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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 , 人类社会不断

向前演替发展 , 同时也在破坏周围的自然环境。如今 , 人类

已面临许多问题 , 如人口过度膨胀、自然资源严重短缺、生

态环境破坏等 , 这些问题有不断恶化的趋势。人类不得不

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发现人类经济活动无时无刻、

无处不在地与生态系统发生关系, 即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

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生态经济系统 。而人类在区域生

态经济系统中具有特殊地位 , 主要表现在 : ①人类是区域

生态经济系统的成员; ②人类为了追求更舒适的生活 , 对

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具有破坏性作用; ③人类面对不断出现

的生态环境问题 , 不得不对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进行协调。

虽然无论是政府还是理论界已经认识到了生态环境的种

种问题, 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良好的自动调节区域生

态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本文借鉴自适应控制理论的思

想 , 提出区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框架 , 它能根据人

类活动的影响及自身的变化自动调节其稳定性 , 以达到整

个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目的。

1 区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

1.1 自适应控制理论 [1- 2]

自适应控制是指能自动地调节系统本身控制规律的

参数 , 以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系统本身参数变化、外界干扰

等的影响 , 使整个控制系统能按某一性能指标在最佳状态

下运行的系统。对于一个实际的控制系统 , 由于环境条件

的变化 , 其动态性能也将产生变化 , 需要设计一个控制器 ,

它能随系统性能的变化而自动、实时地进行调节 , 对于变

化的或未知的参数能维持最佳的控制性能 , 这种控制方法

称为自适应控制。自适应控制的一般原理图见图 1。

自适应系统利用被控对象的输出状态来度量其性能

指标 , 将所测得的性能指标与规定的性能指标相比较 , 由

自适应机构来修正控制器的参数或者产生一个辅助的输

入信号 , 以保持系统的性能指标接近于规定的指标 , 使系

统达到最优状态。

图 1 自适应控制系统的一般原理

1.2 区域生态经济理论

区域生态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有机结

合, 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功能、多目标的复杂巨系统。

人类作为生态系统自然生物体的组成部分具有自然属性 ,

又作为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主体具有社会属性 , 既是生态经

济系统平衡的破坏者 , 同时又是生态经济系统的建设者和

维护者。人类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可以充分利用不断进步的

科学技术和手段以及不断壮大的经济力量去保护、改善和

建设生态系统 ; 可以通过经济政策、经济计划、行政干预、

法律法规等手段 , 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之间的比例 ,

协调人类社会的生产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发展的关系 , 协

调人与生物圈的和谐统一 , 协调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的眼

前需要和长远需要 , 协调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转换来实现

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

2 区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框架

区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总体框架是在自适应控制思

想的基础上 , 把整个区域生态经济系统作为被控制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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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类在区域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特殊性 , 其对生态经济

系统的破坏作用被看作是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外界干扰 ;

对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控制被看作是区域生态经济

系统的性能的测定; 则政府或其它机构团体等决策机构作

为自适应机构; 政策、科技等调节措施作为控制器 , 这样就

形成了一个由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价系统、决

策机构及调节系统 4 大基本要素组成的区域生态经济协

调发展总体框架 , 见图 2。通过对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协

调发展情况进行评价 , 及时发现不协调因素 , 根据具体情

况调用调节系统的政策或科技等措施 , 形成一个能自动调

节区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自适应控制框架系统 , 使区域

生态经济系统达到持续、协调、稳定发展的目的。

图 2 区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总体框架

人类的生产、生活及其它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和

生态系统产生各种影响 , 尤其像三峡工程、跨流域调水工

程等大型工程建设项目对生态经济系统的影响更是显著。

把各种影响生态经济系统的人类活动作为系统的外界干

扰 , 如果外界干扰控制得不好就会影响到整个生态经济系

统的稳定运行状况, 因此要对外界干扰和区域生态经济系

统的协调状况进行评价, 也即在进行大型工程项目建设前

及项目建设过程中充分考虑大型工程项目与区域生态经济

系统的协调性, 及时发现不协调的因素,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进行控制, 使其对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影响尽量最小化, 能

发挥自身恢复功能, 仍健康、稳定运行, 其原理见图 3。

图 3 人类的破坏性活动与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

3 区域生态经济管理的新理念

3.1 区域生态经济管理的内涵

区域生态经济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 , 由区

域生态系统和区域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结

合而构成的 , 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复合系统 [3]。在区域

生态经济系统中 , 不断增长的经济系统对自然资源需求的

无止境性与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对资源供给的局限性是

始终贯穿其中的矛盾, 而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又是典型的耗

散结构 , 如果不加以控制 , 矛盾会不断激化 , 最终使整个系

统走向灭亡。区域生态经济管理就是用控制理论的思想 ,

以相关部门为调控主体 , 在管理过程中不仅考虑区域经济

增长和区域均衡发展 , 而且还要重视生态平衡。

3.2 区域生态经济管理的内容

( 1) 社会经济的发展应在资源、环境承载力阈值之内。

即人类使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能超过其再生能力; 人类

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超过其可再生替代物的开发

速度; 人类活动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速度和数量不超过环境

的自净能力。

( 2) 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达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

化。从理论上讲, 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是有限的, 而技术进步

是无限的, 科技进步可使等量的资源投入产出更多。因此,

要在资源环境的承载力阈值之内, 加强科技创新, 充分利用

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 争取社会经济最大限度的发展 。

因此 , 区域生态经济管理的本质是协调人类活动与自

然环境的平衡, 协调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平衡。

4 建议

区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当人类的活动导

致区域生态经济系统不协调时能采取相应的措施, 让区域

生态经济系统恢复协调、稳定、持续发展的状态。因此 , 根

据此理论提出以下建议:

( 1) 把 “生态”纳入到区域经济管理。在政府的战略决

策过程中要考虑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两方面因素, 把经济

与环境纳入统一的决策体系 , 由权威决策机构制定出切实

可行的决策方案并加以实施。

( 2) 完善区域生态经济管理的各项政策法规。政策法

规是区域生态经济管理的依据和保障, 政策法规的确立不

仅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相适应, 而且要与整个生态经济

系统的协调发展相适应。

( 3) 尽快建立科学合理的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协调发

展是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良好运行的基础 , 而合理的协调发

展评价体系是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运行情况的诊断和说明。

( 4) 充分发挥科技对协调发展的作用。新经济发展的

目标和当前的实际情况要求我们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

等多种因素结合起来, 走依靠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道路 , 即

提高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 开发低投入、低污染或无

污染、高效益、高附加值的产品 , 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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