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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9年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时明确指出，基础设施建设是基础，生态环境建设是根本和切入点，
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特色经济是关键。
抓住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就抓住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根本和关键。
长江上游这一特殊区域，既是资源富集区、又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既是大江大河水源涵养区，又是生
态脆弱区和环境敏感区。
这一区域在西部大开发中不仅同时肩负着建设长江上游经济带与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任，更面临着
经济增长的环境约束和资金瓶颈。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各类矛盾和问题在这一区域高度集中、不断激化，表现在：尽管长江流域水土流失
面积首次实现由增到减的历史性转变，但上游生态环境整体恶化的趋势未得到根本扭转，重大流域环
境污染事故不断发生，资源开发与利用效率仍然低下；由于缺乏区域合作及地方政府盲目推行全面赶
超战略，长江上游经济带产业结构趋同，工业结构中重工业比重过大，一些制造业的能源和资源消耗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兴主导产业培育缓慢，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产出的经济发展模式仍在
延续。
未来20年，四川和重庆地区将进Am,A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工业总量的增长、制造业等基础m,A
的扩大、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等，会给区域资源环境系统增加新的更大压力。
我国能源、矿产、淡水、土地等资源的紧缺，也将推动西部一轮新的资源开发，并可能给长江上游地
区带来新的生态环境破坏和安全隐患。
长江上游发展中各类问题的产生和激化，追寻其理论根源，还在于现有的研究和决策仅仅将跨区域生
态环境重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附带问题给予考虑。
理论的欠缺和实践的呼唤，使本书的研究具有拓展的空间；国内外学者关于承载力等可持续发展理论
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及不断发展的循环经济实践和金融理论，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相信本研究成果对我国西部地区破解资源开发式的环发矛盾有一定借鉴意义。
    本书运用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金融学等相关理论，采用理论分析
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综合分析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地研究了
长江上游这一特殊区域(资源富集区和生态脆弱区、重点开发区与流域生态环境重建关键区域)的经济
可持续发展问题。
全书共八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至四章，从长江上游经济带和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功能定
位出发，针对两个系统在同一区域同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共建研究的必要性和共建内涵，并
通过对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的区域正外部性分析，揭示了共建中的基本矛盾和共建主体的基本职责
，分析了共建对长江上游资源环境的经济承载力的影响及上游资源环境的经济承载力的比较优势。
第二部分为第五至八章，通过借鉴国际上跨行政区经济带(区)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经验，提出了共
建的新观念、新思路，并分别从共建的协调机制、产业结构优化、共建项目的投融资模式创新三个方
面，对共建所涉及的重要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提出具体的政策措施。
    本书力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第一，书中指出，长江上游地区担负着建设长江上游经济带
与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双重任务，这个双重任务既有统一性，也存在着矛盾性。
研究长江上游经济带与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共建，就是要破解在这一特殊区域中的“环保与发展”矛
盾，寻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两全之策，即坚持科学发展观，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发展与保护的统一靠共建，共建的着力点在构建长效机制。
    第二，本书将长江上游经济带与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作为长江流域综合经济带的两个子系统，研究
在这个更大的系统中的共建问题，探索了在更强的环境阻力下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和机制。
针对长江上游经济带与生态屏障共建中的诸多矛盾，作者认为，共建的关键是构建一个协调体系，而
不能仅依靠单一的机制创新，以从整体上提高长江上游资源环境的经济承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个体系包括决策管理机制、互动发展机制、补偿机制、绩效评估机制和激励与约束机制：首先是
建立流域管理的权威机构，编制共建规划，形成跨行政区的决策管理机制，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的关系和长江上中下游的关系；其次是基于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的区域正外部性及流域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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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要求，建立流域开发的补偿机制和互动发展机制；再次是建立共建的评估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
，调动各级政府部门共建积极性；最后是在微观经济层面建立促使企业转变经营方式的激励机制和约
束机制。
    第三，本书在借鉴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源环境的经济承载
力概念，建立了以“空间维”为核心的区域资源环境的经济承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
作者指出，资源环境的经济承载力是在资源持续供给和环境长期有容纳量的基础之上的经济增长能力
。
区域资源环境的经济承载力的理论分析框架包括：(1)对影响区域资源环境的经济承载力的各类因子及
关联程度的分析；(2)对区际联系产生的区域内部自然资源供给、环境阻力的变化，影响区域经济增长
能力的分析；(3)区域资源环境的经济承载力的动态分析模型；(4)区域资源环境的经济承载力的比较
优势的计算方法。
    第四，应用本书建立的区域资源环境的经济承载力的动态分析模型，分析了共建对长江上游资源环
境的经济承载力的影响，证明了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应从以提高资本和劳动的生产率为核心，向以提高
资源的生产率为核心转变。
分析结果还发现，长江上游经济带与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中的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在某种程度上减
小了长江上游区内的资源供给能力、增大了环境阻力，降低了上游资源环境的经济承载力。
解决的途径，应当着力转变区域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生产率，降低环境阻力。
    第五，本书针对生态经济项目银行融资难的困境，以共建补偿机制为基础，构建了“政府+市场”
为核心的信用风险分担模型，探索性地提出了“政府+银行+担保机构+企业”的银行融资新模式。
生态产业、环保产业领域内的企业由于处于发展初期，信用能力弱、担保品有限，难以从银行等金融
机构获得债权型融资。
建议通过政府的经济调节职能，将对这些企业的财政补贴和政策优惠与银行融资结合起来，通过筛选
组成“贷款池”，建立适宜的担保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形成社会风险转移和分担体系，有效解决共
建项目银行融资难的困境。
    第六，基于区域外部性的理论分析，作者指出，区域经济合作不仅需要重视以市场为基础的优势产
品交换，还应当加强跨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合作。
建议长江上中下游共同承担改善全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责任；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干，共建交通
、通讯、水利、供电网络等跨区域的基础设施；提高全流域的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水平，构建跨区
域的帮扶救助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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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长江上游位于我国大陆腹心区域，区情特殊，地位重要。
特殊在于，既是资源富集区、又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既是大江大河水源涵养区，又是生态脆弱区和环
境敏感区。
重要在于，中央政　　府在“十五”计划中明确提出，要把建设长江上游经济带纳入国家西部大开发
的战略部署，将其作为西部大开发的三大典型区域之一，承担西电东送、天然气东输等重任。
同时，四J rl、重庆　　等长江上游省市，纷纷在其“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建设长江
上游生态屏障”的目标。
2007年国家在《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成渝经济区要加快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
　　长江上游这片广袤的区域，不仅肩负着维护流域生态安全和向东部沿海输送清洁、廉价电力与向
中部输送天然气的重任，更面临着经济增长的环境约束和资金瓶颈。
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各类矛盾和问题在这一区域高度集中、不断激化，为理论研究提供了空间
。
　　一、选题背景　　长江上游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中同时承担着建设长江上游经济带与长江上游生态
屏障的双重任务，这个双重任务既有统一性，又存在着矛盾性，需要学术界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
证分析。
　　（一）长江上游地区同时承担着建设长江上游经济带和生态屏障的双重任务，从该区域在建设中
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入手提出“共建”，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长江上游地区既是我国西部资源富集区，也是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地区，这一地区如何在生态环境保
护的前提下构筑长江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增长极，提前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实现现代化，同时在工业
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建成关系着中华民族半壁河山的生态屏障这一难题，已经
尖锐地摆在决策者、组织者、建设者和广大干部群众面前。
从表面上看，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政府大小文件和各类文章都提出了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可
持续发展要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但实际情况却是，长江上游经济带与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在同一地区、同时实施，两个系统相互制约，
尤其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进程相当缓慢。
尽管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首次实现由增到减的历史性转变，但上游生态环境整体恶化的趋势未得到
根本扭转，重大流域环境污染事故不断发生，资源开发与利用效率仍然低下，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日
益严重的环境压力：一是部分干流和水系污染相当严重；二是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处于较高水平，远
高于环境承载能力；三是城市空气质量处于较重的污染水平，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较低，有毒
有害的有机物污染、电磁辐射污染、危险废物污染等问题日渐突出。
而且由于缺乏区域合作和地方政府盲目推行全面赶超战略，长江上游经济带产业同构，重工业比重过
大，一些制造业的能源和资源消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兴主导产业培育缓慢，高投入、高消耗、高排
放、低产出的经济发展模式亟待转变。
未来20年，四川l和重庆地区将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工业总量的增长，制造业等基础工
业的扩大，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会给区域资源环境系统带来新的更大的压力。
而且随着我国能源、矿产、淡水、土地等资源的紧缺，将推动西部一轮新的资源开发，并可能给长江
上游地区带来新的生态环境破坏和安全隐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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