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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生态经济建设的有关理论 ,以北京市延庆县为例 ,提出了延庆县应加快发展以都市型现代农业、都市型新型工业和都市型
休闲旅游业为主体的生态产业, 同时注重生态文化建设 , 实施生态产业与生态文化一体化的生态经济建设战略, 以此形成县域发展的综
合优势, 实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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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edtheories of ecological economy construction were introduced . Taking Yanqing County of Beijing City as anexample , the ecological
economy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i n Yanqi ng County of speed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i ndustry with modern urban agriculture , newurbanin-
dustry and leisure and tourismas main bodies , paying attentionto the ecological culture construction and realizing the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industry and
ecological culture should be i mplemented so as to formthe comprehensive advantage of the county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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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层次, 是统筹城乡经济社

会发展的操作平台, 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 ,

同时还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载体。我国主要的山川、河

流、湖泊、森林、草地、湿地等主体生态资源大都分布在县域。

据统计, 我国县域人口9 .35 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73 % ; 国土

总面积896 万km2 , 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93 %[ 1] 。因此 , 县域

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中具有重要意义。实现县域经济全面发展, 必须坚持以生

态经济建设为根本的发展方向, 建立和维护地域经济发展的

生态屏障。

生态经济建设是在总结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 运

用自然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原理和物质转化、高效利用原理

来改造传统农业、传统工业和第三产业 ,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

使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有机结合, 达到生态、经济

和社会的最佳结合, 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协调发展 ,

使城乡发展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 。传统的生态经济建

设强调区域发展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而新时期下生态文

化以及由此延伸的生态文明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笔者研究了生态产业、生态文化一体

化发展的生态经济建设理论, 以此完善传统的生态经济理

论, 为县域发展寻找更加合理有效的途径。

1  生态经济建设相关理论

1 .1 生态经济理论 生态经济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

围内, 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费

方式, 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 发展一些经济发达、生

态高效的产业, 建设体制合理、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

康、景观适宜的环境[ 3] 。生态经济系统是以人为主体、以经

济系统为中心、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多功能复合系统。它强

调在客观认识生态经济规律的基础上, 把经济发展、生态平

衡和社会进步统一起来, 力求人口、经济和生态 的协同

发展[ 4] 。

生态经济具有时间性、空间性和效率性3 个特点:

( 1) 时间性。指资源利用在时间上的持续性 , 即追求资源

利用的代际公平。在人类社会再生产的漫长过程中, 后代人

对自然资源应该拥有与当代人同等或更美好的享用权和生

存权, 当代人不应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换取自己的舒适, 应该

主动采取“财富转移”的政策, 为他们留下宽松的生存空间 ,

拥有均等的发展机会。

图1 生态经济建设理论图示

Fig .1 Thetheory of ecological economy construction

( 2) 空间性。指资源利用在空间上的持续性。区域的资

源开发利用和区域发展不应损害其他区域利益以满足其需

求的能力, 并要求区域间各种产业资源在发展需求中共享与

共建, 实现必要的联系与协作。

( 3) 效率性。指资源利用在效率上的高效性, 即“低耗、高

效”的资源利用方式。它以技术进步为支撑, 通过优化资源

配置, 最大限度地降低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量和环境代价 ,

不断提高资源的产出效率和社会经济的支撑能力 , 确保经济

持续增长的资源基础和环境条件[ 1] 。

1 .2 生态产业理论 生态产业是生态经济的主体和支撑力

量, 是实现县域生态经济的核心力量和实际载体。生态产业

是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指导, 以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与能量

转化的规律为依据, 以“自然—社会—经济”整个生态系统的

动态平衡为目标, 以生物为劳动对象 , 以农业自然资源( 土地

资源、气候资源、水资源和生物资源) 为劳动资料, 以生物科

学技术为劳动手段的网络型、进化型和复合型产业。它具有

如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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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生态性。生态产业是社会经济系统自身的进化, 同时

也是人类与环境关系的优化。生态产业本身要求产业在追

求经济效益过程中, 充分考虑生态因素, 注重减少对生态环

境的破坏, 强调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 以实现其社会、经济效

益最大、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损害最小和废弃物多层次

利用的目标。

(2) 长远性。产业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本身存在一定

冲突, 在注重生态效益的同时, 必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产业

的短期经济收益, 使得投入的回报周期延长。但在充分重视

生态效益的同时, 从生产这一源头上严格控制经济发展对环

境可能造成的为害 , 可使产业具有较好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障, 具有良好的发展环境 , 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确保产业的

长远利益。

1 .3  生态文化理论  生态文化是生态建设的原动力 , 具体

表现在管理体制、政策法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生产方式

及消费行为等方面的和谐性, 将个体的动物人、经济人改造

为群体的生态人、智能人。其核心是如何影响人的价值取

向、行为模式, 启迪一种融合东方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境界 ,

诱导一种健康、文明的生产消费方式。生态文化的范畴包括

认知文化、体制文化、物态文化和心态文化[ 5] 。生态文化强

调人类应发展、弘扬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维方式、决策方式、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是对以往文化形态的超越, 是追求与

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相处、协同进化的先进文化。

2  生态经济建设

2 .1 生态经济建设新理论 生态经济建设是实现县域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倡导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 彻

底改变单向流动的机制模式, 把经济活动对生产环境的影响

降低到最小程度。

(1) 重视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努力实现生

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存共荣的新

的社会形态 , 是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相协调的新的社

会结构范式。生态文明具有3 个重要特征: ①较高的环保意

识; ②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③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

度[ 6] 。在新的历史时期, 进行县域生态经济建设时, 必须充

分认识文化因素的重要性, 重视生态文化建设对县域发展影

响的潜在性与深远性, 注重公民生态素质的培养, 引导健康

的消费和生产观念 , 促进县域生态经济良性发展。

(2) 提高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含量, 以先进科技手段促进

县域生态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始终是实现县域发展的第一

生产力。在县域生态经济建设中, 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

的优势, 努力缩短科技成果转化周期, 鼓励新技术的研制与

开发、提高劳动者的整体劳动素质和文明程度。以现实需求

带动科技产品的转化, 以先进设备装置实现资源节约利用和

环境排放物的无害处理, 以先进的管理方式协调处理人与环

境、资源的相互关系, 促进生态文化理念宣传 , 从而促进县域

生态经济建设的发展。

(3) 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 提高资源的再生与综合利用

水平。实施生态经济建设的关键是因地制宜布局县域各种

产业。要充分考虑区域的地理位置、气候特征、资源分布等

先天条件, 合理有效配置资源, 促进各种资源的高效流转和

产业间有效协作, 使县域生态产业处于便捷的发展环境中。

发展低耗能、高产出、无污染和高效率的绿色产业是发

展生态经济的根本。建立产业间的生态链, 既是一个产业的

副产品或废弃物 , 又是另一个产业的生产资源。在产业内

部, 降低单位产品能耗、物耗和水耗, 增加原材料的循环利用

率, 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 实现以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再

循环为特征的循环型经济, 从而为县域生态经济的建设创造

条件。

2 .2 生态文化建设 人们的生态价值观念和生态意识不是

自发产生的, 而是需要通过生态文化建设来引导。通过推行

一切有利于生态环境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在生产和生活中使

用各种生态学技术和理念, 建立生态文明, 同时又在实践中

激发生态技术的提高与创新, 使生活和生产中的每一个细节

都体现生态文明 , 使人们形成对森林、草原、水源、土地、生

物、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新观念, 以及对生产和生活的新

态度。生态文化建设要从以下几种观念入手, 培养公众的生

态文化意识:

(1) 生态整体观。要求人们从整个自然系统及其内部规

律的角度看问题, 学会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终极尺度来

衡量自己 , 约束自己的活动。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应当成为

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成为一切行为、政

策和发展模式的最终判断标准。

( 2) 生态伦理观。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在理论上确立

自然界的价值和权利。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仅是建立在有

利原则和合理原则的基础上, 还应建立在相互联系和相互依

存的道德关系的基础上。

( 3) 辨证的资源观。在公众心目中建立一种节约意识, 以

促进资源的节约和合理利用, 杜绝资源浪费, 降低资源消耗 ,

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单位资源的人口承载力。增强资源对国

民经济发展的保证程度 , 以缓解资源供需矛盾 , 最终实现有

限的自然资源与无限的人类需求的统一。

2 .3  生态产业设计 生态产业实质上是生态工程在各产业

中的应用, 从而形成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三产业生

态产业体系:

2 .3 .1 生态农业。生态农业是根据生态学与生态经济的原

理, 运用系统工程及现代科技技术组建起来的综合农业生产

体系。生态农业注重应用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技术, 同时注

重保护农业自然资源和环境, 减少污染, 降低化学能使用。

生态农业的建设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7] : ①追求生态效益与

经济效益的统一。在提高生态效益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效益 ,

把提高生产力及生态效益作为基本目标。②现代科学技术

与传统农业经验相结合。在发展传统农业的基础上, 结合现

代高新技术, 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优势解决农业生产中

的问题 , 实现农业向生态化方向发展。③注重自然调控。反

对人为强烈干预, 应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农业生产环境的干扰

和破坏, 提高农业生产和农业产品的安全性与生态性。④强

调综合性和区域性的结合。应做到因地制宜, 根据各地的实

际情况发展对生态最为有利的农业生产。还要综合考虑农

业生产的各种因素, 如生产习惯, 农业环境, 市场需求等。

2 .3 .2 生态工业。生态工业是仿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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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来规划工业生产系统的一种工业模式, 它通过2 个或

2 个以上的生产体系或环节之间的系统耦合, 使物质和能量

多级利用、高效产出或持续利用[ 8] 。通过法律、行政、经济等

手段, 把工业系统的结构规划成“资源生产”、“加工生产”、

“还原生产”3 大工业部分构成的工业生态链。

抓好生态工业建设, 一方面要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旧

的工艺和设备进行改造 , 努力实现传统工业的提升, 使之成

为新的工业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 ; 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生态

型工业, 走无污染、清洁化和循环发展之路, 保护、开发和合

理利用各种生态资源。

2 .3 .3  生态旅游。生态旅游是以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 以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以回归自然、欣赏自然、认识自然和保

护环境为需要的一种新型经济活动。

在发展生态旅游业过程中, 首先应重视良好生态环境对

生态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拉动和保障作用, 正确处理保护与开

发的关系。采取一定的科技手段, 对生态旅游区的环境影响

进行检测与评价, 确定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的承载力。其

次, 立足县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优势, 增加各种渠道的资金投

入, 注重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 , 面向市场需求, 优化

产品结构, 确保生态旅游产品在旅游市场上的魅力, 形成县

域大旅游、大市场的发展氛围。此外 , 生态旅游管理人员是

具体规划的实施者 , 也是生态旅游发展的关键。因此, 必须

要对他们加强技术培训 , 提高素质, 以适应生态旅游产业发

展的需求。

图2 延庆县位置图

Fig.2 The location of Yanqing County

3  延庆县县域生态经济建设

3 .1 延庆县概况 延庆县位于北京市西北部, 东与怀柔相

邻, 南与昌平相联 , 西面和北面与河北省接壤 , 是一个三面环

山的小盆地, 即延怀盆地。延庆总面积1 993 .75 km2 , 辖11 镇

4 乡, 全境平均海拔500 m2 , 属大陆性季风气候、温带与中温

带、半干旱与半湿润带的过渡连带。

3 .2 延庆县生态经济建设的必要性  延庆县地处北京山

区, 是首都重要的生态屏障 , 同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

后的区域。如何实施山区生态经济建设, 实现生态经济、生

态产业和生态文化一体化建设, 是延庆县乃至整个北京市现

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生态经济建设是实现山区生态

与经济走出恶性循环的良策, 也是实现山区生态、经济与社

会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 1) 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功能定位要求实施生态经济建设

战略。在北京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中, 延庆县被确定为生态涵

养发展区。这就要求延庆县在今后的发展中, 必须坚持生态

经济建设战略方向, 充分重视和保护生态环境 , 合理利用与

开发各种资源, 强调生态、休闲、文化和宜居。转变传统的产

业结构模式 , 发展环境友好型替代产业 , 使延庆县真正形成

北京市坚实的生态屏障、市民休闲游憩的理想空间和水源保

护地。

(2) 县域发展现状决定延庆县生态经济建设的必要性。

延庆县是北京7 个山区县之一, 山区面积1 451 .45 km2 , 占全

县总面积72 .8 % 。森林面积300 km2 , 占全县总面积15 % , 森

林覆盖率55 .4 % ,2000 年时曾被评为国家级生态示范县, 在

北京山区处于非常重要的生态位置。

在生态涵养功能定位确立以后 , 延庆县应对所辖的15

个乡镇分别实行功能定位, 将其划分成生态新城、生态城镇

发展区、生态涵养产业区和生态保护发展区4 类功能区。按

照“发挥后发优势 ,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要求, 实施生态经济

战略, 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文明为支撑, 以发展优势生态

产业为中心, 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 实现县域经济、社会与生

态环境协调发展。

3 .3 延庆县生态产业开发 要实施工业化、信息化、知识化

与生态化并举, 以生态化为目标、以知识化为主导、以工业化

和信息化为基础、以生态产业为主体的发展路线, 形成以高

新技术为指导, 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 旅游及服务业全

面发展的产业格局。

(1) 集中力量搞好生态产品的开发。依托延庆县生态与

资源优势, 重点抓好生态企业中的龙头企业和生态产品基地

建设, 力争每年生态产品的产量按较高的速度递增, 使生态

产品真正成为延庆县新的经济增长点。

( 2) 构筑延庆县独具特色的生态产业群。要充分发挥生

态产品的延伸和辐射功能, 将延庆县生态产业的发展与当地

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等人文社会资源结合起来 , 使生态旅游、

生态消费、生态文化与生态产品的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 形

成具有显著优势的生态产业群。

3 .4 延庆县生态文化建设  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达

到文化创新 , 进而转变人们的思维方式 , 提高人们保护环境

的自觉性和参与意识, 推行适度消费, 厉行勤俭节约。要坚

持生态整体观、生态伦理观、辩证的资源观和科学的发展观 ,

使生态环境建设在管理人员和民众心理上从物质空间的需

求上升到人们对生活质量的需求 , 从污染治理的需求上升到

人们对心理健康的需求, 从实现绿化需求上升到生态服务功

能的需求, 从面向县域形象的塑造和美化到面向过程的县域

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把生态经济建设作为延庆县的发展目标, 符合延庆县资

源基础和地域文化特点。应以建设北京生态文明示范区为

方向, 发展生态产业和生态文化 , 创造具有延庆特色的经济、

社会、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为北京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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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化反应、分子内光环化反应等不同途径进一步代谢。岳永

德等研究了氯苯��醇在有机溶剂中的光化学降解, 结果表

明, 在高压汞灯下氯苯��醇在5 种有机溶剂中光解迅速 ,

光解半衰期分别为8 .73、288 .81、26 .87 、4 .25 和16 .54 min ; 在

紫外灯下光解半衰期分别为4 .25、10 .65、3 .87 、2 .46 和3 .09

h ; 在自然光下 , 光解半衰期分别为4 .88、20 .62 、14 .29、3 .30 和

13 .83 h ; 自然光下氯苯��醇在水中的光解迅速 , 半衰期仅

为6 .13 h , 但丙酮的存在对氯苯��醇光解有显著光猝灭作

用, 当水中丙酮的含量为2 % 时, 猝灭效率高达159 .30 % [ 18] 。

光解反应体系的吸收光谱表明, 氯苯��醇在液相的光解率

的差异与吸收光谱的改变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 但吸收光谱

并不能完全解释光解速率的差异。王丹军研究发现, 卤素离

子、硝酸根离子和亚硝酸根离子对氯苯��醇在水体中的光

化学降解具有显著的光猝灭作用[ 19] 。

3 .3 氯苯��醇吸附态的光化学降解 王丹军等研究了混

合农药和表面活性剂对氯苯��醇吸附态光催化降解的影

响, 结果表明, 百菌清、甲氰菊酯、氰戊菊酯、辛硫磷对氯苯�

�醇的表面光解有不同程度的猝灭作用, 而三氟氯氰菊酯和

乙烯菌核利则对氯苯��醇的光解有一定的光敏化作用。

供试的4 种表面活性剂对氯苯��醇的表面光解有一定的

影响, 十二烷基苯磺酸钠( SDBS) 和Tween-60 对氯苯��醇的

光解有一定的光敏化作用, 而十二烷基磺酸( SDS) 对氯苯�

�醇的光解则表现出一定的光猝灭作用, 司班- 20 对氯苯�

�醇的光解作用复杂, 低剂量时表现出微弱的光敏化作用 ,

而当剂量比增加到5∶1 时则表现为一定的光猝灭作用效

应[ 20] 。程莹以高压汞灯为光源研究了氯苯��醇在硅胶 G

表面和土壤中的光化学降解机理 , 初步推断了氯苯��醇光

解的反应途径和产物。结果表明 , 氯苯��醇在硅胶G 薄层

板表面光解迅速, 半衰期为6 .49 min ; 有机色素对氯苯��醇

在硅胶 G 表面光解反应有明显的猝灭作用。5 种色素分别

与氯苯��醇以1∶1 等剂量比进行混合照光处理后, 光解半

衰期分别延长了5 .59、3 .12、1 .83 、1 .12 和9 .37 倍 ; 照光10 min

时, 结晶紫等5 种色素对氯苯��醇光解的猝灭效率为

5 .58 % ～83 .26 % 。猝灭效率大小顺序为亚甲基蓝> 结晶紫

> 孔雀石绿> 核黄素> 甲基橙[ 21] 。

4  结语

氯苯��醇在土壤、动植物体内和环境水体中的降解主

要以光化学降解为主, 而水解和微生物降解较困难, 因此进

行氯苯��醇的光化学降解研究是进一步研究其环境转归

的重要方向。氯苯��醇是一种广泛使用的广谱性杀菌剂 ,

已在几十个国家注册使用。目前, 对于其毒理学光化学降解

的研究还不完善, 且仅涉及固相表面吸附态的光化学降解 ,

而氯苯��醇在环境水体光化学降解仅有几例报道, 尚缺乏

系统的研究。所以 , 进一步研究氯苯��醇在土壤、环境水

体中的光催化降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这不仅为氯

苯��醇环境毒理学评价提供重要依据, 同时还为其合理施

用和残留方法的建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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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区县的建设和发展起到借鉴和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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