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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As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the building of a 
Beautiful China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Chinese man-land relationships to a 
higher level an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his study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Beautiful China as the orientation, and carries on the frame design to the geographical landscape. The 
geographical landscape takes the elements of geoscie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makes a series of 
reasonable outlook about man-land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the influence of important uncertain factors, aiming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the 
sustainabilit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geographical landscap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needs to be designed by elements, stages and regions. One of the important purposes of geographical 
landscape desig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to achieve the spatial 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s design is an extension of the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paths of different regional geographic landscapes are different. Each 
region should design unique construction plan of geographical landscape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its ow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state. The reference value of United Nations’ 
SDGs for the geographical landscape desig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is not as good 
as the relevant index system of advanc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such a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it is of much significance to select the appropriate benchmark for th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design of China’s geographical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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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以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对地理图景进行框架设计，认为地理图景是以地学研究要素为

对象，根据人地关系互动机理及重要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做出的一系列关于人地系统的合理展望，其目的是确

立并保持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生态文明建设地理图景需要分要素、分阶段、分区域设计，其重要目的之一

是达到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因此其设计是对区域发展空间均衡模型的扩展。不同区域地理图景的建设路径

是有差异的，各区域将根据各自综合发展状态的具体特征设计不同的地理图景建设方案。当前学界在我国美

丽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对标设计中，对联合国的相关指标体系参照较多，但相较而言，欧

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指标体系参考价值更大；选定合适的对标对象，对科学合理设计我国地理

图景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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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以

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转型发展的趋势愈加强

烈。美丽中国建设作为中国新时代背景下生态文明建

设的根本目标，其综合性、地域性和系统性学科特

质，更是把中国的人地关系研究推向更高发展水平和

更新发展阶段的重要举措[1]。

资助项目：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XDA23100302）

修改稿收到日期：2023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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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战略方针指引下，学界围绕“美丽中国”

“生态文明”等的提出原因、理论依据、基本内涵、

区域发展路径等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对于美丽中国

的概念内涵，学者从生态、社会民生、法治等不同的

方面和角度进行了解读，但是有一个共识，那就是

“美丽中国”首先“美”在生态，“美”在自然[2]。有

学者将美丽中国的基本内涵归为广义和狭义2个方面，

认为狭义的美丽中国包含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

生态建设等内容，而广义的美丽中国还包括了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等内容[1]。部分学者构建了生态文明建

设和美丽中国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据此对中国目前的

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状态进行了评估[3,4]，何天祥

等[5]对我国城市生态文明进行了综合评价，谢炳庚等[6]

基于环境绩效、人类发展和政治文化 3个指数构建省

级尺度的美丽中国建设水平评价体系，发现我国各省

美丽中国建设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但空间差异显

著；方创琳[1]等以生态环境、绿色发展、社会和谐、

体制完善、文化传承 5个目标构建美丽中国建设评估

指标体系，提出了“中科美丽指数”的概念；张晔

等[7]基于BP人工神经网络构建定量评估体系对美丽湖

南进行了综合评价。在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

路径方面，多数学者提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着力解

决环境问题、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和改革生态环境监管

体制等方面的具体举措[8,9]，建议构建美丽中国建设评

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标准[1]，在美丽中国建设过程中要

注意以群众的获得感为中心价值[10]。还有学者提出综

合应用地理国情普查成果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与

路径[11]。由于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美丽中国等概念

为近几年所提出，相关学术研究尚在积累中，研究的

系统性和针对性有待加强，缺乏对其中细分领域的深

入研究。

本文以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为导向，以地理图

景的科学设计为研究目的，对地理图景的概念内涵、

基本要素、设计理念等进行探索性分析，以期从地理

学的角度对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未来展望和目标

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

1 地理图景的概念内涵和基本框架

1.1 概念内涵

地理图景是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国家战

略需求催生的概念。图景指的是理想中的景况。美丽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宏大的国家工程，包含国民

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应着多领域的未来图景，地理图

景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在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

大背景下，地理图景的概念内涵是，以地学研究要素

为目标，根据人地关系互动机理及重要不确定性因素

影响做出的一系列关于人地系统的合理展望，其目的

是确立并保持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

生态文明建设地理图景由 4部分内容组成，分别

是：构成地理图景的要素、地理图景逐步实现的时间

阶段、因地制宜设计地理图景的区域划分、地理图景

设计的政策导向。

1.2 基本框架

生态文明建设地理图景设计的总体目的是引导解

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

地学研究领域具体表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

现状不协调，发展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越来越大[15]；

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更为突出，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

平差距不断扩大；产业衰退、城市收缩等问题地区持

续形成；快速发展带来的区域发展矛盾复杂化。由于

人地系统中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与反馈作用的复杂性

和多样性[12]，生态文明建设地理图景需要分要素、分

阶段、分区域设计（图1）。

（1）分要素设计。一方面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理论，从水、土、气等自然和生态要素入手，将资

源、生态、环境和灾害等会显著影响地域功能格局和

可持续发展过程的属性作为地理图景的研究基点，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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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综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所提绿色发展、改革生

态环境监管体制、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等要求，将

会显著影响地域功能格局和可持续发展过程的经济、

社会、城市、乡村、人口等人文要素纳入地理图景要

素体系，统筹考虑人类活动及活动带来的风险。因

此，生态文明建设地理图景的要素体系应以资源、生

态、环境和人类活动、灾害 5个要素组成。其中，资

源、生态、环境 3个要素是作用地理图景的主要自然

要素，人类活动是作用地理图景的主要人文要素；灾

害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是自然和人文因素相互

作用的综合性要素。

（2）分阶段设计。遵循国家对“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战略部署时间节点要求，到2035年，生态环

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 21 世纪中

叶，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

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同

时考虑到当前国内外发展形势的变化，将迈进新时代

的第1个五年规划期节点纳入地理图景的设计阶段中。

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地理图景的设计阶段分别是2025

年、2035年和2050年。

（3）分区域设计。在吴传钧先生对研究人地关系

地域系统基本方法的解释中，分类是首要的研究方

法[13]，合理组织不同区域的地域功能是实现区域有序

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国家的空间战略中，主体功能区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之一，在优化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格局中被赋予基础制度的地位[14]。因此，从优

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实现

地理图景设计，需要以主体功能区划作为顶层的区域

划分规则，据此对不同区域的地域功能形成机制、区

域发展分异规律、空间结构演变的有序法则进行分析

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地理图景设计的区域划分，首先

以主体功能区划为最高层级，以优化开发区、重点开

发区、限制开发区作为顶层区域类别；其次以自然地

理地带性、人文经济活动的区域性特征进行综合细

分，分别设计有区别的地理图景。

2 地理图景设计的理论基础

经典区域发展理论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为代表的经济发展的差距造成的区域间势能为区域均

衡发展的基本动力，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引发区域

分要素 分阶段

分区域

2025年

自然要素

人文要素

资源

生态

环境

灾害

人类活动

2035年 2050年
能源矿产开发利用

水、土、气、生等生态本底

水、土、气等各类污染

自然灾害人为灾害
经济发展城乡建设人口变动

优化开发区 重点开发区 限制开发区
自然地理地带性分区：湿润地区半湿润地区半干旱地区干旱地区
人文经济特征分区：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

自然地理地带性分区：湿润地区半湿润地区半干旱地区干旱地区
人文经济特征分区：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

自然地理地带性分区：湿润地区半湿润地区半干旱地区干旱地区
人文经济特征分区：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

设计目的：引导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图1 生态文明建设地理图景的设计框架

Figure 1　Design framework of geographical pictur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1979



美丽中国建设地理图景和发展路径

 | 2023年 · 第38卷 · 第12期

间的产业转移、人口流动等，这些转移和流动过程造

成区域间势能不断转换，逐渐使得区域发展趋于均

衡[16]。在引入地域功能思想后所提出的区域发展空间

均衡模型则扩展了区域均衡发展所涵盖的范围，认为

区域发展的目标除了经济发展以外，生态、社会等的

发展也是重要内容。为此，生态文明建设地理图景的

设计依据区域发展空间均衡模型的扩展思路进行构

建（图2）。

生态文明建设地理图景设计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达

到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在生态文明建设导向下，地

理图景设计的区域发展空间均衡是指，在经济社会发

展、生态环境水平等各类发展状态阈值处于一定状态

区间的情况下，标识任何区域（Ri）综合发展状态的

人均水平值Di是趋于大体相等的。这里的综合发展状

态是由经济社会发展类（Di1）、生态环境类（Di2）、资

源利用类（Di3）、灾害风险类（Di4）等发展状态综合

构成的。也就是说，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的区

域，可以通过其更好的生态环境状态、防灾减灾能

力、资源保障和利用水平来提高综合发展水平。生活

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的区域的人们会因为生态环境

质量不佳或资源利用水平较低或灾害风险较大，而导

致生活的综合水平并不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偏低的区

域人们生活综合水平高[17]。

设区域Ri和Rj的人口总数分别是Pi和Pj，则生态

文明建设地理图景的区域发展空间均衡模型就是：

当Dim > L, Djm > L时，

Di =
∑
m = 1

n

Dim

Pi

；

Dj =
∑
m = 1

n

Djm

Pj

；

Di = Dj 。
式中，Dim 表示第 i个区域的m类发展状态，Djm 表示

第 j个区域的m类发展状态，L表示发展状态的最低阈

值，n为发展状态的类别个数。

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地理图景的区域发展空间均衡

的必要条件是各区域地理图景的建设能力是相当的，

且各区域间的发展要素流动自由。依据区域发展空间

均衡模型可以较好的解释生态文明建设地理图景设计

的最终目标。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地理图景的设计和建

设，各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现状不协调、

区域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

题将得到基本解决。同时，不同区域地理图景的建设

路径是有差异的，各区域将根据各自综合发展状态的

具体特征设计不同的地理图景建设方案（图3）。生态

环境条件突出而其他方面发展较弱的区域，地理图景

建设方案的制定一定有别于经济社会发展较好但资源

保障能力较差的区域。

3 地理图景设计的国际对标目标分析

3.1 国内外未来“图景”设计概况

生态文明建设地理图景设计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建设阶段与目标紧密结合，需在21世纪中叶达

到地理图景发展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

强国地位相匹配。因此，以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为标

杆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少走弯路、更快实现地理图

景设计目的（表1）。在地理图景设计初期，其核心内

容是图景设计指标体系的对标。

发展时间趋势

优 生态环境

资源保障
防灾减灾

阈值L

经济社会发展

差

发展状态

图2 生态文明建设地理图景的区域建设发展示意图

Figure 2　Region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diagra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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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可持续发

展目标（SDGs）是目前学界分析的焦点，其 17项可

持续发展目标（包含 169 项具体目标、232 项具体指

标）主要涉及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环境 3个层

面，以及与和平、正义和高效机构相关的重要方面。

此外，联合国内部各类专项会议和各分支机构也在各

自负责领域制定了相应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如

《2015—2030 年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新城市议

程》《内陆发展中国家 2014—2024年十年维也纳行动

纲领》《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等。这些纲领文件的

发展目标与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紧密结合，

形成联合国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集。此外，美

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及发展领先的城市均提出了自

己的未来发展目标。美国为了应对未来数十年的空间

发展挑战，提出“美国2050”空间战略规划，构建了

全国空间发展的基本框架[18]。欧盟委员会负责制定了

10 年期的欧盟经济发展计划，即“欧盟战略计划

2020”，目前正在制定下一步 2030年的战略目标。同

时，在继承与发展 2020 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方针基础

上，欧盟委员会还发布了 2030 年气候与能源战略方

针。非洲联盟推出了《2063年议程》，瞄准 50年的发

展目标，力图在规划期内建成地区一体化、和平繁荣

的新非洲。东盟共同体也提出了类似的发展愿景文件

《东盟2025：携手前行》，旨在强化区域一体化发展水

平。一些发展水平领先的大城市也制定了自身的发展

目标，这些规划和文件均针对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制

定了考核指标体系或发展目标。

3.2 中国地理图景设计对标对象选择分析

当前学界在我国美丽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

指标体系对标设计中，对联合国的相关指标体系参照

较多，尤其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制

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然而在具体指标分析中，我们

发现，联合国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

发展目标体系由于需要照顾国际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的发展水平，故而其指标和阈值制定的标准略低，

并不能前瞻性的预判未来先进地区的发展趋势，对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地理图景设计的参考价值不如欧盟、

美国等发展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指标体系（图 4）。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消除贫困、无饥

饿、普及教育和医疗等为主题进行指标设计，许多指

标目标以我国当前发展水平来看已经或者即将达到，

如到2030年实现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结束相关

传染病的蔓延、确保所有人能得到安全、营养和充足

的食物等。同时，部分指标不适合我国发展的趋势，

如旅游业增加值占GDP总量比例，该项指标对发展落

后或尚未开发地区具备一定的导向作用，对我国绝大

发展时间趋势 发展时间趋势

优 优
资源保障

资源保障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

防灾减灾
防灾减灾

阈值L 阈值L

经济社会发展
经济社会发展

差 差

发展状态

发展状态

a b

图3 不同类型区域地理图景建设发展示意图

Figure 3　Different types of regional geographic landscape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a）经济社会发展较好区域；（b）生态环境本底较好区域

(a) Areas with advance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 Area with sou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ackground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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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区导向作用不明显。再如每10万成年人的商业

银行分行和自动取款机（ATM）数量，由于中国未来

可能跨越式进入无现金社会，该项指标已经不符合中

国未来发展趋势。

相比之下，欧盟及美国的相应发展计划指标前瞻

性较强，对于未来重大发展问题具有更好的针对性，

更适合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地理图景设计的对标对

象。《欧盟 2030气候与能源战略方针》中明确提出到

2050年欧盟实现温室气体零排放，成为适应气候变化

方面的引领性指标。《欧盟战略计划 2020》中的“非

欧盟的创新人才/机构参与欧盟创新活动的比例”“区

域能源价格的差异程度”“经过职业培训后的再就业

表1　国内外有关区域未来发展目标的各类计划

Table 1　Plans related to future regional development goals

计划名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千年宣言》

《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

《新城市议程》

《内陆发展中国家十年维也纳行动纲领》

《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

《欧盟战略计划2016—2020》

《“美国2050”空间战略规划》

《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11—2030）》

《中国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
案》

《更绿更美好的纽约——2030纽约规划》

《永续性的悉尼：2030年展望》

《规划墨尔本2050》

编制部门

联合国

联合国

联合国

联合国

联合国

联合国

欧盟委员会

美国政府

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

纽约市政府

悉尼市政府

墨尔本市政府

计划时段（年）

2016—2030

2000—2015

2015—2030

2016—2050

2014—2024

2016—2030

2016—2020

2006—2050

2011—2030

2016—2030

2013—2030

2008—2030

2015—2050

内容和指标

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共 17总体目标 169项具体目标 232

项指标

可持续发展方面共8项目标

灾害风险应对措施

城市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及互联互通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5个战略目标及相关的20个纲要目标

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共三大战略优先任务、五大量化目标和七大
配套旗舰计划

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巨型都市区域、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和大型
景观保护4个方面的规划内容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共5类23个指标

绿色发展方面共7类56个指标

配合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指定的中国行动计划

针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了中国的落地方案

从土地、能源、空气、气候变化、水、交通运输等6个方面设立10

项目标，落实到127项具体措施上

制定了三大主题、城市转型的5项重要行动、使悉尼更具永续
性的十大目标、十大策略指引和十大项目构思

制定了7个各项目标、41项分目标和118项具体举措

联合
国2

0
3
0

欧盟
2
0
2
0
/
美国

2
0
5
0

• 消除贫困
• 无饥饿
• 普及教育和医疗
• 消灭（传染）疾病
• 发展旅游等产业

• 世界贸易下的产业发展
• 人口结构变化
• 资源高效利用
• 解决区域不均衡发展
• 能源革命和气候变化

图4 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及欧盟和美国相应发

展计划的主题对比

Figure 4　Theme of United Nations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pared with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plans of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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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等指标，在国际人才引进、包容性创新、区域基

础设施均等化、再就业培训机构效率等方面均具有一

定的前瞻性，对于我国未来包容性发展、区域协调发

展等都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表2）。

4 地理图景设计研究展望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地理图景设计是一项紧密结合

国家战略目标的复杂性、系统性研究，涉及多学科、

多领域的研究内容，目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内容

尚待进一步明确和深入，在完善地理图景设计框架的

基础上，下一步研究需要在4个方面重点关注。

（1）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借鉴。美国、欧盟及

其部分州、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具有很好的前

瞻性和科学性，对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

义。但在具体指标及其阈值上，我国地理图景设计指

标体系要以中国国情为主，对部分外来指标进行适应

性改造，争取形成具备中国特色的地理图景设计指标

体系。

（2）地理图景设计的空间尺度。地理图景设计是

以全国为研究范围，根据不同区域的地理特征对未来

图景进行设计。因此，需要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关

系，需要辨析以怎样的空间尺度为基本研究单元，才

能既充分表达区域的地理特征，又在整体设计上不至

过于破碎，形成一个特征鲜明且体系性强的地理图景

设计方案。

（3）地理图景设计的居民感知。地理图景的设计

是在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框架下进行的，美丽中

国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居民感知的概念，并没有绝对的

标准界定。因此，居民获得感、幸福感的衡量及解析

对地理图景的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向意义。在地理图景

的设计中，需要充分分析居民感知的特征和机制，将

居民感知决策纳入设计思路当中，才能真正达到以人

表2　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欧盟及美国相应发展计划的具体指标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specific indicators of United Nations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plans of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指标体系类别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欧盟2030气候与能源战略方针

欧盟战略计划2020

“美国2050”空间战略规划

具体目标举例

1.3到2030年，实现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3.3到2030年，采取措施结束结核病、疟疾、肝炎、水源性疾病和其
它传染病的蔓延和扩张。

4.5到2030年，确保所有孩子得到受教育的权利。

2.1到2030年，确保所有人，尤其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包括婴儿等
一年四季能得到安全、营养和充足的食物。

1.5.3拥有减少灾害风险战略的地区数量

8.9.1旅游业增加值占GDP总量比例

8.9.2旅游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比例

8.10.1每10万成年人的商业银行分行和自动取款机（ATM）数量

到2050年温室气体零排放

非欧盟的创新人才/机构参与欧盟创新活动的比例

区域能源价格的差异程度

经过职业培训后的再就业率

城市内完整街道的比例

指标参考价值

我国几近达到目标

我国几近达到目标

我国几近达到目标

我国几近达到目标

目标设计不适合中国国情

目标设计不适合中国国情

目标设计不适合中国国情

目标设计不适合中国国情

适应气候变化的前沿性指标

多元化创新发展的前沿性指标

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均衡发展的前沿性
指标

社会就业的前沿性指标

城市内部建设的前沿性指标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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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的设计目的。

（4）设计成果的应用接口。地理图景中对未来发

展趋势的判断，包括区域间的发展态势以及发展阈值

等，在不同区域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对策中可发挥

相当的科技支撑作用。因此，地理图景设计需要与国

家战略目标紧密结合，需要与国土空间规划、生态文

明建设考核、区域协调发展等国家规划、政策体系的

导向及考核目标相衔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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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geographical landscape desig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ZHANG Wenzhong YU Jianhui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As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the building of a Beautiful China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the study of Chinese man-land relationships to a higher level an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his 

study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Beautiful China as the orientation, and carries on the frame design to the 

geographical landscape. The geographical landscape takes the elements of geoscie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makes a series of 

reasonable outlook about man-land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the influence of 

important uncertain factors, aiming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the sustainabilit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geographical landscap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needs to be designed by elements, stages and regions. One of the important purposes of 

geographical landscape desig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to achieve the spatial 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s design is an extension of the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construction paths of different 

regional geographic landscapes are different. Each region should design unique construction plan of geographical landscape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its ow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state. The reference value of United Nations’  SDGs for the 

geographical landscape desig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is not as good as the relevant index system of advanc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such a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it is of much significance to select the appropriate 

benchmark for th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design of China’s geographical landscape.

Keywords Beautiful China,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geographical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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