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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同样遇到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环境问题：发展造成的环境
问题和不发展造成的环境问题。
前者称为“工业化污染”，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后者即为“贫困污染”，主要是因为生产力水
平低下、人口压力过载造成的环境退化，并在人口压力和环境退化之间形成恶性循环，本质上是贫穷
引起的综合症。
长期以来，我们对前者关注相当多；而对后者，即西部地区因不发达造成的生态退化和贫困这一突出
问题，认识和重视均严重不足。
基于土地发展权的独特视角，本书对生态脆弱区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与政策作了专门探讨。
这不仅可以协调生态脆弱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实现该区域的经济发展，促进生态功能区
建设，而且可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户、企业等不同行为主体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积
极作用。
作为一项重要的土地产权制度，国外土地发展权的实践和理论都比较丰富。
尽管我国事实上存在着大量的土地发展权问题，但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制度安排。
国内有不少学者从理论上对土地发展权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也对生态脆弱地区经济发展进行了深
入而广泛的研究。
这些研究更多涉及生态脆弱地区的具体发展对策如何完善，土地发展权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农地保护
等方面，而运用土地发展权来分析生态脆弱地区经济发展的专门研究还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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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土地发展权的特殊视角，从发展权保障和实现入手，结合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关于建设
主体功能区的战略构想，将生态脆弱区的经济发展置于生态功能区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从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农户以及企业等不同参与主体的角度，专门就其中同处于生态脆弱地区的限制开发区和禁
止开发区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以及相关主体的行为调适和制度保障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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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纲要里，中国把环境保护作为主要工作重点，号召建设“资
源节约型社会”，制定了2010年把单位GDP能耗降低20％和利用可再生能源满足能源需求10％的目标
，并提出2010年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约束性指标。
同时，纲要还第一次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明确将国土空间划分为“
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要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
策和绩效评价，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①。
2010年06月1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全国主体功能区规
划》，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区域，并明确了各自的范围
、发展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原则②。
在四大主体功能区中，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主体功能都是提供生态功能区。
它们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都较弱，属于生态脆弱地区。
我国脆弱生态环境与工业化和贫困分布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⑧，尤其在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相对较
低的西部省区，脆弱生态环境与贫困分布呈高度正相关。
所以，我国西部生态脆弱地区面临着通过发展经济来缓解贫困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尖锐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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