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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研究》以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主线，在对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构建了产业生态化、消费绿色化、资源节约
化和生态经济化四大目标性战略以及生态科技创新和生态制度创新两大手段性战略，最终提出了重点
政策建议。

《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研究》可供经济科学和环境科学专业教师、研究生、高年级
本科生的学习研究参考书，作为党政机关公务人员以及对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感兴趣的社会
公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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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研究　　研究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战略问题，首先需要廓清几个核心概念，从而明确研究定位，进而需要梳理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和战略构想等基本问题。
本章第一节在对生态文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明确研究定位；第二节
在对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关系考察的基础上着重阐述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内在机
理；第三节基于生态文明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出产业生态化、消费绿色化、资源节约化、生态经
济化等目标性战略以及生态科技创新和生态制度创新等手段性战略；第四节对本书框架结构和研究方
法作出说明。
　　第一节核心概念界定与本书研究定位　　本书主要源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公开招标项目“生态文
明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研究”，是一个命题作文。
为此，需要在界定几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审清题意、明确定位。
　　（一）生态文明　　1.生态文明的提出　　人类文明形态先后经历了“人不敌天”的史前文明、
“天人合一”的农业文明和“人定胜天”的工业文明等阶段。
生态文明是在对工业文明的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在“人定胜天”价值理念驱使下，人类社会经济至上主义横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
坏，同时大自然也在以生态规律作用的形式对人类实施报复和惩罚。
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日益受到生态环境恶化的严峻挑战。
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突出表现为能源危机、森林锐减、土地退化、淡水匮乏、酸雨频发、温室效
应、海洋资源破坏、自然灾害增加等。
　　正是在对工业文明不断反思的浪潮下，人们逐渐意识到，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模式是难以持续的
。
这种把物质文明的发展放在绝对的中心地位，只注重经济上的投入、产出而不顾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
的理念，是一种片面的、不科学的发展理念（王正平，2007），是一种“天人对立”、“人定胜天”
的错误思想。
生态文明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是人类建构生态文明的纲领
性文件。
该报告全面论述了20世纪人类面临的三大主题――和平、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把它们当做
一个更大课题――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目标来追求。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
议程》，则是人类建构生态文明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它不仅使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最
广泛和最高级别的承诺，而且还使得可持续发展思想由理论变成各国的行动纲领，为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1994年，中国政府根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精神，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颁布了旨在促进经
济、社会、资源、环境以及人口、教育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21世纪议程》。
“九五”计划首次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同科教兴国战略并列为国家的两项基本战略。
“十五”计划具体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各领域的阶段性目标，编制了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的专项计划。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和谐社会”理念，并将“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
“十一五”规划，不仅强调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而且首次将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
纳入规划。
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任务，这样，就把我国对生态文明的认识提高
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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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系统化，要求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加大环境保
护力度，加强生态保护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构想，在四个方面区别于工业文明：首先，在生产方式上，它
追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GDP不再是衡量社会福利的唯一标志；其次
，在生活方式上，它倡导生活的质量而不是低层次需要的满足，反对过度消费，倡导可持续消费；再
次，在社会价值上，它的归宿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而不是以人为中心，自然被赋予了道德地位；最
后，在社会结构上，它努力实现更高程度的民主，强调包括环境正义在内的社会正义，并保障多样性
。
　　生态文明走出了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从文明重建的高度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
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视为人类文明一种新的存在方式。
从人类文明的历史演化来看，人类已经走过依靠“黄色土地”的农业文明，即将走出依靠“黑色石油
”的工业文明，现今正站在“绿色生态”的生态文明的门槛前，正在步入一个全新的生态文明时代，
正在追求人与自然“天人和谐”的境界，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刘爱军，2007）。
　　2.生态文明的内涵　　生态文明是由生态和文明两个概念构成的复合概念。
其中“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语，最早的意思是房屋、家庭，19世纪中叶以来被赋予了现代科学意义
，主要指自然界诸主体、诸系统之间交错复杂的关系。
“文明”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已有记载，如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时将“文明”解释为：经天
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
“经天纬地”意为改造自然，属物质文明；“照临四方”意为驱走愚昧，属精神文明。
在西方语言体系中，“文明”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城邦”的代称（潘岳，2007）。
简言之，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开化程度和整体进步状态。
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来讲，文明则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自我改造的结晶。
　　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文明的含义界定大致上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
　　狭义的生态文明是指人类特有的对待自然物和自然环境的方式，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
文明相并列的现实文明形态或者行为准则①。
它是指在合理继承工业文明的基础上，用更加文明与理智的态度对待自然生态环境，重视经济发展的
生态效益，努力保护和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姬振海，2007；刘爱军，2007）
。
它强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行为准则，并以此衡量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
所达到的文明程度。
　　广义的生态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它强调
从经济、政治、法律、道德、文化等各个层次对人类社会进行调整和变革，使人类社会能够同自然生
态系统形成协调共存的关系②（张慕？
等，2008）。
　　生态主义者往往强调广义的生态文明概念，对工业文明否定得多一些，其中的极端者倾向于全盘
否定工业文明的成就，认为工业文明没有什么值得继承的成果；而科学主义者所说的往往是狭义的生
态文明，对工业文明肯定得多一些，其中的极端者则不允许否定工业文明的任何主要方面。
客观公允的观点应该是，生态文明必须继承工业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同时又必须克服工业文明的致
命缺陷，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
　　本书认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经济社会活动中，遵循自然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
规律、人的发展规律，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实现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所作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沈满洪，2010）。
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是尊重自然，维护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生态平衡；其实现途径是通过科技创新
和制度创新，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
和谐共生秩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人与自然”中的“人”，是指人类社会；“人与社会”中的“人”，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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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个体；“人与人”中的“人”，是指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代际的人三个层次的人的总称，也是
主体的人与客体的人的总称。
　　（二）区域经济　　根据区域经济学理论，区域经济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区域之上的。
所谓经济区域就是人的经济活动所造就的、围绕经济中心而客观存在的、具有特定地域构成要素并且
不可无限分割的经济社会综合体（高洪深，2002）。
经济区域具有下列特点：第一，经济区域是人的经济活动的产物，没有人的经济活动就不构成经济区
域。
第二，经济区域是具有层次性的，一般可以分成三类：国内的经济区域，如中国长江三角洲经济区；
超越国家界限由几个国家构成的世界经济区域，如欧盟经济区；几个国家部分地区共同构成的经济区
域，如湄公河流域经济区域。
一般情况下，经济区域特指一国经济范围内划分的不同的经济区。
第三，经济区域不能无限划分，因为划分经济区域必须遵守“同质性标准”和“功能性标准”（陈秀
山，张可云，2003）。
第四，经济区域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区域划分标准和区域物质结构的变化，经济区域也可以进行调
整。
　　与经济区域的概念相对应，区域经济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
而产生的生产与消费的综合体。
每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受到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技术条件、公共政策等因素的制约。
区域经济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发展的地理概念。
它反映区域性的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现状及其问题，尤其是指矿物资源、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和生物资
源的合理利用程度，主要表现在地区生产力布局的科学性和经济效益上。
区域经济的效果，并不单纯反映在经济指标上，还要综合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所构
成的综合效益。
区域经济学一般侧重于研究区域内的经济发展问题，把其他区域视作外部条件。
由于区域和区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商品和要素的交流，因此，区域经济发展不能不考虑区域间的经济
发展问题。
这样，就需要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综合考察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发展问题。
因此，本书既考察区域内部的问题，又考察区域之间的问题。
　　（三）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的含义是随着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大致上可
以分成下列四个阶段：　　1.经济增长观与协调发展　　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重点考察
国民财富的增长问题，也就是经济增长问题。
经济学家认为，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也就是实现经济
增长的最大化，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状态就是帕累托最佳状态，就是经济均衡状态。
因此，自马歇尔以来，协调就是均衡。
不同协调理论的差别只是对协调的决定力量、影响因素及其实现机制的不同认识，及其导致的不同政
策主张（熊德平，2009）。
　　2.经济发展观与协调发展　　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只关注产出的增加。
发展经济学则严格区分了“增长”和“发展”的差别。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包括产品和劳务在内的产出的增加，也就是说，经济
增长指的是更多的产出和更高的生产能力。
而“经济发展”则意味着随着产出的增加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投入
结构、产出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科教文卫、公众参与等在内的变化。
因此，经济增长的内涵较窄，是一个偏重于数量的概念；而经济发展的含义较广，是一个既包含数量
又包含质量的概念。
如果做一个比喻，经济增长好比快速成长中的孩子的身高的增长和体重的增加，经济发展好比快速成
长中的孩子伴随着身高的增长和体重的增加而出现的知识的增加、涵养的丰富、素质的扩展和能力的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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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经济发展思想中已经包含着“协调”的意思，但是其“协调”的时间主要局限于代内。
　　3.可持续发展观与协调发展　　针对传统经济理论“重现在，轻将来”的倾向，可持续发展观特
别强调代际协调。
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主持完成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
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97）这个定义一方面强调“需要”，包括当代的需要和后代的需要；
另一方面又强调“限制”，包括代内的限制和代际的限制。
实际上，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人类自身的发展，而且是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共生；不仅是当代人的发展，
而且是人类的持续发展；不仅是局部人的发展，而且是整个地球人的全面发展。
要实现代际的协调发展，必然要求代内的协调以及人地之间的协调。
但由于布氏定义从文字上看是特别强调代际协调，因此，给人感觉可持续发展观仅仅强调代际协调，
其实可持续发展观是代际协调和代内协调的统一。
　　4.科学发展观与协调发展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最早系统表述。
党的十七大报告更加系统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
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可见，科学发展观强调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制度、政策等要素所构成的大系统
的整体协调。
　　综上所述，协调发展是指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系统演进的根本目标，在遵循自然发展规律、社
会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总系统与子系统的协调、子系统与子系统
的协调、子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间的协调，使系统及其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不断朝着由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所构成的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方向演进的过程。
　　协调发展具有下列基本特征：第一，协调发展是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宗旨的。
人的全面发展是每个个人的综合发展而不是片面发展，是最广大人民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个别人的发展
。
第二，协调发展以遵循自然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为基础，不可能
在违背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协调发展，但是要注意各个规律之间的协调共进。
第三，协调发展是整个系统的协调发展，包括总系统与子系统的协调、子系统与子系统的协调、子系
统内部各组成要素间的协调。
第四，协调发展的目标是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在内的综合效益的最大化，不是追求某
个效益的最大化，片面追求某个效益的最大化恰恰会导致不协调。
第五，协调发展在时空上表现为动态演进性，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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