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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湘西州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
＊

龙剑友
（吉首大学 商学院，湖南 吉首　４１６０００）

摘　要：在分析了湘西州的经济发展现状及问 题 的 基 础 上，提 出 发 展 循 环 经 济 的 必 要 性 和 紧 迫 性，并 探 讨 了 湘 西 州 发

展循环经济的几种可行模式．
关键词：湘西州；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１．５　　　　　　 文献标志码：Ａ

１　湘西州的经济发展现状及问题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湖南省西北部，素为“湘、鄂、渝、黔咽喉”之地，辖吉首、泸溪、凤凰、古丈、

花垣、保靖、永顺、龙山８个市县，属于传统的老、少、边、山、穷地区，经济基础较为薄弱．自２００４年省政府

决定加快湘西地区开发以来，湘西州经济克服自然、基础条件不足，保持了较快增长，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ＧＤＰ
的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１１％．特别是在２００９年国际金融危机、湘西州非法集资事件等的冲击下，攻坚克

难，实现了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然而，受制于历史、地理环境等因素，湘西州的发展与全省平均水平和优

势区域经济发展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与此同时，对其发展模式的考察也反映出，湘西州在发展中尚存在一

些制约经济快速增长的瓶颈问题．
１．１经济总量小、经济增长相对缓慢

图１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湘西州ＧＤＰ及其对湖南省ＧＤＰ的贡献率

尽 管 近５年 来 湘 西 州 经 济

保持了ＧＤＰ的绝对增长，但相比

全省的ＧＤＰ增长情况来看，湘西

州的经 济 增 长 速 度 仍 较 为 缓 慢．
从图１中 也 可 看 出，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间 湘 西 州 ＧＤＰ对 全 省 的 贡 献

率基 本 保 持 在２％上 下，表 现 出

经济 总 量 明 显 偏 小 的 特 征．尤 其

是２００８年，受到冰冻灾害及金融

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其ＧＤＰ增长

率 甚 至 从 １６％ 急 速 下 滑 至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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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产业结构层次低

近年来，湘西州的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全州３产业结构由２００６年的１９．７％∶３７．７％∶４２．６％调整

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６．５％∶４０．０％∶４３．５％［１］．尽管如此，湘西州的总体产业结构层次仍然偏低．其中第一产业

在产业中所占比重依然较大，并且仍然以依托自然资源的传统农业为主．第二产业的经济基础则较为薄

弱，其工业结构相对单一．主要工业为钢铁有色加工业和食品加工业，规模较小，受外部因素影响很大，具

有较大的风险性．第三产业在近年虽有较大发展，但在产业中所占比重依然较低，且在其内部传统低层次

服务业占有较大比重．
１．３资源利用不充分

湘西州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等．长期以来，受制于交通、能源、水利等基

础设施的落后，湘西州的资源利用率仍十分低下．州内矿产资源特别突出，其锰矿、铅锌矿资源储量分别居

全国第二、第三，钒矿资源有“钒海”美誉．然而，目前在生产上基本上是粗加工，产业链短，资源利用极不充

分，对生产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
１．４生产排污能力低

目前湘西州尚未摆脱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大规模的矿产开采严重污染了州境内的水资源．其中：受

到明显污染的水域不少于３０％．湘西自治州空气污染属典型的煤烟型污染．近年来空气质量日趋恶化，二

氧化硫、总悬浮颗粒物明显超标，酸雨频率曾高达９１．６５％．同时，由于排污设施落后，州内环境污染问题

的防治形势已经相当严峻．
调查显示，湘西州目前主要采用的是具有高开采、高排放、低利用特征的单向 线 性 发 展 模 式，即：“资

源—产品—污染”．在这种经济模式下追求高增长，只能给自然资源不断施加压力，而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

又不断地将污染和废物排放到环境中．面对环境污染问题，“先污染，后治理”的处理方式又受制于治理的

技术难度、治理成本等问题而导致恶性循环，无法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２　湘西州循环经济模式的思考

与传统的经济相比，循环经济的特征是低开采、低排放、高利用．它要求遵循生态学原理，合理利用自

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系统中，实现

经济活动的生态化［２］．循环经济的思想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Ｋ·波尔丁提出，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引入我国

以来，其理论研究和实践都在不断深入．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就曾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以发展循

环经 济 作 为 建 设 环 境 友 好 型、资 源 节 约 型 社 会 和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 战 略 以 及 构 建 和 谐 社 会 的 重 要 途 径

和方式．
推广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首先必须遵守循环经济的３Ｒ原则，即减量化 （Ｒｅｄｕｃｅ）、再利用 （Ｒｅｕｓｅ）

及再循环（Ｒｅｃｙｃｌｅ）３个原则．
减量化原则要求从源头上实现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在达到既定的生产或消费目的的过程中，要最大

限度地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再利用原则强调要设法延长产品的服务时间，减少一次性产品

使用率低下所造成的浪费，并尽可能避免产品变为废弃物．再循环原则要求一方面要求在生产中尽可能地

对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循环利用，想方设法变废为宝；另一方面要求运用现代科技，开发利用可循环再生的

资源，如风能、太阳能和农家肥等，使生产合理的依托在自然生态循环之上．
湘西州一方面具有经济起步晚、发展慢、产业层次不合理、资源利用不充分、环 境 污 染 严 重 等 突 出 问

题，另一方面又具有旅游业独树一帜、蓬勃发展，生态环保业得天独厚、任重道远的特殊经济结构．在这种

现实条件下，湘西州要谋求经济的发展必须摒弃传统的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方式，而转向一种系统的、可

持续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２．１农村家庭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结合湘西州的发展现状，迫切需要通过引入新的观念来改造传统农业．农村

家庭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适用于以家庭经营主体的广大农村粮食主产区［１］．它以沼气能源建设为中心，物
质循环利用为主要技术路线，充分利用庭院立体空间，地下建沼气池，地面种植粮食、果蔬、经济类作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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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家庭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物流关系

上立体养殖鸡、猪家禽家畜，从而形成由养

殖—沼气—种植—农民生活４个不同的子

系统组成的物质能量循环系统．
图２显示了该模式的一种典型的物流

关系［３］．如养 殖 牲 畜 的 粪 便 可 排 入 沼 气 池

中作原料，产 生 的 沼 气 用 于 家 庭 燃 烧 或 生

活照明，沼渣用于种植过程的肥料，同时来

自家庭排污也可进入沼气池中进行处理利

用，从而既可 以 减 少 种、养 的 投 入，提 高 资

源利用率和 农 业 生 产 效 益，又 可 以 从 根 本

上改善农村生活环境．
湘西州农 村 采 用 上 述 循 环 经 济 模 式，

关键在于沼气池的建设．一要注意应与农户“改厕、改厨、改圈”等措施结合，丰富沼气池建设的内容，提高

沼气池建设的综合利用水平；二要大力发展粮（粮食、油茶）、果（柑桔、猕猴桃）、经（烟叶、茶叶、中药材）、畜
（鸡、猪）等各类优势特色产业，建立“畜－沼－果”、“畜－沼－菜”、“畜－沼－粮”、“畜－沼－经”等生态能源循环经济，

拉长能源经济产业链条，充分发挥能源建设的综合效益．
２．２生态农业园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与家庭型模式相比，生态农业园型发展模式更具系统性．它致力于将种植业与林、牧、渔及相关工业进

行有机结合，形成循环共利、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关系，从而既实现农产品高效和低耗，又能有效利用来自

其他产业的部分排放物，发挥生态规律的调解功能［２］．
根据各区域的实际情况，生态农业园模式又可细分为不同的种类．结合区域特征，针对湘西州农村存

在规模化畜牧龙头企业、特色养殖品种及相应市场需求的地区，可以考虑将养殖和沼气工程进行配套建设

生态居住农业园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在实践此模式时应特别重视２方面：一是要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头作用，如突出培育及扶持

老爹公司、大廉牧业公司、九天食品公司等对农户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形成“拆旧村建新村＋畜牧龙头企

业＋农户＋循环经济的综合利用”的发展模式．二是要配合建设农村新能源利用工程，如太阳能利用工程

和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程，大力促成以沼气为纽带，以各类农村新能源为动力，种、养业相结合，通过生

物质能转化技术，实行产气、积肥同步，种植、养殖并举，并实现能流、物流的良性循环．
２．３深加工、变废为宝的生态工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要从根本上改变湘西州经济总量小、增长慢的现状，必须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４］，不断增强工

业经济的主导作用．深加工、变废为宝的生态工业发展模式要求从生产的输入端、产业链、输出端分别对传

统工业进行改造．一是依靠科技力量在细化资源评估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环保型开发；二是延长产业链，实

现对初级产品进行深加工，提高资源出材率；三是让企业排放物进入到下一个企业生产流程，变废为宝，形
成生态工业循环体系，尽可能减少污染排放对环境的压力．

湘西州是锰、锌、铝矿之乡，但目前还主要出产初级矿产品或简单加工后即投放市场．练矿产生的废渣

废液则主要向河流排放或向沿海低价出售，给环境带来很大的压力．采用深加工、变废为宝的发展模式，就
是要加大科技投入，研究出矿产品新的加工技术和工艺，一方面提高矿产资源的利用率；另一方面建立和

推广金属矿渣综合利用生产线，变污染为环保清洁生产．在此基础上大力招商引资，规模生产，形成支柱产

业．如从２００７年开始，泸溪县就引导当地企业发展了一种利用废渣炼锌炼铜的新技术，从废渣中分离出镉

和铜，向东部沿海原子能发电站、大型冶炼企业直接供货，不但实现了清洁生产，而且获得了３倍的经济效

益．对金属矿渣综合利用，为湘西的循环经济开辟出了一条新路，理应大力支持和推广．
２．４特色乡村旅游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特色乡村旅游型模式一般指利用农村自然环境、农村生产活动及地区特色风土人情吸引游客，从而形

成以观光、体验和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生态旅游产业带动新农村建设的一种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采用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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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该考虑是否具备以下条件：一要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一定的农业基础；二要交通便利，要靠近旅游

消费市场，与城区距离不能太远；三是基础设施较为完善，要能满足游客衣食住行的基本要求．通过特色生

态旅游，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会环境，实现旅游与农村同发展、政府与农民均得益、经济增长与环境

保护双赢［２］．
湘西州旅游资源的先天优势十分明显，且文化底蕴深厚，风景名胜众多．因此，也特别适合走特色旅游

循环经济之路．湘西州在发展旅游经济时要整合资源，把自然、人文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

优势，建设特色鲜明的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带．一要基于湘西旅游形象的定位，设计开辟精品旅游线路，将湘

西的悠久历史、民俗风情充分显现出来；二是要把发展旅游产业与转方式、调结构结合起来，大力加强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三要特别要重视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实现旅游产业科学发

展，增强产业发展后劲；四要不断推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旅游新业态，创新旅游营销管理，推进旅游

产品向观光休闲复合型转变．

３　结语
笔者结合了湘西州的实际情况，初步探讨了湘西州发展循环经济的几种模式．在湘西州发展和推广循

环经济是一项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始终从实际出发、稳步推进．针对目前的发展形

势，湘西州发展循环经济的配合措施还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根据国家循环经济法的有关规定，明确州内发展循环经济的制度规范．目前我国循环经济的相关

法律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中，湘西州应结合自身发展现状，尽快推进循环经济地方性法律与制度规范

的建立和完善，从而使自治州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践能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２）培养意识、转变观念，将循环经济理念渗透日常生活．利用多种形式宣传介绍循环经济知识、国内

外的有关情况和经验，提高民众对循环经济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３）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近年，随着邵怀、怀新、常张、常吉等高速公路

的通车，湘西经济实现了一轮高速发展．但是，目前湘西州的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落后，只有继续加快交通、能
源、水利、信息化、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落实完善基础设施体系，才能保证湘西州经济的持续增长．

（４）依靠科技创新，支持循环经济模式的实践．湘西州在发展循环经济时，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依靠科技创新，整合全州的经济资源．如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生物防虫等适用技术，普及太阳能、风能

及符合农村特点的沼气等清洁型能源、逐步发展生物质能源作物以及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和农膜等．
总之，湘西州要密切联系自身发展实际，抢抓西部大开发湘西大发展的机遇，想方设法把资源优势转

化为产业优势，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实现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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