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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重建研究”中期学术研讨

会，在陕西师范大学社科处和西北历史环境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及陕西师范大学人文地理学

重点学科的大力支持下，于2006年7月15～16日在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学术活动中心附楼四层会议室召

开。来自日本东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学者村松弘一先生、内蒙古集宁师专的王培青老师、

西北大学的任保平教授、西安财经学院的陈正教授、西安文理学院的赵德芳老师、渤海大学的讲师郝

文军、陕西师范大学社科处苟玉锋副处长、西北历史环境变迁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侯甬坚教

授、王社教研究员、李令福研究员、国际商学院的许军教授、刘明教授、计算机科学学院的王小明教

授、旅游与环境学院的延军平教授、陈瑛教授、李武斌、李向农老师以及旅游与环境学院、西北环发

中心、国际商学院的三十多名研究生共56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研讨会前印制的论文集共收录了48篇研究论文。大会上共有34人作了主题发言，与会代表向大会

提交的论文和会议的研讨内容主要涉及以下5个方面：西部重大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及政策效果评价及创

新设计；西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重建的历史经验总结与启示；西部典型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

构调整对策与生态补偿机制、产权制度创新；西部经济与生态的关系、互动发展模式、途径与实施对

策；西部典型地区生态功能作用、生态环境变化及其评价。 

一、西部重大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及政策效果评价与创新设计 

    延军平教授作了题为“论‘三北’防护草建设”的报告，根据自然地带性规律和功能区划分的观

点，针对我国“三北”防护林建设的实际效果和存在问题，认为目前国家应该转变干旱区生态建设思

路，坚持科学的生态观，通过自然恢复，大力开展生态草建设，用“三北”防护草建设工程替代“三北”
防护林建设工程，以最大程度地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态需求；认为需要应用制度激励的市场经济行为替

代计划经济的行政行为，通过生态草建设，实现干旱地区生态与经济的互动发展；建议组建国家“生态

管理局”，统一管理国家的生态环境建设事业，提高管理水平。 

    李武斌作了题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措施与综合绩效评价”的报告，总结了黄土高原水土流

失治理的思想、理论，回顾分析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主要措施的历史演进及特点，对黄土高原水

土流失治理的典型方略、模式的综合绩效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价，进行了新时期黄土高原水土流失

治理的目标设计，提出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的新思路。 

    周立花作了“论生态黄河”的主题发言，提出了生态黄河的概念，比较了生态黄河与原型黄河、

数字黄河、模型黄河在状态、目标、途径与作用方面的差异，论述了重建生态黄河的必要性与可行

性，确立了黄河建设的终极目标是重建生态黄河，认为现在黄河的主要问题是人为干预过多，要真正

解决黄河的问题，主要靠黄河的自我恢复辅以适当的人工措施，需要转变治黄理念和对黄河的态度，

停止建设控制性工程，中游控制水土流失，才能尽快重现生态黄河。 

二、西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重建的历史经验总结与启示 

    村松弘一先生作了题为“黄土高原的环境史研究与生态环境重建”的报告，讲述了日本人对黄土

高原有关问题的看法与关注以及日本人对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方面所作的工作与努力，例如设

立了“绿色地球网络”、“黄土高原生态文化恢复计划”，概括了日本学者对黄土高原环境史的研究进

展，总结了人与环境的关系史— —中国环境史研究概况，具体包括地域环境史、生活透视的地域环境

史、环境史研究的合作机制，把黄土高原的无定河沿岸划分为3个地区：包括靖边、横山县的无定河上

游区为灌溉农耕地带、包括乌审旗、榆林、神木县的无定河中游区为游牧沙漠地带、包括米脂、绥德

县的无定河下游区为农耕地带也是画像石分布区。 

    侯甬坚教授从全球视野、历史视野分析了历史时期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方面的

政府偏好及其影响。王社教研究员作了“清代西北的生态环境保护”的报告，分析了清代西北地区政府

官员自发的一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生态环境建设中要注重提高农民收益，认为生态环境建设中

政府政策干预是关键。李令福作了“论历史时期渭河在关中的侵蚀速度”的报告，探讨了历史上关中地



区的水利情况以及渭河、泾河的侵蚀速度与环境演变。郝文军作了题为“清代分旗划界政策的环境要素

研究— —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例”的报告，分析了鄂尔多斯高原地区清代的分旗划界、经济发展与环境变

迁。 

    高芸作了“打破高西沟神话”的主题发言，讲述了50～70年代陕北米脂县高西沟人民的创业史以

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揭示了媒体对高西沟的宣传报道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反

差，认为高西沟神话属于历史，提出发展劳务输出实现生态的自然恢复，通过城镇化发展解决公共设

施困难的问题。与会代表认为虽然目前高西沟的神话靠政府大量资金、项目来维系，存在管理体制等

方面的许多问题，作为陕北甚至中国生态环境建设的样板工程这一神话仍然有必要继续维系下去。董

华英作了“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变化对当前经济与生态互动发展的启示”的发言，将历史时期黄

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变化划分为5个阶段，认为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恶化既有自然的原因，也与人类的

活动密切相关，其生态环境演化具有可逆性，近3000年来人类活动是本地区环境演变的主导因素，提

出了黄土高原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模式。 

三、西部典型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对策与生态补偿机制、产权制度创新 

    许军教授作了“煤炭矿区环境损失价值补偿机制探究— —以陕北神木矿区为例”的报告，分析了榆

林市煤矿企业大规模的资源开采引发的生态环境灾害问题及其对当地居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和

所造成的损害；按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提出矿产企业有责任向资源所在地居民进行环境损害补

偿，但是目前理论界尚未建立矿区生态环境破坏的经济价值评估机制，而且现行矿区环境保护的法律

体制不健全，缺乏生态补偿规定；构建了环境污染价值评估模型，核算神木矿区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

价值，确立矿区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并呼吁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措施督促补偿机制的实施。他还谈到了

新农村建设与矿区城镇化问题。 

    杨志俊作了“矿区生态管理中经济手段的应用— —以陕北榆林为例”的主题发言，认为陕北地区目

前的资源开采已经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一旦资源开采完毕，当地的经济发展就会陷

入极其艰难的境况，建立了生态破坏现状和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当地采取的措施和存在的

问题，提出矿区生态管理中需要应用经济激励机制，建立一种以经济手段、市场调节为主，生态破坏

税、可交易生态破坏许可证和生态恢复保证金相结合的生态管理制度。 

    张志民作了“中国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的主题发言，分析了草原退化的原因和未来草原生态

建设的目标，认为退牧还草具有反面激励的消极作用，提出了实施草原生态补偿的四条政策建议：将

草原分区划类，实行分类管理；推行放牧权交易，严格控制牧草放养区草原的承载量；建立国家政策

性草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建立健全草原公共服务保障体系。 

    王培青作了“内蒙古草原生态问题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分析”的报告，分析了内蒙古草原的生态环

境问题和面临的严峻挑战，深入地剖析了造成该地生态恶化的成因，提出了解决内蒙古草原生态问题

的对策措施：林牧为主，多种经营，建立合理的放牧制度，封育和补播退化草场，建设人工草地，保

护鼠类天敌。 

    胡正波分析了绵阳市地区产业构成及其主要制约因素，利用区位商值考察三次产业优劣势区位分

布及其变动，并提出了充分发挥各地区的区位优势，不单纯追求地区经济均衡发展，把绵阳市产业结

构置于全国的大范围来进行优化，构建放射环状的交通网络系统，努力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等几条

产业空间结构的优化措施。 

四、西部经济与生态的关系、互动发展模式、途径与实施对策 

    任保平教授作了题为“西部生态环境重建与经济发展模式选择— —主体功能区模式”的报告，认为

全国各地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中需要因地制宜地确定主体功能，根据情况可以划分为优先开发区、重

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5种类型的主体功能区。 

    刘明教授作了“西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关系的反思”的报告，概括了历史视域中经济增长

与环境变迁的经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指数是否一定是负

相关关系？西部环境建设是否意味着减缓西部经济发展速度？如何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均

衡点？是否存在人均国民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经济停滞衰退是否会导致环境退化？

与会专家认为西部地区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生态重建方式，以解决贫困问题和生态恶化问题。张

志民谈了对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阶段与路径的看法。 

    李向农分析了宝鸡发展旅游业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宝鸡市旅游业发展的现状，阐述了政府主导型旅

游发展模式，总结了宝鸡旅游业发展模式的主要经验及发展方向，提出应加大政府在旅游促销方面的

力度，对旅游业提供政策、资金的倾斜和扶持，坚持大旅游观，构建和谐宝鸡。王继夏分析了宁夏葡

萄酒、枸杞、中草药产业、沙区旅游业、温室蔬菜和畜牧业等沙产业发展的现状，总结了宁夏沙产业

的银广夏模式、“公司+农户”发展模式、生态庄园模式、“吊庄移民”开发模式的内容及其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了多种方式募集资金、鼓励和吸引民间资本的参与、推行科学可行的利益驱动机制、多

种节水措施的综合运用、尝试生态购买或生态私有、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等沙产业发展的实施途

径。 

    赵德芳提出了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是一个生态经济区，并将其划分成城市生态经济类型区、

农村生态经济类型区、能源矿产开发生态经济类型区、旅游生态经济类型区、农牧交错生态经济类型

区5个类型区，提出了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生态经济发展基本思路、各类型区的生态经济发展模

式。姚蓉分析了陕北地区生态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必要性、意义和退耕还林中存在的问题，评析了陕北

地区生态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吴起模式，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培育后续产业，重视区域互动合作，构

建合理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实施生态购买等陕北地区生态与经济互动发展对策。 

    刘晓琼选取三江源地区16县经济发展的21项指标综合考评了该区的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分析了该

区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生态问题，提出了建立“三江源”基金，设立各类自然灾害的专项救灾

基金，实行开采矿产、挖掘药材的生态补偿机制，发展高原药材、花卉、草坪等特色种植业及旅游

业，实施“以草换电”工程，创建三江源生态网络项目区，构建数字三江源等源区县域经济发展与生态

建设的互动措施。李小丽分析了陇东黄土高原区庆阳市退耕还林（草）实施基本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

题，提出了以发展草畜业、果品业、特色小杂粮产业、黄花菜、白瓜子、中药材产业等特色农业与黄

土风情、民俗文化游、红色革命游、历史文化、文物游、生态旅游、油田基地游等特色旅游业为核心

的生态与经济互动模式，以及模式实施途径的资源保障、政策保障、环境保障、技术保障与经营保

障。 

    张宏琳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和方法建模，对咸阳市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系统进行调控模拟，提

出自然发展型、追求经济高速发展型和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型三种不同模型，分析三种模型下的发展

趋势，认为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型是该区的最佳发展模型。徐小玲初步探讨了生态与经济的互动发展

关系，提出了互动和互动发展观的概念，总结了生态与经济互动研究的理论基础和互动研究进展，从

多角度对互动类型作了划分，对生态与经济互动发展的路径、阶段、动力等互动结构作了初步探讨，

提出了产业互动、制度互动和投入互动生态与经济互动发展的3种途径，总结了已有的互动模型和目前

实践中生态与经济互动发展的表现，提出了西部生态与经济互动发展模式。 

    张红娟将区域经济互动发展按性质划分为行政手段下的初级互动、市场行为下的中级互动及市场

和行政相结合的高级互动3个阶段，按类型划分为政治互动、政策与战略互动、智力互动、资源互动及

逆互动5种，按功能划分为上下互动、内外互动和功能互动，总结了苏北宿豫县与张家港市南北挂钩互

动“双赢”、江苏华西村与宁夏、黑龙江华西村南北携手互惠互利等区域经济互动的成功经验，提出了

充分挖掘增长极“领头羊”辐射效应，逐步完善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体系，加速生产力梯度转移的制度

创新，完善集聚人力资本的人才激励机制等区域互动发展的建议。 

    王祖正提出了生态的有价性，阐述了生态与经济要素互动的前提及实质，分析了自然资源与生态

的关系、资源与经济的关系、生态与经济互动的原因以及可能性、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途径，总结

了生态与经济的互动性。陈锋分析了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和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生

态环境建设经验，例如亚马逊绿色自由区、和谐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生态农业、进行利益驱

动、建立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推行农村综合发展新战略、生态教育、生态环境监督等，提出了我国

西部经济发展与生态重建互动的一些有效途径。 

五、西部典型地区生态功能作用、生态环境变化及其评价 

    陈正教授作了“人口与生态环境脆弱性变化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研究”的报告，总结了人口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生态环境脆弱性研究的主要领域，认为人口发展是通过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与生态

环境系统发生相互关系，构建了人口与生态环境脆弱性变化评价指标体系，依据评价指标体系对人口

基本因素、人口变化、生态环境、环境保护等的因果关系进行综合评价，提出了评价的基本思路和评

价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龙小霞和崔丹都强调了西北地区的生态功能与作用。龙小霞提出了生态阀的概念，分析了西北地

区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指出西北地区是我国中东部地区甚至全国的生态阀，西北地区造成的黄河断

流、悬河与泥沙、沙尘暴、下游洪水、污染转移、三江源区重要地位都是其生态阀作用的表现。崔丹

提出了“只有一个西北”，西北地区是中国的生态环境屏障，也是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在我国

经济、社会、生态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分析了人为因素对西北地区水土流失、荒漠化、沙尘

暴等生态环境问题的影响，并进行了反思。 

    肖雁分析了宁南山区退耕还林还草的实施情况及其对当地气温、降水量、蒸发量等气候因子的影

响。丁金梅和张芳分析了近50年来陕甘宁地区的气温、降水量、蒸发量、干燥指数等气候要素的历年

变化、年代变化及季节变化特征，以及各年代气温和降水在各种等级的发生频率、气温和降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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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探讨了退耕还林近5年来的气候变化趋势及气候变化的原因，指出气候变化特征对该区生态建设的

指导意义。 

六、小结 

    本次研讨会分析了西部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总结了西部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

的历史教训、实践经验及研究成果，探讨了西部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关系与互动发展途径和模式。

参会的专家学者对西部经济发展中的经济行为进行了判断，对生态环境建设中的有关问题作了历史审

视，提出了“生态草”、“生态黄河”、“西北生态阀”、“只有一个西北”、“生态与经济互动”、“区域

互动”、“要素互动”、“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等核心命题，具有学术创新性。 

    会议初步实现了五个方面的衔接：对西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从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等

角度展开了较全面的讨论，充分体现了地理学研究的宏观综合性、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断代细腻性、经

济学研究的微观与理性，实现了本课题研究上多学科的融合与衔接；实现了西北大区域研究与典型小

区域（例如陕甘宁地区、黄土高原、矿区、生态脆弱区等）研究的衔接；初步探讨了生态建设与经济

发展的互动问题，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衔接；五十多名师生汇聚一堂共同探讨西部经济发

展与生态环境重建研究的有关问题，很好地实现了老师与学生的衔接与互动；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日

本的学者，实现了国际科研视野与国内学术研究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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