生态系统的生物繁衍、群落演替、碳氮

循环、水热平衡及物质生产等生态过程都遵循生物

学、物理学和化学基本法则及自然演变规律，不同

生态过程间存在各种作用介导的耦合联动关系，这

种生态学机制决定了生态系统五库功能的联动性，

是“生态系统五库功能统筹”的科学原理。宏观尺

度的“生态系统五库功能联动”体现了区域性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碳汇、水源涵养、食物供给、

繁荣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理解生物与自然环境

构成的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基

础，也是调控管理区域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

的生态学原理，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

统治理的宏观目标，是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

化的有效途径。

“生态系统五库功能统筹”应用价值重大。生态

文明建设宗旨是以人为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维持人类社会永续繁荣。生态文明建设需要

基于历史、立足当下、面向全球、着眼未来，科学管

理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综合权衡全球及区域

生态系统多功能及服务间的协同关系是现阶段生态系

统管理及区域可持续发展重大任务。“生态系统五库

功能统筹”理念对国家生态建设和宏观生态环境管理

指导意义重大，为解决纷繁复杂的生态治理问题提供

了简化管理思路，其意义在于可以实现对多功能-多价

值-多过程复杂系统的高效管理，是纲举目张地解决人

类发展与自然系统冲突的突破口，对生态系统科学研

究和生态治理影响广泛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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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筑牢国家生态基础设施”，抓住了生态
保护事业的绿色根基，必将成为中国特色
生态建设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初心使命是治理人类生态环

境、保护人类栖息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

类文明永续发展，需要在广袤的国土空间及复杂的资

源环境系统中有效推进自然保护、国土绿化、生态修

复、区域治理、绿色发展、培育新型生态经济及生态

产业。如同传统的工农业、交通通信及文教事业等

领域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产业和生态文明建设

事业发展也需要“筑牢国家生态基础设施”，以提升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能力、质量和效率，保障国家生态

安全，维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生态基础设施

（national 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是国家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融合发展的基础性公共设施，是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国土空间的重要载体，必将成为中

国特色生态建设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为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实保障。

国家生态基础设施是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实现的

绿色根基。国家生态基础设施是分布在全域国土空间的

“绿水青山、碧海秀岸”，包括着丰富多彩的“山川原

壑、荒裸沙漠，沼泽滩涂、溪河湖泊，洋海岛岸、湾

港礁滩”等自然生态系统、自然景观及自然生物栖息

地。如同支撑传统产业发展的国家基础设施一样，生态

基础设施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及生态产业发展的绿

色根基，是保障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公共设施。

国家生态基础设施是国家及全民拥有的公共生

态资产。国家公共生态资产是全体国民的生态财富，

需要国家和人民力量的资源投入，在广袤的全域国土

空间统筹建设、经营和管理，需要持续巩固提升生态

基础设施规模和质量，提高多种生态福祉和产品的有

效供给水平，不断增强自然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保

护、生态碳汇、水源涵养、食物供给、繁荣经济等生

态功能及其服务价值。

国家生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实施新一代重大生态

工程。新时代国家生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在巩固过去

40多年来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成果基础上，以“改善和

筑牢国家生态基础设施”为奋斗目标，将国家生态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到跟新型交通、通信和能源等领域国

家基础设施建设同等重要地位，组织实施以提升生态

基础设施综合功能为目标的新一代国家重大生态工程

计划。当前，迫切需要重点建设以下 5 类国家生态基

础设施。①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及文化遗产地的保护

融为一体，优化自然保护地整体功能。② 以“三区四

带”为基本骨架的生态屏障体系。确定生态屏障的保

护红线、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

理，因地制宜、分区分类、近自然管护和提升生态屏

障综合质量。③ 以城市群和乡村绿地为主体的绿色生

态空间体系。推进城市绿地公园、河岸湖岸、道路沿

线、村镇及水源地的国土绿化、构建区域性嵌套结构

的绿色生态空间及生态廊道网络体系。④ 以边境和海

岸带为主体的边海生态安全体系。建立边境区域的生

物和生态安全防护带、海岸及领海岛屿生态功能保护

区域，加强国防安全保障、维护国家海洋权益。⑤ 以

生态系统天地空立体观测和野外定位观测研究网络为

主体的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生态系统科学全国重点实

验室群，建设国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国家生态

资产评估监管网络、国家生态减灾预警及决策支撑系

统，系统开展生态系统功能状态演变、国家生态基础

设施建设及生态治理的基础理论科学研究、关键技术

实验示范、生态资产监管及生态灾害预警。

3 实现“统筹生态系统五库功能，筑牢国家
生态基础设施”目标的行政管理和财政体
制建设

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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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也进入以国家基础生态设施建设为核心、全域

国土空间管控、生态系统质量及稳定性和持续性提

升、生态资产监管的新发展阶段。多功能经营管理

（multi-functional stewardship）国家生态基础设施、

生态资产和生态产品，体现了“生态系统五库功能统

筹”的多重社会价值观，近自然经营（nature-based 

management）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理念。

近自然、多功能的统筹建设、经营和监管国家生态基

础设施，需要建立新型管理和财政体制，促进社会经

济系统转型、培育新型绿色金融和生态经济及生态产

业。

科学研究生态系统五库功能联动关系，夯实国

家生态治理理论基础。加强国土空间的各类生态系

统状态变化及过程机理科学研究，解析生态系统“种

库”“碳库”“水库”“粮库”“钱库”之间的联动

关系，明确不同地区、生境类型及经营管理条件下的

生态系统五库功能联动模式及调控途径。全面清查全

域国土空间的五库功能的现存状态、自然禀赋和质

量，认知其空间分布、演变趋势及调控潜力。明确社

会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五库功能的刚性需求，依据气

候和社会经济变化，预测变化趋势及经管风险。建立

国家—省—县三级协同的五库功能清查体系、经营监

管制度、生态资产数据库，定期发布国家生态资产状

态及发展战略报告。

政府主导建设国家生态基础设施，优化全域国

土空间安全管控。以生态系统五库功能联动机制为

基础、以统筹五库功能协调发展为目标，规划不同类

型的国家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建立全域国土空间

安全管控及区域协同合作机制，系统解决生态退化、

水源污染、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重大生态问

题，提升生态碳汇、水源涵养、食物供给，繁荣经济

综合能力。明确国家生态基础设施及国土空间功能

定位，确定各类自然地理单元的国土资源及生态资

产管控策略。通过“种库”“碳库”“水库”“粮

库”“钱库”的合理配置，构建国家生物、气候、食

物和水安全等战略资源安全保障体系，构建自然-社会-

经济协调的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形成富有竞争力、发

展力和持续力的国土空间保护与合理利用新局面。

碳汇牵引、五库统筹、近自然经营，建立新型

生态经济体系。基于多生态功能价值实现途径，坚持

“碳汇牵引、五库统筹、近自然经营”原则，开发优

质生态产品、发展新型生态经济，探索生态价值实现

新途径，积累国家生态资产、提供丰富多样的生态产

品，促进生态经济和生态产业发展。当前亟待构建和

健全以碳汇及水资源为代表的生态产品认证体系、交

易制度、监管体系，构建新型生态经济及产业运营体

系，以缓解区域性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利益冲

突，突破部分地区“生态好但民众穷”的窘境。应鼓

励全方位开发生态产品，活跃生态产品市场，发展适

度规模的生态建设、生态教育、生态旅游、生态康养

等绿色产业，增加生态产业就业职员收入，活跃生态

保护区域的地方经济，探索乡村振兴和绿色发展融合

的新途径。

健全国家生态资产建设、经营和监管责任，以

及财政投入和法规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产

业或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公共服

务能力快速提升。遗憾的是，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及监

管事业还没有被纳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范畴，还没建

立起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财政及

法规体系。因此，建议着力实施以下 3 项改革措施。    

① 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为依托，建立国

家生态基础设施的行政管理机构，肩负国家生态基础

设施建设、生态资产核查监管、生态环境状态监测、

生态产品经营等管理职能，全面推进国家生态治理、

生态经济和生态产业发展及法规体制建设。② 参考国

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运营机制，基于生态基础设施

建设的公益性、自然性和长期性特点，构造有利于生

态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投资、绿色融资及生态产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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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新机制，形成多层级的生态产业财政、融资、政策

和监管制度体系。③ 鉴于现实的生态保护利用中所存

在的“管则死、放则乱”，抑或“要么放任开发，要

么绝对自然保护”等问题，责成国家生态基础设施的

行政管理机构，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

境部等部门，统筹研制自然生态系统、自然景观、自

然保护地的保护利用长期规划，国家及区域的生态基

础设施建设中期规划；建立“因地制宜、分类分区、

精准施策”的生态保护、资源利用及生态资产经管新

体制，支持做优做强生态产业，推进生态经济产业升

级，打造生态经济支柱产业。

■责任编辑：文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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