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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世纪是我国生态经济学更大发展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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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回顾了我国生态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阐述了生意经济学在我国生寿经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为 

了进一步推动拽国生寿经济学的更太发展，提出了夸詹我国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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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ing history of eco—economics and its functions in eco--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have been reviewed．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development of eco—economics in China，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CO-eCOnomics is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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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的需要，是理论发展的根本动力。2o世纪80~90年代我国发展需要生态经济学，21世纪我国 

更大发展更需要生态经济学。过去 20年生态经济学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 

展，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 3个阶段 1980~1984年在生态环境预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生态经济研究，创 

建了以维护生态平衡为核心的生态经济学；1984~1 992年以全国生态经济科学讨论会为标志，我国生态经 

济学进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研究新阶段；1992~2000年为确立和实施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新阶段，对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我国污染防治与环境保护取得重大成就的重 

要原因之一，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然而伴随着人LI持续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及工业化迅速推进，我国资 

源损耗、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并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突出表现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未得 

到根本扭转，水土流失、沙漠化、草原退化的危机加重；城市大气污染与水体污染日益严重；城乡酸雨面积扩 

大、水资源短缺和人地矛盾日趋尖锐；城乡生态环境又遭受农村非农产业快速增长的极大i中击，倘若这种局 

面继续发展下去，乡镇企业必然成为污染之最；气候异常，江河湖泊生态系统失调，自然生态灾害多发，我国 

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危机严重威胁着 21世纪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 

展。另一方面我国始终坚持贯彻两项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控制人LI、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 

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切实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作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要目标和紧迫任务。为此， 

1999年 1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省(区)、市实施《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并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因 

地制宜制定当地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调动全民积极性，组织全社会的力量，投入大规模生态环境建设。如吉林 

省、海南省在 21世纪的发展定位是实现建设“生态省 的宏伟目标，云南省制定和实施建设“绿色经济强省” 

的发展战略，这些表明各级政府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决心，也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设 

由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开始转向大规模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同步西调发展的历史时期。走向21世纪，我 

国迎来建国以来第一个生态环境建设高潮，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迈人生态经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新 

阶段，它将为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不断完善与发展提供最充足的源泉和最强大的动力，使生态经济 

学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拓展生态经济科学的视野和领域，把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推上新的水平，促进 21世纪生态经济学更大发展。过去 20年的经验证明，要推动我国生态经济学更 

大发展，21世纪初期应着重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第一，在我国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同步进行与协调发 

展的进程中，必然会涌现出许多重大的生态环境建设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应成为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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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 因此．我们必须投身于生态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去，了懈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总结新经验，概括新理论．更好地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生态经济建设服务；第二．从 z1世纪新时代特征和当 

代中国、当今世界发展的实际出发，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生态经济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江泽民主席在 1997 

年 1z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国际上有这样一种说法，下世纪将进入信息经济、科技先导 

型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的时代”，它反映了跨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和z1世纪新时代的特征。由于受历 

史条件的限制，20世纪 90年代中期 前我国出版的生态经济学论著只注重把生态环境建设纳A生态经济 

学的理论体系，却未把信息和科技先导型经济纳入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这就要求我们今后深入探讨生态 

经济、信息和科技先导型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发展的关系，揭示它们之间内在联系及其 

规律性，完善与发展生态经济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这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生态经济学界面临的重 

大任务．也是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研究的一场攻坚战；第三，困某些客观原因，过去 2o年我国生 

态经济学界对工业生态经济的研究不够，重点放在农林等农业生态经济学研究(当然这是完全必要的)，而对 

工业生态经济同题的研究比较薄弱，迄今为止尚未有 1部工业生态经济学方面专著，这已很不适应我国工业 

化和工业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z1世纪前期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基本任务，仍然是实现工业化和工业 

现代化。而面对世界经济发展生态化与知识化的时代潮流，21世纪我国必须加强现代工业化建设的进程，使 

工业化与生态化渗透发展，工业化与知识化融合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和生态化与知识化相 

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超越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而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光辉榜样，这就 

对生态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和新要求．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工业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新观念、 

新理论、新方法作出科学阐明和正确回答，这是我国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建设赋予我们的崇高历史使命；第 

四，过去zo年我国生态经济学界着重于宏观与中观层次的生态经济问题研究，而对微观生态经济研究不足， 

主要表现一是微观层次的企业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缺乏系统理论研究；二是对公众个人和家庭环境保护 

及生态经济问题有所忽视。社会每个公民既是生态环境灾难的受害者，又是生态环境灾难的制造者，更应是 

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和建设者，为此，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最近出版的美国著名学者布朗新著《生态经 

济革命》一书指出：“当世界以坚定的步伐迈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际，不管是大企业或中小企业，皆有其应 

尽之责和课题 ，“能否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应该也做关企业的命运”。我们在这个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上 

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科学阐明和正确回答现代企业必须成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实施主体，必须成为 

可持续发展的微观主体，唯此才能最终解决生态环境建设这个伟大的历史课题，为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和全 

人类可持续发展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过去的z0年间，为中国生态经济学做出积极贡献的著名生态学家 

许涤新、马世骏、侯学煜、李博、何永祺等前辈相继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们孜孜以求的科学事业，在回顾生态 

经济学 zO年发展历史时让我们籍此缅怀几位学科前辈的不朽业绩，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不断前进。同时在 

中国生态经济学创立与发展的进程中，z0世纪 80年代以来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理论骨干在我国生态经济 

科学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谨此期望他们继续在 z1世纪为促进我国生态经济学科建设及生态经济建设中 

建功立业，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 ，施展自己聪明才智与力量，为z1世纪我国生态经济学的新发 

展做出新贡献!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时代正在到来，一个新的中国生态经济建设全面发展的时代 

正在到来，航路已开辟，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团结协作，开拓进取，共同以新研究、新创造、新成果、新的建树来 

迎接 z1世纪中国生态经济学繁荣昌盛的时代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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