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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如何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
盾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和难点。
《林业文苑（第4辑）：绿色经济发展研究（第2版）》以绿色经济的发展为切入点，以可持续发展理
论为指导，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系统探讨了绿色经济这一融生态环境保护于经
济发展中的新模式，初步构建了绿色经济的理论框架；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绿色生产、消费
、营销和市场等方面分别阐述了绿色经济的现状、运行机理、约束因素和应对策略；运用系统论、协
同论的方法把绿色经济看成是一个由点、片、线、面组成的复杂的网络体系，分析了这一网络体系的
发展趋势及演进规律；应用发展经济与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支撑与保障体系进行了
理论探讨，并突出了绿色文化对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可供从事绿色经济研究的相关专业人员和高等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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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春霞，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原福建农林大学副校
长。
1947年生于福建仙游，197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并留校任教，以后考取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师
从著名经济学家陈征教授。
1989年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出国留学一年。
现为福建农林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学科带头人，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兼任福建省社会
主义新农村研究会会长，中国林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教育委员会副会长，福建省
林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长期潜心于绿色经济和林业经济研究，率先提出并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林业发展道路”研究，率先
进行了林产品市场化改革研究。
先后主持了国家自然基金项目2项，国家软科学项目1项。
主持的课题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3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3项，林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
项，福建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参加的国家社会科学项目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
。
出版著作8部，在《林业经济》《生态经济》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4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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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绿色经济新时代--再版前言序前言第一篇 绿色经济的内涵和实质第一章 绿色经济的内涵一、绿色
经济的概念二、绿色经济概念的特点三、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四、绿色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
模式五、绿色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的区别第二章 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一、绿色经济是在可持续
发展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二、绿色经济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形式三、绿色经济是可持续发展
的现实基础第三章 绿色经济与环境、环境经济一、20世纪严重的环境问题是工业化的副产物二、环境
行动及环境时代三、臭氧层问题及《保护臭氧层公约》四、生物多样性问题及《生物多样性公约》五
、全球环境问题及《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六、绿色经济与环境科学、环境经营第四章 绿色经济与生态
规律、生态经济一、从浅生态学到深生态学二、生态学的基本规律及其经济学意义三、绿色经济与生
态经济第五章 发展绿色经济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选择一、发展绿色经济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必经之路二、发展绿色经济也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选择三、发展绿色经济，是应对绿色壁垒
提高竞争力的需要四、启动绿色补贴，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第二篇 绿色经济的运行形式与机理第六章
绿色生产一、绿色生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产模式二、绿色生产是环境治理模式的根本性转变
三、绿色生产模式的表述四、绿色生产的关键环节--清洁生产五、我国清洁生产的实践与发展趋势第
七章 绿色消费一、绿色消费的概念和内涵二、绿色消费的意义三、绿色消费的类型和表现形式四、绿
色消费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第八章 绿色营销一、绿色营销是现代的营销理念二、绿色营销的特征三、
绿色营销的意义四、影响绿色营销发展的因素五、绿色营销策略六、我国绿色营销的现状及存在的问
题七、发展绿色营销的政策建议第九章 绿色市场一、绿色经济的物流特征与绿色市场二、外部不经济
问题与产权交易市场三、排污权交易市场⋯⋯第三篇 绿色经济网络体系第四篇 绿色经济的支撑与保
障体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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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政府可以直接提供绿色制度供给，降低供给成本。
如循环经济实施的关键是掌握有关各种产品、废弃物的容量的信息，以保证产品生产的连续性。
由企业自己去搜集信息，寻找合作伙伴，并进行谈判，各种事前成本比较大。
国家可以利用其所拥有的丰富的市场信息和财政税收特权、城镇规划等有利条件进行生态园区建设，
将相关企业吸引过来，使得有效信息的范围相对集中，以减少各种成本，这本身就是一种绿色制度的
供给。
另外，城市垃圾的集中处理，污水的处理设施的建设等也是绿色制度的直接供给。
　　第三，政府可以促进相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强绿色制度的供给能力。
技术与制度究竟哪一种更重要，这个问题一直是制度经济学争论的热点，在这里我们不必对这个问题
加以深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技术对制度的创新有重大的影响。
绿色制度创新也是建立在一定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如环境污染的定量化描述是与一定的监测与评定
技术直接相联系的，如果技术上能很方便的进行测量与定量化描述，那么环境问题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复杂了。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大力发展环境科学技术（高体玉
，1996）。
目前，中国的R&D/GDP远远小于发达国家，环保方面的R&D就更少了，这就从技术方面制约了绿色
制度创新能力的提高（马驰，1995）。
而在目前，是政府主导了科研投资的方向，如果政府能将科技政策向环境与资源领域倾斜，无疑会对
这一领域的技术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从而提高绿色制度的供给能力。
　　4.政府在绿色制度创新中的角色定位　　前面对绿色制度创新的特性及政府的特性的分析中可以
看到，政府的定位对于绿色制度创新的方向、速度、路径都有很大的作用。
正如胡汝银先生在研究中国改革所发现的那样：改革的方向、速度、路径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拥有
最高决策权的核心领导者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改革过程中社会效益的增进是以核心领导者能获得
更多的效用为前提的（胡汝银，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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