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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总则

1.项目名称

《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评价标准》，英文简写；BCDH。

以下可简称“本标准”。

2.编制单位

2.1 标准主管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以下简称本学会）

2.2 起草单位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研究室、深呼吸小城共建办公室，本

标准专家委员会予以指导起草

2.3 参与起草部门

旅游发展委员会、环境发展委员会、小城镇发展委员会

2.4 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建、柳忠勤、乔惠民、刘军萍、

杨巧英、张朝伟、卢凤君、沈泽江、乔晏

3.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GB/T1.1—2009 给出的

规则，及《团体标准化 第 1 部分：良好行为指南》（GB/T

20004.1-2016）指示的规程和原则，本着科学性、客观性、

公允性、实用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开展标准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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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4.实施时间

4.1 本标准为 2020 年 9 月 10 日经评审专家委员会集体

审定原则通过，并按评审意见进行必要修订。

4.2 本标准实施期为 2020-2030（其中 2020-2021 为试

行期）。

4.3 实行期满修订完善正式执行。

5.标准管理

5.1 本标准执行过程可进行必要修订。

5.2 本标准知识产权为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所有。

5.3 本标准由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提出并归口管理，日常

管理工作由学会团体标准委员会负责。

6.主要规范性引用文件、标准：

6.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2018 年 1 月 1 日施

行）

6.2《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国发〔2015〕

13 号）

6.3《团体标准管理规定（试行）》（国质检标联〔2017〕

536 号）

6.4《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团标管理办法》（2020）

6.5 国家发改委《美丽中国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及实施方

案》（发改环资〔2020〕29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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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HJ 945.1—2018《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技术

导则》（2019-01-01 实施）

6.7《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22

号)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6.8 中共中央、国务院《“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

发 2016 第 32 号)

6.9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 号)

6.10《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主席令第三十

一号)2015-09-06

6.1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年 12 月 26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4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八次会议修订)

6.12《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 号）

7.应用功能

7.1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2014年启动“深呼吸小城”研究

评价与创建共建活动，一批环境空气质量优越、具有生态文

明争先示范的“深呼吸小城”初步涌现。本标准的制定与试

行，将更加规范、更加严格、更加高质量地促进“美丽中国·深

呼吸小城”研究评价与创建共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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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本标准将全程用于研究评价“美丽中国·深呼吸小

城”有关城市与目的地的创建自测、共建申请、动态监理、

绩效追踪、项目备案和规范管理。

8.应用范围

8.1 本标准研究评价与创建共建项目，必须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进行。

8.2 应用与服务对象主要是行政县、县级市、县级以上

城区、县级小城镇、相应级别的城市新区、产业新城、产城

新区、开发园区、生态保护区，可统称“创建共建单位”。

8.3 本标准可延展应用于符合条件的“深呼吸”康养小

镇、大健康社区、旅游度假区、地标景区等系列基层创建共

建活动，以期将创建共建活动引向广泛、深入和多彩。但须

另行作出细化补充评价条款，并报专家委员会审核批准。

9.参与方式

9.1 单位自荐、社会推荐、学会选荐相结合。

9.2 任何应用与服务对象均可填报《美丽中国·深呼吸

小城团体标准自测表》，自愿申请签约参与“深呼吸小城”

创建共建。

9.3 所有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专家与媒体机构等，

均可推荐相关县域参与“深呼吸小城”创建共建。

9.4 本学会可应用本标准开展科学、公允的研究评价课

题，建立“深呼吸小城”数据库，发布“深呼吸小城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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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符合条件的“深呼吸小城”名录，遴选其中优秀县域参与

高质量发展的“深呼吸小城”创建共建，营造必要的示范效

应。

10.规范称谓

10.1 凡经单位自荐或社会推荐、学会选荐，按本标准百

分制评价法符合条件者，均可称“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

其中经过友好协商签约建立创建共建联系机制的“美丽中

国·深呼吸小城”，按基准年度评价总分获 90 分以上者为

特色五星级，85 分以上者为特色四星级，80 分以上者为特

色三星级。星级每年度评价发布一次，根据实际得分各年度

名录可实行有升有降、有入有出。

10.2 凡经本会选荐，按本标准百分制评价法符合条件，

但只能临时参加有关创建共建活动者，均称“美丽中国·深

呼吸特约小城”（标明特约年度，暂不标明星级）。

10.3 凡三个年度位列五星级者，均可固定称谓“美丽中

国·深呼吸品牌小城”。

10.4 2014-2019，曾获本学会评价发布为“深呼吸小

城”（包括入围单位）、或已建立“深呼吸小城高质量发展

实验区”的城市，原有称誉不变，并可按本标准优先深化参

与星级评价与高质量创建共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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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属于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生态主体功

能区、保持脱贫奔康成果成效的创建共建单位，优先获得学

会提供各项共建服务。

第二部分 评价标准

11.评价级类划分

11.1 以“禀赋”动态发展状况为评价核心

“深呼吸小城”研究评价创建共建，是一项持续性、动

态性活动，根本点是挖掘和培植符合“深呼吸指数”模式的

城市生态文明禀赋，打造和拓展符合“深呼吸指标”的绿色

国土版图，为老百姓开辟更多更优更高质量的“深呼吸型”

宜居宜游宜业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为此，以“禀

赋”动态发展状况为评价核心，研究、实验、创造美丽中国·深

呼吸小城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乃是本标准构建要旨。

11.2 “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禀赋层次级别设置

根据本指标采用“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禀赋层次细

化计分制，根据评价得分分值，创建共建单位由综合得分高

低大致划分为 5 个级别：

★ 表示签约初建型，评价总分须获得 60 分以上，据评

价指标显示创建共建单位“深呼吸”综合禀赋基本合格或接

近合格。特征是：近年来重视发展方式转型，环境质量向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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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好提升发展趋势明显，辖区可测得大部或 5 处以上环境空

气质量优良或明显向优局域，能够通过环境空气质量大幅度

改善提供转型发展的新鲜经验，但在林草植被覆盖度、环境

空气清新度等重大指标上还存在某些突出的短板和问题，易

受不确定因素影响而出现负面或波动，本地居民和外来旅游

者“深呼吸”获得感、幸福感还须大力提升，具有较大的改

善提升空间。可签约列入“美丽中国·深呼吸创建小城”初

步创建单位，暂不标明星级；

★★ 表示禀赋可塑型，评价总分须获得 75 分以上，据

评价指数显示共建单位“深呼吸”综合禀赋良好，能够抓铁

有痕，铁腕治理，扬长避短，奋力追赶，辖区可测得大部或

10 处以上环境空气质量优良或明显向优局域，生态文明可塑

性、提升预期较强，专家实地体验第一印象较好，本地市民

和外来旅游者公众“深呼吸”获得感、幸福感日益见好但还

缺乏满意度，环境空气质量还须大力提升，对尚存在的一定

的短板问题具有较强的化除、改善和提升能力。可签约列入

“美丽中国·深呼吸共建小城”，暂不标明星级；

★★★表示禀赋良好型，评价总分须获得 85 分以上，

据评价指数显示创建共建单位“深呼吸”综合禀赋优良，重

视空气质量和综合环境励精图治、精准施策，生态竞争力态

势良好且稳中有升，专家实地体验第一印象佳，市民与旅游

者公众“深呼吸”获得感、幸福感趋好，具有减轻雾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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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好保障体系，发展模式具有样本借鉴意义。可签约列入

或评价推介为★★★级“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对外可

标明星级；

★★★★表示禀赋优秀型，评价总分须获得 88 分以上，

据评价指数显示创建共建单位“深呼吸”综合禀赋优秀，生

态环境禀赋优良且结构不断优化，专家实地体验第一印象深

刻，市民及旅游者公众“深呼吸”获得感、幸福感优良，赞

许面与赞许度高，具有抗御雾霾影响的优良保障体系，有关

实践经验具有示范带动作用。可签约列入或评价推介为★★

★★级“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对外可标明星级；

★★★★★ 表示禀赋优异型，评价总分须获得 90 分以

上，据评价指数显示创建共建单位“深呼吸”综合禀赋突出，

绿色生态环境综合竞争优势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各项指

标综合评价指数高企，结构优化发展并稳定，发展模式具有

重要示范意义，专家实地体验第一印象赞赏度很高，市民及

旅游者公众“深呼吸”获得感、幸福感、美誉度突出，具有

规避雾霾影响的优良保障体系，整体生态系统竞争优势突出

和有关实践经验具有品牌引领作用。可签约列入或评价推介

为★★★★★级“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对外可标明星

级；

本标准实行“深呼吸”禀赋“稳中有进”评价机制，即

凡连续三个年度环境空气质量不进反退状况严重者，可暂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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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有关荣誉称号，待改进后经

评审合格方可恢复使用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有关荣誉称

号；凡持续三个年度稳定位列★★★级者，可自然升级为★

★★★级；凡三个年度稳定位列★★★★级者，可自然升级

为★★★★★级；凡三个年度稳定位列★★★★★级者，可

固定称谓“美丽中国·深呼吸品牌小城”。

12.评价指标

12.1 指标设置简述

从本标准发布生效起，对“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的

研究评价，执行新的基准指标（按百分制计），主要指标包

括：

12.2 评价指标及权重配置

12.2.1 生态责任共建度（20 分）

1）通过近期政府工作报告、发展战略动态、党政主官

言行等，考察有关县域党委、政府是否积极有效地秉持美丽

中国目标导向，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理念，将保护蓝天白云、生态文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4 分）；

2）是否响应本会共建“生态责任共同体”的倡议，共

签创建共建“深呼吸小城”目标协议，按约履责，致力进行

环境空气质量重点领域综合治理（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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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否建立公开透明、便于查询的环境空气质量与生

态环保信息公开机制（4 分）；

4）是否坚持经济责任审计与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相结

合，积极发挥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的建设性、保障性作用（4

分）；

5）是否坚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理念，按规定做好

国土空间规划，严格实施多规合一，突出生态红线保护，生

态优先，铁腕治理，创优创美，示范领先，坚决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努力构筑抗御雾霾的铜墙铁壁（4 分）。

12.2.2 林草植被覆盖度（20 分）

考量创建共建单位国土空间森林覆盖率与林草综合植

被覆盖度及所产生的增氧、固碳、涵水、保土、吸尘、降霾

能力状况。

1）城市森林覆盖率以南方城市达到 35%以上，北方城市

达到 25%以上（8 分）;

2）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35%以上，绿地率达到

33%以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9 平方米以上（5 分）;

3）城市郊区森林覆盖率因立地条件而异，山区应达到

60%以上，丘陵区应达到 40%以上，平原区应达到 20%以上，

其中南方平原应达到 15%以上（5 分）;

4）江、河、湖、海等水岸绿化率达 80%以上（2 分）;

5）公路、铁路等道路绿化注重与周边自然、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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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合与协调，绿化率达 80%以上（2 分）;

（注：①以上为援用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部分主要量

化标准，超过或不足可适当加分或减扣得分。②草原城市林

草植被覆盖度可按达到 60%以上为基准，超过或不足可适当

加分或减扣得分）

12.2.3 空气质量清新度（30 分）

指按国家空气质量优良率标准和公报公开数据显示创

建共建单位的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空气负氧离子平

均浓度，以此判断抗御雾霾灾害天气影响的能力程度。主要

考量两项细分指标:

1）空气质量优良率：以最新国家空气质量标准和官方

公布数据为准。要求空气质量优良以上的监测天数占全年监

测总天数的比例，以达到 90%以上为基准，超过或不足可适

当加分或递减得分。计算公式：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全年监测

总天数×100%。（20 分）

2）户外公共休闲与旅游活动区域空气负氧离子含量：

空气负氧离子指获得1个或1个以上的电子带负电荷的

氧气离子。被誉为“空气维生素”的负氧离子能促进人体新

陈代谢、预防流感、增强机体抗病能力。

本标准专家委认为，户外公共休闲与旅游活动区域清新

空气的负氧离子含量，应该为人类主要活动区可测得每立方

厘米空气中 800 个以上均值为佳，郊野林区、水滨、景区可

https://baike.so.com/doc/318531.html
https://baike.so.com/doc/48779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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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得每立方厘米空气中 4000 个以上均值为佳，超过或不足

可适当加分或递减得分。（10 分）

数据采集方法：一是以政府环境公报、公开披露信息为

准，部分县域可由专家机构第三方实地多点测得。

12.2.4 环境舒适美感度（15 分）

指创建共建单位城乡主要旅游康养景观区域环境舒适

度、景观美感度获专家鉴赏的美誉度。

1）一个创建共建单位具有三处以上具有美感冲击力、

环境舒适度的重要生态与人文景观，超过或不足可适当加分

或递减得分（5 分）;

2）当地重视按生态学、美学进行景观梳理、风貌规划

（5 分）;

3）重视围绕“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品牌重视开展

主题活动、建立系列代表性景区、园区、社区的（2.5 分）;

4）全域旅游发展，做出过全域旅游专项规划并付诸实

施（2.5 分）。

12.2.5 公众获得赞许度（15 分）

指口碑调查显示出的公众获得感、支持率、美誉率，有

关数据主要靠本标准专家机构或委托第三方研究机构口碑

调查取得。

1）外来旅游者好评度占受访比例 80%以上为基准，超过

或不足可适当加分或递减得分。（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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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来投资者好评度占受访比例 80%以上为基准，超过

或不足可适当加分或递减得分。（3 分）

3）本地居民好评度占受访比例 80%以上为基准，超过或

不足可适当加分或递减得分。（3 分）

4）专家好评度占受访比例 80%以上为基准，超过或不足

可适当加分或递减得分。（3 分）

5）媒体好评度可搜索条数为竞争力、影响力考量。（3

分）

12.2.6 优先加分项：（不超过 20 分）

1）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个创建共建主体全域须拥有一

项（或一次）以上国家级、全国性乃至国际性体现生态文明、

环境空气质量、可持续发展、绿色文旅康养先进、示范的表

彰、奖掖、命名、排名荣誉纪录。每超过一处（或一次）奖

励 1 分。

2）一个创建共建主体全域应拥有一处以上或一次以上

国家级或全国性、乃至国际性自然保护区、人与自然保护圈、

自然与文化遗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家公园试点、绿化

先进城市、森林城市、草原生态恢复示范区、森林公园、湿

地公园、风景名胜区、绿色氧吧、地质公园、水利风景名胜

区、农业公园、避暑名城或避暑名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地等

命名、誉名，并须重视依法依规进行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的。

每超过一处（或一次）奖励 1 分。



15

3）积极推行“厕所革命”行动计划的奖励 1 分。

4）能够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垃圾分类投放

已逐步成为居民“新时尚”的奖励 1 分。

5）重视激活避暑夏游、避寒冬游、四季旅游要素，相

应数据证明气候舒适度的优先评价，每被权威气象组织、文

旅机构、专家机构评价推介一次适于避暑避寒、全季旅游者，

奖励 1 分。

6）在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规划实施期，环境空气

质量持续优化，成效显著者，奖励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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