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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山 郭书 亨理 张象枢 陈克明 林发棠 

可持续发展是 21世纪全球的主旋律，也是我国的发展战略和基本国策。建设生态经 

济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 由之路+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 

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要在各级领导中形成共识。为此 ，提出建设生态经济市的建议： 

l 建设生态经济市是个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在内的整体的系统工程，内含农业、 

工业、山区、林区、矿区、自然保护区等生态经济系统。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生态农业是 

生态经济的基础。在生态农业的基础上建设生态经济市，最终实现工农一体比和城乡一体 

化，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2 建设生态经济市，要从全市的自然、社会、文化资源出发，根据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的需要，制订切合实际的规划，打破县乡行政区划界限，调整产业结构，选定主导产业，体 

现产业布局区域化和经营规模化的要求+避免产业结构的同媾化和分散化的弊端。规划要 

经过专家充分论证，并经人代会通过执行。 

3 以小流域为单元，建立种植业的四元结构，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和 

生态作物，形成分层的立体种植结构。以小流域为单元分户经营的猪 沼一果一鱼等生态模 

式，在农民自愿原则下，通过发展股份合作制的形式 走联合经营的道路，把干家万户的农 

民与大市场联结起来，发挥规模效益，提高劳动生产率 

4 山区建设重点是在 25度以下的缓坡地区，在统～规划下，制订科学的技术规程， 

选好具有山区特色和优势的经济作物，采取优惠的政策．引进社会资金，实行高起点的开 

发，在农业生产总值中可 再造一个新山区”。 

5 矿业建设重点在于实行全面复垦，建立新植被；林区建设重点在于实现永续利用； 

工业建设重点在于实行清洁生产，保持环境清洁；实现“三净 (净气、净水、净土)的环境治 

理目标。为此，围绕这些 目标，发展环境保护产业是十分重要的，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紧 

密结合起来，使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统一起来。 

6 实行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一体化，发展 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是发展农村工 

业的突破 El，也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点。即通过粗加工和精加工，生产可进入市场的最 

终产品，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发展乡镇企业结合起来， 壮大社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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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实力，加强农业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主体是农 

民，既要使农民得到部分加工和流通领域的增值效益，又能使农民避免自然和市场风险。 

7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必然会促进城镇建设，包括 

县城、乡镇、村镇三个层次。村镇建设必须有统一规划，节约土地，制订有利于农业剩余劳 

动力和农业人1：3转移的土地政策、户籍政策和体现土地级差地租的地价政策 城镇建设要 

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 

8 建设生态经济市，要以科技为先导，实行科技兴市，除了充分发挥全市科教战线各 

类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外，大力引进国内外人才，并通过同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多种形式 

的合作，形成科技与企业的利益共同体，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能力。 

9 在坚持以多种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广泛引进外资企业，特别是海外的侨资，实现国内与国际两种资源的结合，缩小与国际 

的差距。 

我们相信，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各级领导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奋 

斗，勇于改革和创新，建设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环境优美、社会文明的生态经济市是完全 

能够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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