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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改造环境、让环境适宜人类生存的历史。
伴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一再被改变。
尤其是近现代以来，随着工业的发展，人类拥有了更强的改造生态环境的手段和方式，生态环境也的
确在不断地发生改变。
然而，人类在不断改造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在遭受着生态环境的报复。
遭受环境报复后的人们也逐步意识到，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为前
提。
否则，任由经济发展而导致的环境破坏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20世纪以来，世界各个国家在经历过放任发展经济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以后，都开始不断
地探索一条促使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平衡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提出不要重复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而要走经济、社会、资源和生
态环境平衡发展的可持续道路。
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也采取了各种措施治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这些措施和手段对改善我国环境状态和生态环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这些手段和措施仍然是针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以后的情况，并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平衡的可
持续发展。
为了找到这样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各国的专家学者不断钻研，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发展方式和模式
。
其中生态经济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生态经济区是将一定范围的行政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来研究，是在卫生城市、园林城市
、生态农业示范区、生态工业园区、生态省等的基础上形成的更高一级、更复杂的复合生态系统，所
包含的区域更广阔、人口更多、自然地理环境也更复杂，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发展模式。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国“关于人类居住地的生态综合研究”的计划中，“生态城市”的概念第
一次被提出。
1992年6月，瑞典向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交了题为《生态循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的研究
报告，在大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各国纷纷响应、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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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抓住制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关键体制
机制因素，深入分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功能区划及定位，研究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两个系统协调发
展的基本特征，提出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体系。
　　本书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际可操作性，对生态经济区建设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对相关研
究和政府科学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制度建设研究>>

作者简介

　　姬鹏程，男，1962年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科研处处长，经济学专业
研究生毕业，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产业政策研究、公用事业研究以及政府管理体制研究。
作为课题主持人，承担完成的课题有：原国家机械工业局委托的“十五”重点课题《机械工业国有企
业制度创新研究》《机械工业跨世纪结构调整战略研究》，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委托课题《我国流域水
污染防治体制机制研究》，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委托课题《东北地区城市水价改革调研》《全国城市供
水价格调研》《我国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研究》，江西省政府委托课题《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政策
法规体系研究》等。
先后在《宏观经济研究》《宏观经济管理》《机电工业》《中国经济导报》等期刊和报纸上发表论文
十余篇，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二等奖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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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破坏环境资源等后果则不被重视。
“大城市化一现代工业化一现代农业化”的发展模式是在过去的客观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它的形成和
发展有其特定的客观理由。
但随着经济、政治、环境发生的变化，传统的单一追求经济效益的发展模式弊端日益明显，给人们的
生活环境带来了恶劣的影响，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这样，生态经济区这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越来越受到各国的欢迎和重视，也成为各国探索可持续发展
道路的重要模式和办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生态经济区和生态示范区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
生态经济区和生态示范区都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
但二者也存在明显的差别。
生态经济区强调的是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的协调发展，而并不单一强调某一个方面的发展。
生态示范区则重点强调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放在了相对次要的位置。
可以认为，生态经济区和生态示范区有一定程度的重叠，但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内涵有明显的
差别。
　　生态经济区的主要标志：区域内生态环境良好并且不断趋向更高水平的平衡，自然资源得到合理
的保护和利用；以生态或绿色经济为区域发展特色的经济高度发展、结构合理，有极强的综合竞争力
；现代生态文化在该区域得以形成并得到发展，民主与法制健全，社会文明程度高；城市和乡村环境
优美，人民生活水平全面进入富裕阶段，环境污染得到根本控制和基本消除。
　　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实质上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综合运用生态学和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
，对区域内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形成的复合系统进行结构的改善和功能的强化；遵循生态规律和
经济规律，在恢复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合理利用各类自然资源的前提下，促进国民经济和
社会健康、持续、稳定与协调发展。
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基本目的是在改善和保持良好生态环境和合理利用区域内资源的基础上，协调区域
内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内经济的总体竞争力的提高。
并通过生态环境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建立特有的生态产业与合理的经济结构，逐步实现经济、社会
和生态效益的统一，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总之，生态经济区是一个综合了生态、经济、资源和社会的复杂系统。
在生态经济区内，经济、生态、社会和资源等单一因素都不是区域发展的主要目的，整个区域内这些
因素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才是生态经济区发展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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