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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围绕发展千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呕心沥血、奋斗不休乃至付出生命。
纵观青海发展史，我们可以深深感到，这是一部青海各族人民历经风霜、饱经磨难而坚韧不拔、战天
斗地的发展史，这是一部青海各族人民面对挑战、面对落后而团结奋斗、顽强奋进的发展史。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青海发展的火炬代代相传，发展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我们当代青海人的肩上。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的发展建设，当前，青海已经进入经济加速发展、产业
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正与全国人民一道向着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大步迈进。
从2001年起，经济连续9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不
足到总体小康的跨越，青海的面貌、青海人的面貌焕然一新，各族人民正满怀信心、朝气蓬勃地创造
着属于自己更加美好幸福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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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生态立省战略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善环境质量为出发点，以发展生态经济为核心，以
建设生态文化为灵魂，以体制创新和法治建设为保障，以统筹人口发展为依托，实现青海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的战略。
    青海就像全中国的“心脏”，其主要功能是为全国发展提供源源不断、干净清澈的水流，维护好国
家的生态安全，而不是开发资源、片面追求经济增长。
    只有做到生态与生计兼顾，“绿起来”与“富起来”结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统一，
生态立省战略才能取得最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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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洪波，陕西师范大学理学学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硕士、兰州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青海省
委党校教育长、教授。
长期从事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方向的教学科研和决策咨询工作。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项。
主持完成青海省社科规划重大招标项目1项、一般项目2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在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获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在全国行政学院系统和党校系统优
秀科研成果评奖中获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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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性地作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
战略部署，到1986年3月省委六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并确定“改革开放、治穷致富、开
发资源、迎接转移”战略方针，到1988年5月省第七次党代会又将此调整为“改革开放、治穷致富、开
发资源、振兴青海”，到本世纪初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四大支柱”和“四大优势”特色产业体系
的初步形成，到2002年省第十次党代会确定“扎扎实实打基础，突出重点抓生态，依靠科技增效益，
调整结构创特色，改革开放促发展”的总体发展思路。
在这一历程中，青海发展理论研究与发展实践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发展理论每深化一步，青海发展
的步伐就会更好更快，全省上下谋发展、促和谐、奔小康的劲头就会更足更强；实践每前进一步，发
展理论和省情认识就会得到新的丰富和提高，发展路径的抉择就会更科学更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
。
理论与实践，循环往复、螺旋上升，共同创造出青海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发展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更高水平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
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在深刻认识并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的基础上奋力开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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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研究是跨部门协作的成果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2007年底至2008年初，在先后召开的中共青海省委十一届三次会议及青海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正式提出了“实施生态立省战略”。
为了深化对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这一重大战略的研究，青海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于2008年5月首次以“
重大项目招标”的方式推出了《青海实施生态立省战略研究》项目。
项目招标公告发布后，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界的积极响应。
当年7月经专家评委的严格评审、竞标者答辩和评委会投票等环节，由省委党校牵头，联合省环保厅
、省林业局、省人口计生委和省委组织部研究室等单位组成的课题组一举中标。
本研究由项目负责人马洪波提出研究大纲、组织调研和讨论工作并撰写部分章节。
具体分工如下（以撰写章节为序）：马洪波（第一章、第三章第一、二节），孙凌宇（第二章第一节
），董得红（第二章第二节），张勇（第二章第三节），鲁临琴（第三章第三节），苏多杰（第三章
第四节），马桂芳（第三章第五节），韦仁忠（第四章），葛劲松（第五章第一节），高明森（第五
章第二节），李广泳（第五章第三节），杨皓然、王跃荣（第五章第四节），乔军（第六章），张进
京、原新（第七章）。
各章节完成后，由马洪波负责统稿和修订。
项目研究过程中，一些阶段性成果先后在《学习时报》、《青海日报》和《青海社会科学》等报刊上
发表。
研究期间，项目负责人专程前往海南省调研生态省建设情况，得到了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有关部门
的积极协助。
2009年3月受青海省高层次人才培训计划支持，项目负责人赴国家行政学院开展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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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珍爱生命，应该从珍爱生态开始；重视民生，也应该从重视生态开始。
　　——财经评论家 时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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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海实施生态立省战略研究》：人类在饱尝了工业文明蔑视自然的恶果后，充分认识到破坏自然就
是损害人类自己，保护自然就是呵护人类自己，改善自然就是发展人类自己。
只有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意识在全社会确立，才能建成一个恩格斯所说的：人类同自然
的和解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生态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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