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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0一年北京藏学讨论会论文提要 

 

    实现青藏高原社会经济快速增长并完成国家“十五”计划目标的出路就在于，必须将环境建设纳入

产业运作的范畴之内，即建立环境资源产业，这也是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根本措施。本文分两个部分论

述。  

    第一、产业组建的主要指导思想。  

    （一）基本原则。1.指导思想。以改善大江大河源区生态环境质量为重点，并且由此为基础来维护

国家生态环境的安全。2.坚持生态环境建设与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机结合，突出以人为本的经济建设思

想。3.采取生物措施、工程措施和农艺措施相互结合的方式，发展具有鲜明高原特点的绿色标志产品。

4.正确处理大江大河上游地区与中、下游地区的关系，全面落实为保护环境而植树种草的利益补偿机

制。（二）推动力量。组建青藏高原环境资源产业需要外界强劲力量的推动。1.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

机遇快速发展，这是建立新型产业的根本所在。2.调整经济结构，这是实现高原经济、环境和社会协调

发展的核心。3.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这是高原环境建设的保证。4.建设一支人才队伍，

这是环境资源产业建立和运作成败的关键。（三）支撑体系。环境资源产业属于幼稚生产部门，因而需

要一些力量的支持。1.创新制度支持。推陈出新的体制孕育着生命力，能促进新型产业发展。2.高新科

技支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特别是要实施信息化带动环境资源产业的方针。  

    第二、产业涵盖的若干内容。限于篇幅，以下仅例举几项组建青藏高原环境资源产业所包括的重要

内容。1.改变传统耕作方式。农业是环境资源产业发展的起点，但是需要将传统农业的二元经济结构改

造为三元经济结构。2.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原有的经济管理部门由于 传统与惯性作用而形成了一个阻

挡新产业进入市场的高门槛，必须改变这种管理体制。3.优化社会经济结构。要在高原建立一些创新产

业的特区，使其成为吸引国外国内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场所。4.发展生态旅游事业。青藏高原

幅员辽阔、自然风光绚丽，人类历史文化丰富多彩，这些构成了系统庞大的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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