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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南省提出建设绿色经济强省的发展战略，并为此从各方面作了理论研讨和实践分析。
《走向绿色的发展》就是其丰硕的研究成果。
提出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是云南省政府和人民对云南省如何发展经济的一次伟大的觉醒。
说这是一次觉醒，是因为云南与全国其他各个地方一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发展经济中都走过一条
与此相反的路。
在付出沉重的代价后，云南省觉醒了，认识到必须走绿色发展之路。
说这是一次伟大的觉醒，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觉醒，云南的经济就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宽阔的有着光辉
前景的发展道路，其意义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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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清华，1955年生于云南昭通，云南大学政治系经济学专业毕业，现任云南省政协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兼任华中科技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农业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经济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
经国务院批准，从1994年起享受国家级政府特殊津贴。
　近10年来，先后出版《起飞前的宏观经济研究》、《现代农业与山地农业现代化》、《烟草经济与
跨国经营》等专著、合著12部，在国家和省级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
主要研究领域：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
在本书中，承担总体策划、提纲拟定、全书编纂及第1章的研究和撰写。
　　程厚思 ，1965年生于江西瑞昌，1985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经管学院，获经济学学士，1988年毕
业于北农大研究生院，获经济学硕士。
先后在云南农业大学经贸学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民族学院任职，现任云南民族学院教授、可
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
为云南省八届青联委员、民建云南省委委员。
在商务印书馆、中国经济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等出版学术专著12部（含著、合
著、主编），在国家和省级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
　主要研究领域：农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
　在本书中参与策划、提纲拟定及第3、12章的研究和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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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概念之后，绿色革命随即席卷全球，绿色概念渗入社会各个领域。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人类有关环境与发展问题思考的第
二个里程碑，这是～次确定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新战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
会议通过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推向
行动。
这次会议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不仅加深了人们对环境的认识，而且把环境同题与经济、社会发
展结合起来，树立了环境与发展相互协调的观点。
跨世纪的绿色时代从这次会议真正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从此绿色革命渐趋高峰，“绿色”无孔不入：绿色食品、绿色消费、绿色产业、绿色营销、绿色政治
、绿色外交、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等等，一时间，“绿色”成为一种流行色。
“绿色”成了自然、生态、环境的代名词。
它意味着经济这个现代社会的核心，亦无可例外地应走向绿色，在此背景下，绿色经济就成了“绿色
运动”、绿色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它的提出及发展给全球经济向生态经济的转化带来深
远的影响。
　　从上述历史回顾可看出，绿色经济的概念是伴随着生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而提出的，
因而它的理论内涵就包含在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之中，它的本质就是生态与经济的统一、
发展与环境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
　　生态经济学是从生态学和经济学的有机结合上，围绕着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发展关系
这个主题，揭示生态经济有机统一运动和发展的宏观规律，寻求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适应与协调
发展的途径。
因此，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以生态经济有机结合与协调统一为根本特征，克服了传统经济理论不能
解决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发展关系的缺陷，是对以生态与经济相脱离为显著特征的传统
经济理论的根本性改造和创造性发展。
在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可持续发展理论。
生态经济就是要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来处理好发展问题，达到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和持续发展的
目的。
所以它强调的是发展与环境的统一。
它强调自然与经济、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动之间更加协调，使自然生态资源
供给与人类经济需求达到相互适应，达到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这也正是后来提出的绿色经济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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