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四川省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建设研究智
库 

开放课题选题指南 

 

一、政策研究类 

1、四川省“美丽市州”建设差别化指标体系研究（项目

编号为：202301） 

研究内容：基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从

地形地貌、经济发展、人地关系、文化差异、生态环境等方

面进行研究，以绿色低碳、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安全健康、

智慧高效为导向，研究建立与各区域相适应的指标体系。 

资助金额：5万元。 

2、四川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项目

编号为：202302） 

研究内容：分析四川在生态林草产业、生态农业、生态

旅游、生态康养等方面的发展优势，剖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面临的问题，重点针对欠发达区域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

径的对策建议。 

资助金额：5万元。 

3、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与路径研究（项目编



号为：202303） 

研究内容：围绕做好绿色金融工作的总要求，分析生态

环境保护重点领域、重要区域和薄弱环节对投融资的需求，

研究提出生态环境保护投融资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相关政策建议和工作举措。 

资助金额：5万元。 

4、基于“昆蒙框架”指导下的城市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恢复目标、重点任务及对策研究（项目编号为：202304） 

研究内容：围绕“昆蒙框架”提出的愿景和使命，立足

成都平原城市群发展进程及超特大城市的特征，识别不同规

模城市生物多样性变化趋势及其驱动因素，分析城市区域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现状与短板，基于新时期城市生态环境管理

需求，提出适用于成都平原区不同城市特征条件下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目标、重点任务以及科学可行的保护措施，为建设

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提供支撑。 

资助金额：5万。 

5、涉碳领域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的规则、重点与案例研究

（项目编号为：202305） 

研究内容：针对涉碳领域监管执法尚处于起步阶段的现

状，梳理现行涉碳领域环境行政执法的规范要求，结合执法

实践，归纳执法重点，总结执法要点，并对现有案例进行类

型化研究，分析执法中共性问题、疑难问题及解决路径，为



现阶段涉碳监管执法提供参考。 

资助金额：5万。 

6、四川省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路径研

究（项目编号为：202306） 

研究内容：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的重要论述，结合国内外产业发展理论基础，分析四川省产

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短板和

问题，提出四川省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的

关键路线、重点任务和政策体系。 

资助金额：5万。 

7、建立以碳排放“双控”为导向的产业项目准入机制研

究（项目编号为：202307） 

研究内容：为贯彻落实国家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

放双控的相关要求，结合《四川省碳达峰实施方案》《四川省

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四川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行动

方案》等相关要求，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为引领，从选址、

能源结构、工艺设备、减污降碳措施、碳排放强度等方面，

提出产业项目准入机制，推进产业绿色化发展。 

资助金额：5万。 

二、规划技术类 

8、立足公园城市建设要求的绿色河流评估指标体系研

究（项目编号为：202308） 



研究内容：根据典型城市建设公园城市示范区要求，从

环境质量、控温效应和生态安全三者相互促进、相互协同考

虑，立足零污染、生态完整和碳中和的绿色河流基本内涵，

构建绿色河流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代表性河流进行实证研

究，为公园城市建设背景下绿色河流的评估和建设提供参考。 

资助金额：10万。 

9、环境经济形势分析及精细化预测模型研究（项目编号

为：202309） 

研究内容：根据四川省各市州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生产

和生活活动绿色转型进程、污染物末端治理情况等，建立相

关模型，计算区域主要污染物排放变化情况，研判变化主要

原因，从经济水平、绿色发展、生态环境三方面建立相关指

标进行评价，量化比较各地区环境经济形势，为生态环境管

理决策提供重要数据依据。 

资助金额：10万。 

10、光伏开发与运行对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及可持

续发展研究（项目编号为：202310） 

研究内容：厘清高海拔光伏电站在建设运营过程中对高

原草地生态系统的直接以及间接影响（包括土地利用变化、

水资源利用、植被破坏等），采用生态学、地理信息学等专业

工具开展区域生态系统结构以及功能的全面探究，分析高海

拔光伏电站建设和运营期间对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机



制，分析高海拔光伏电站的建设运营过程中对高原草地生态

系统生物多样性的短期及长期影响情况，提出减缓应对措施。

制定至少 2条可持续发展战略，并给出相应数据支撑，包括

但不限于引入可再生能源技术、改善光伏电站设计和运行管

理等，最大程度减缓对区域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并为未来

提供可持续性的清洁能源解决方案。 

资助金额：20万元。 

11、中长期环境气象形势研究（项目编号为：202311） 

研究内容：采用 WRF 模型动力降尺度方法，对全省 21

个市（州）及全国相关重点城市的 180天中长期气象形势进

行预测，并与上年同期观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每周提供包

括不同高度场下的风、温以及气压、相对湿度、云覆盖度等

在内的气象参数研究成果及服务产品，为中长期环境经济分

析、污染气象条件与水文条件形势研判提供科学依据。 

资助金额：20万元。 

12、三水统筹模型模拟研究（项目编号为：202312） 

研究内容：针对四川省赤水河、青衣江、大渡河、渠江、

安宁河流域，基于三水统筹要求，整合集成影像、高程、土

地利用、气象、水文、水质、污染排放等数据资源，构建水

污染物排放清单。采用相关模型，优化各类参数，对流域陆

面和河道水文过程中径流和污染物迁移转化进行模拟，并通

过大量站点长时间序列实测数据进行参数率定，搭建流域

“气象—水文—水质”耦合模型及其参数库。结合流域水生态



环境目标管理要求，实现定量化污染负荷分析和纳污能力动

态响应分析等。 

资助金额：3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