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返回首页 各期目录 各期文章

文 章 搜 索

 

   文章标题 搜索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路径选择——夏彩云 颜毓洁[2006年第2期]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编辑部 发布时间：2006-3-29 阅读：653次

[摘要]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当
前我国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必须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理念；发展循环经
济，实现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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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走符合国情、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选择。当前在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相对突出的情况下，我国应通
过调整发展模式，寻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确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理念 
首先，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新的生态理念。要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护自然资源，
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和人民
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运用法律、经济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来管理环境问题，鼓励人民
群众积极参与和监督环保工作；对环境资源成本和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进行核算，用
绿色GDP真正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其次，树立用发展的办法保护环境与资源的
观念。1999年我国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草），封山育林，个体承包，以粮代赈”等举
措，都是用生态环境建设解决水土流失、生态恶化等环境问题的成功案例。目前，《中华
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及国际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是我国推动“原料——产
品——废弃物再利用”的循环经济的适用法律与标准，是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环境法
依据之一。再次，树立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的观念。缓解我国资源环境压力的长
远之计，就是减少污染和生态破坏压力。因此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探索有利于节
约资源的生产模式，并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的消费观念与方式。各行各业都要杜绝浪费，
降低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 
二、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 
循环经济是与传统的线型经济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进入生产和消费
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发展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相
协调并且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为目标的经济模式，其特征是将人类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资
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这样的反馈式流程。从资源、环境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
目标来看，我国必须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从技术层面上
看，我国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产生于三个方面：一是资源消耗增长过快；二是资源利用效
率过低；三是资源再生化率不高。目前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过低，每新增GDP一元钱要比
世界其他国家平均多消耗3倍以上的能源。与传统经济模式相比，循环经济要求按照生态规
律组织整个生产、消费和废物处理过程，其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因此，要实现经济、社
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必须放弃传统经济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
的根本性转变。 
三、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要达到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并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兼顾、
生产力发展与自然和谐“双赢”的目标，就必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



发展道路。 
第一，统筹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首先，要从只注重经济增长，单纯追求GDP指标增
长的片面发展观念转到注重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追求经济社会综合指标的科学发展
观念上来；要从只注重经济增长，以物为本的片面发展观念转到既注重经济增长又注重以
人为本的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念上来。其次，要解决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不
协调的突出问题。要积极推进分配制度的改革，理顺分配关系，加大分配调节力度。运用
体制、机制、政策、税收等多种手段，采取“扩中、保低、调高”的措施，逐步形成庞大
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再次，要解决好城乡贫困和就业问题。集中力量采取多种措施和办
法解决城市贫困和“三农”问题，大力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要坚持“劳动
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正确方针，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改善创业
和就业环境，把现有就业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起来；建立完善的失业救助和社会保障体
系，对失业人员实行必要的社会救济与保障。 
第二，积极采取措施，正确处理多种关系。具体措施是：1.严格控制资源锐减：在鼓励使
用可再生资源的同时，控制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率不能超过其再生和自然增长的限度，提倡
少用或不用不可再生资源；环境保护方面，要加强环境综合治理，大力实施退耕还林还草
和植树造林工程，研究开发无公害生产技术，并把环境、资源价值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
系。 
2.科学采用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模式：既要充分发挥我国资源总量巨大、品类齐全的优势，
自然、有序、适度地开发利用，又要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节约资源上狠下功夫，建立一
个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农业生产体系；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工
业生产体系；以节省运力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
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生活服务体系。 
3.努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开发和推广新能源、新材料，广泛采用符合国情的污染
治理技术和生态破坏恢复技术，包括投资少、效益高的废水处理技术、城市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技术、固体废物的无害处理技术等，全力推行清洁生产，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
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4.实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淘汰落后的工艺设备，关闭取缔污染严重的企业；促进以
清洁生产、生态经济为特征的绿色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发展绿色经济，推动绿色消费；支
持“三农”产品进行绿色认证，促进无公害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的梯度发展。 
5.积极发展绿色环保产业：可通过工业化和经营化农业、细化和品牌化加工业、多样化和
清洁化能源业、网络化和联营化交通运输业以及数字化和全球化信息业等重要运作方式，
大力发展绿色环保产业，在投资、价格、税收等方面予以倾斜，使之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
长点。 
当前要正确处理多种关系：——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在发展经济、利用
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决不能采取耗竭资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方式，而应当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及时修复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严格防范在生产生活中产生
的各种废弃物对自然环境的污染。 
——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关系：必须从精神文明建设着手，紧紧围绕弘扬生态文明观和
文明发展观、提高人们的生态文明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个重点，大力建设生态文
化，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科学、合理、安全、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以资源节约型、科技先
导型、质量效益型为基础的可持续的文明发展观，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
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当代发展与未来发展的关系：坚持可持续的发展观，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努力实现
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和生态良性循环的协调统
一，既保证当代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又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三，改进和完善政绩评价体系。首先，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正确的政绩观即
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正确认识和处理政绩问题的基本观点，它是价
值观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其根本价值取向必须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其基本决策依据必
须符合客观实际和科学规律。其次，健全机制，强化干部新的政绩观考核。淡化对GDP增
长数量和增长速度的追求，代之以“六大注重”：注重先进生产力的培育和提高；注重以
人为本的全面发展；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
总协调；注重三大文明的整体推进；注重人民生活质量的持续提高。 
(作者单位：陕西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史小今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联系邮箱：wil.liam@sina.com © 2004 电话：62805370

Copyright © 2004 10.1.10.65. All rights reserved. Design by ow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