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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背景 

我国是世界山地大国，广义山地面积占国土面积

的三分之二，山地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主体、自然

资源的重要蕴藏区、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山区是以山

地为依托、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区域，是中华文明的

重要起源地、多民族的共同家园、现代化建设的潜力

区。但我国特有的阶梯地貌格局造成了地表物质稳定

性差、生态环境脆弱、山地灾害频发，加上人类活动

对生态系统的干扰，导致山区成为地形上的高地、经

济上的低谷，是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难点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

设与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心系山区，考察调

研足迹遍及广大山区，作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和“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重要指示。 

在中国科学院部署下，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

所聚焦我国山地生态环境、山地灾害防治和山区发展

等国家重大需求，编制形成了《中国山地研究与山区

发展报告》。基于长期研究、监测和遥感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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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山地保护和山区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总

结，研究阐释了山区生态环境变化、山地灾害防治与

山区发展成效。该报告对促进我国山地山区保护与发

展具有重要科学价值，对提升公众关心和参与山地山

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山地生态环境总体状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全面推进

美丽中国建设。我国生态环境发生历史性、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景更美！ 

（一）我国山地生态安全屏障骨干体系基本建成，

植被覆盖率达到建国以来最高值。 

我国已构建了以青藏高原、长江黄河上游、东北

森林带和南方丘陵山区为骨干的山地生态安全屏障体

系，生态系统结构稳定向好。近十年来，山地林草植

被覆盖率增加 8.2%，山地绿色覆盖指数均值达到

82.1%，植被覆盖率达到建国以来最高值。山地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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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年水源涵养量、土壤保持量、固碳量占全国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总量的 85%以上，山地生态屏障保护了

平原低地广袤的农田城镇，支撑了江河流域中下游地

区的经济发展。 

（二）我国以山地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建设成绩

斐然，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治理能力全面提升。 

我国山区涵盖 78%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极重要区、

83%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近十年来，山区自然

保护地面积增长了 14.4%，达 117.6万 km2，占全国自

然保护地总面积的 65.3%；野生动物栖息地空间不断

拓展，种群数量不断增加，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治理能

力全面提升。 

（三）我国山地水资源保障能力提升，水土流失

防治卓有成效。 

近十年来，我国山地水资源总量平均增加 4.5%。

国家持续加大水利工程投入，长江上游、黄河上游、

淮河和珠江上游的水库平均库容调蓄系数达到 55.5%，

工程性水资源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水土流失面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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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万 km2，山区土壤年侵蚀量减少 27%，呈现水土

流失面积和强度“双下降”态势，主要江河泥沙含量减

少 44%以上，山区水土流失基本得到遏制。 

三、我国山地灾害防治总体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灾减灾救灾

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安全观，国家投入明显加大，防灾减灾

救灾能力水平全面提升。 

（一）我国山地灾害减灾成效显著，灾害损失大

幅降低。 

近十年来，国家持续加大防灾减灾投入，防灾减

灾成效显著。山地灾害风险等级中度及以上的面积由

2012 年的 519 万 km2减少到 2022 年的 154 万 km2，

减少 70.3%。山地灾害数量和造成的伤亡人数呈显著

下降趋势，“十三五”期间山地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

比“十一五”减少了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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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山地灾害工程防治技术显著提高，支

撑了国家重大工程安全。 

泥石流、滑坡、堰塞湖排险等山地灾害防治技术

取得重大进展。构建了山区线性工程（铁路、公路、

输油输气管道等）、山区城镇、水电工程、边境口岸

等山地灾害防治技术体系与模式，在川藏公路、中尼

公路、成昆铁路、西气东输等重大交通和能源工程，

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等大型水电工程的防灾减灾

中得到广泛应用。西藏樟木口岸的滑坡防治保障了我

国与尼泊尔的货物通关，成套技术在中巴交通廊道科

技减灾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国家重大工程安全提供了

关键科技支撑。 

四、我国山区发展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谋划、部署、推动了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祖国广袤山区的社会

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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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区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胜利，实现了全

面小康的根本性变化。 

2013年以来，我国 689个山区国家级贫困县全部

实现脱贫，960 多万山区人民通过异地搬迁实现小康

梦想，14个集中连片特困山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 1.2万元，增幅超过 110%，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脱贫

成就。2019年山区县 GDP达到 33.07万亿元，较 2012

年增长 85%。山区人民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大幅提

升，两不愁（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全面实现，山区各族人民全面

进入小康生活。 

（二）我国山区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生产生活条

件得到显著提升。 

近十年来，我国山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整体面貌

发生历史性巨变。铁路通车里程增长 1.5 倍，公路实

现全部县城和 99%乡村通达，40座山区机场投入运营，

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络使广袤山区天堑变通途；国

家农网供电覆盖率从 70%提高到 99%，家用电器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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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万户；山区通讯飞速发展，光纤和 4G 网络通达

的乡镇从 50%增长到 98%，进入现代信息社会。 

（三）我国山区产业结构显著优化，现代化进程

稳步推进。 

近十年来，我国山区产业结构更趋优化、主导产

业全面提升。东部、中部和西部山区县的第一产业比

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大幅提升，产业结构由传统的

“一二三”转变为“三二一”，第三产业比重平均达

45.9%，山区产业结构得到显著优化。山区平均现代化

率达到 63.4%（其中基础设施、生产方式、社会服务、

制度文化的现代化率分别为 46.1%、71.2%、74.7%、

72.5%），为 2049年全面实现山区现代化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五、我国山地保护与山区发展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高度谋划发展”。为巩固党的十八大以来山地山区

科学保护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实现到本世纪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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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如下

建议。 

（一）进一步筑牢我国山地生态安全屏障，巩固

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成果。 

由于生态工程的特殊性，需要长期的维护才能发

挥更好的作用。建议完善保障山区生态工程投入机制，

进一步筑牢我国“三区四带”生态安全屏障工程，加

强 37个山地亚区的生态保护与建设，整体提升山地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使我国山区成为生态安全的稳固屏

障，持续支撑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 

（二）进一步加强山地生态环境与灾害防控的基

础研究和技术研发，科学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 

围绕全球气候变化与山地生态系统的响应机理与

过程，开展气候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估，特别是对

北方和高原地区生态系统的影响，提出应对策略；对

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的重大需求，破解山地灾害风险

精准防控与工程安全防护科技难题，进一步完善山地

链生灾害的风险防控与重大工程安全防护理论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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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全面提升我国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全面揭

示我国江河泥沙大幅度降低的生态环境效应和对水电

工程的影响，保持江河水沙关系平衡，保障河流健康、

永续利用。 

（三）推进“中国式山区现代化建设”。 

我国山区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难点和关键区域，

如何巩固成果并与全国同步实现现代化，不仅是 4 亿

山区各族人民的美好愿望，也是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确保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战略举措，将对世界

山区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 

1.开展我国山区现代化综合考察。全面考察我国

山区的基础条件及发展现状，评估我国 6 个山地大区

和 37个山地亚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现代化潜

力”，研究山区现代化建设途径与模式，编制我国山

区现代化建设规划，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2.部署我国山区现代化发展战略。围绕山区现代

化建设的总体目标，按照区域发展的战略规划，培育

壮大山区现代化的经济及产业体系、基础设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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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服务与治理体系、制度文化体系。按照不同山区

差异化发展模式，实施“两步走五战略”，到 2035年

“胡焕庸线”以东的山区基本实现现代化，“胡焕庸

线”以西的山区“补短板、打基础”；到本世纪中叶，

“胡焕庸线”以东的山区全面实现现代化，“胡焕庸

线”以西的山区基本实现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