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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时代已降临中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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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出了我国弟 2个50年的两太战略任务，指出我国已探索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生态时代 已降临中华 

大地 强调控制人口，建设山区是生态时代巫蔫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键调 生态时代 经济建设 控制^口 建设山区 

The ecological eta has c0m to the earth of China．SHI Shan(Chinese Society of Ecologicat Economy，Beijlng 

i00732)．CJEA，200l，9(1) 3～ 5 

Abstract Two strategic tasks of the second 50 years in China has been advanced．It is pointed out that a new way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has been exploredt and the ecologica[era has come to the earth of China．It is emphasized 

that controlling population and building mountainotl$region are important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ecological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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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第 2个5O年的两大战略任务 

我国第2个 5O年的两大战略任务一是经济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这是硬指标，与过去的脱贫标准、 

小康标准不同，后两者是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确定的，低一点也可以，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客观存在，有大 

批现实摆在那里，虽各不相同，但有几个共同的标准是公认的，必须达到，这个任务十分艰巨。我国资源与环 

境的压力大，回旋余地小，更加剧了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的难度；二是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山JIl秀美、江河清 

澈 这一战略任务与前一战略任务密不可分，没有后者，前者很难实现；没有前者，又无力量建设后者，二者必 

须同步完成，难度更大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且在继续恶化。水土流失、荒漠化(包括石漠化)、水旱 

灾害、污染和酸雨 5方面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用过去的老办法治理不了，必须有新办法、新措施。大部分地区 

究竟是指多大范围?50 显然不行，6O 似少些，一般认为应是 7O ～8O％；90 当然更好，但确实难度太 

大。若按 7O 计算，1年需治理好(并保持好)13．44万 km。；按 8O 计算，则需治理 15．36万km 过去50年 

的水土保持工作究竟每年完成多少呢?有 2个统计数字，一是 67万km (1999年 1月公布的 全国生态环境 

建设规划”)，一是 74万 km (《人民日报}1998年 8月4日报道的“全国水土保持工作成绩巨大”一文)。以后 

者报道计，每年约治理 1．5万km。，保存下来多少尚未公布，这一标准显然是很低的。现在每年需要治理好 13 
～ 15万km 并保存下来，可见其任务之艰巨。所以，必须有新的建设思想和新办法，真正把发展经济、建设环 

境、培植资源的工作结合起来，与掠夺性经营思想彻底决裂。这是一场经济建设思想和建设方法的革命，必须 

及时完成。由于我国人口还在增加，大约将在发展到 16亿人的水平时才能稳定下来，而老龄社会已提前到 

来，三大人口高峰(人口、劳动力、老龄)叠加，压力是十分巨大的。必须在人口高峰到来之前，完成这两大战略 

任务，才能从容应付人口高峰的挑战，并使我国逐步强盛起来 

2 探索新的经济建设之路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人们认真反思建国 30年中经济建设实践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通过实践是检验 

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人们考虑问题的范围不断扩大。中国科学院在李昌同志的主持下，1978年始率先在 

5个县进行农业现代化实验，并成立了3个综合性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在5千县进行农业区蜘和规划工 

作，把系统工程方法引进区划和规划领域，提出调整种植结构和各种思路并进行实践；1978年冬《人民日报》 

发表了2篇关于黄土高原农业生产方针的文章，掀起了有关这个问题的大讨论，各地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文 

· 中国生态经济学会酎理事长 全国生态农业县建设领导小组顾词 

收稿日期：2000—09—04 

http://www.cqvip.com


4 中 国 生 态 农 业 学 报 第9卷 

章，土派、水派、林草派和粮派都发表了各自的见解。1980年春在一次讨论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要把 

黄土高原建成畜牧基地、林业基地，要用飞机种草种树”。1983年秋胡耀邦同志视察青海、甘肃省再次提倡种 

草，提出有名的反弹琵琶论，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西部问题 1980年完成的《全国综合农业区划》对掠夺性经 

营方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建国后，⋯⋯在相当普遍的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对农业自然资源实行了掠夺性的 

经营，破坏生态平衡，致使资源衰退，形成了农业的恶性循环。掠夺性经营的具体表现是：种植业广种薄收，重 

用轻养；林业过量采伐，重采轻造；草原牧业超载过牧，靠天养畜；渔业酷渔滥捕，重捕轻养。这种情况在50年 

代后期就开始出现，此后愈演愈烈，造成严重恶果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于 1991年4月提出如下论断：“建 

国4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以高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若仍以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即使可 

以实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的目标，但在未来的发展中仍是难以为继的”。早在 1963年竺可桢等24位 

著名科学家署名的“关于自然资源破坏情况及今后加强合理利用与保护的意见”中已提出“全国的自然资源 

基本上处于只用不管，无人总管的状态”的警告。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洪流中一个新的经济理论在我国出 

现井迅速传播开来，这就是生态经济理论。我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许涤新先生于1980年提出“在生态平衡 

与经济平衡之间，主导的一面一般说应该是前者，因为生态平衡如果受到破坏，这种破坏的损失就要落在经 

济的身上”。这实际上是讲两个规律(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非常重要 之后一部分学者从 

事生态经济理论方面的探索，到现在为止已出版了近 150部著作，涉及广大领域，对新思想的传播和新问题 

的探索起了很大作用。更多的专家和科技人员从事实践活动，在生态农业、生态城市和山区小流域综合开发 

治理等方面创造了一大批成功典型，既吸引了大批群众，又深化了理论，为我国经济建设闯出一条新路 ，特别 

是为我国的农村建设、山区建设展示出广阔的前景。目前全国约有 300个县响应江泽民总书记的号召：“建设 

生态农业”，较早发展的一批县已有 l0余年建设历史，他们是 自发搞起来的(当然他们自己是非常自觉的)， 

是在没有任何额外财政投入的情况下实现的，艰苦创业，经验非常过硬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县级领导有强烈 

的生态经济意识，决心走一条经济建设新路；依靠科技人员和有经验的干部制定出一个全县的综合发展规 

划，经群众讨论修改、经县人大通过具有法律效力，在一定时期内各届政府连续执行，即所谓共念“一本经”和 
一 张蓝图绘到底 按照规戈 把境内各种自然资源逐步合理利用起来发展大农业；把县级各部门的人财物力协 

调、组织起来为实施规划服务，各部门工作纳入规划之中统一实施，同时实现了富民、富县并使境内山川秀美 

等几大任务。他们成功的奥秘就在于一举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四大难题，即掠夺性经营思想、小农业思想、 

条条各自为政和短期行为。由于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符合农民要求，农民积极拥护和参与，形成愈干愈 

想干、愈干规模愈大和速度愈快的喜人局面，所以专家学者们称它是农村改革开放中的第 3个伟大创造 

1991年夏在河北省迁安县召开了全国生态农业县建设经验交流会，1993年 12月国务院七部委(局)联合成 

立了全国生态农业县建设领导小组并召开了第 1次工作会议，决定直接领导 51个县作为试验县。1999年夏 

组织专家组对这批试点县的阶段性成果进行验收，2000年 3月召开了全国生态农业县建设工作表彰大会， 

宣布 51个县均通过国家级验收并表彰了其中l6个生态农业建设先进县。它们下一步的目标是建设生态经 

济强县，发展绿色生产基地，生产无污染、高品位的农产品，供应大城市和出口创汇，这正是时代的需求。这样 

的县发展多了，必将出现绿色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形势，逼着城市改造，不再以农村为壑，从而推动全国的生态 

环境建设 ，这将极有利于两个战略任务的顺利完成 

3 生态时代已降临中华大地 

现在的新形势是全国约 300个实施生态农业或生态示范医的县得到了肯定和支持 ，它们的积极性被进 
一 步调动起来，有 20多个地市自觉行动起来，到2000年 8月已有 6个省市明确宣布建设目标，如江西省建 

设生态经济区，海南省建设生态省，吉林省建设生态示范省．云南省建设绿色经济强省，上海市建设生态城 

市，黑龙江省建设生态农业太省等，虽名称不同，但总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在西部大开发热潮中一大批贫困 

县势将奋起直追，它们必然要选择生态农业之路。中央的战略构想，上下均积极推行，说明生态时代已经降临 

中华大地，在生态时代中华大地应大放异彩，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科学文化建设、艺术和卫生建设等各个 

方面创造出适合人类生活的先进模式，把中华大地建成一片锦绣河山，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为此，应努力认 

真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认真研究生态时代的特点及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变化。我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教 

授在《论生态时代》一文中曾对生态时代的特点作了明确的阐述：“把现代经济社会运行与发展切实转移到良 

性生态循环和经济循环的轨道上来，使人、社会与自然重新成为有机统一体。因此，实现人与自然的更高层次 

的和谐统一，达到生态与经济在新的更高水平的协调发展，就成为生态时代的首要的、本质的特征”。把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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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基本特征，我们就可以清理落后于时代的许多旧思想和旧作法，探索适合新时代需要的新思想、新作法， 

有破有立，相得益彰。随着生态时代的到来，在经济建设方面有人提出了生态经济思想或理论 ；在文化观方面 

有人认为现代化科学文化是包括科学文化、人文文化和自然文化在内的复杂的文化生态系统，称之为大文 

化；在历史观方面有人提出了生态史观；也有学者提出建设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的主张，认为21世纪将是生 

态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世纪，人与自然应成为和谐相处的伙伴 1 992年4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地球环境 

贤人会议通过了《东京宣言》中提出建立新的环境伦理和价值体系，即加强人类、环境、开发三者之间的联系； 

按照自然规律办事；不垄断环境，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平等分享美好的环境，根据当代人和下一代人的需要 

采取行动。有人主张建立“保护环境式的社会”，有人主张富目的工业文明应转变为环保文明。国内有人指出 

“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应该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高度统一”。类似主张和论点很多，说明人们 

在深入思考生态时代各方面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是非常好的学术气氛，它促使我们思考问题并见诸行动。 

二是认真推行生态农业县和生态示范区建设，真正把富县、富民和生态环境建设统一协调起来，这也是建设 

绿色生产基地、发展绿色食品的重大步骤。城市和工业部门应做到“自扫门前雪”，不再以污水危害农村，下大 

力量治理各种污染；我国是一个多山国家，在建设山区，治理水土流失，发展山区经济方面我们更应有所贡 

献。三是需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大讨论和全国 的宣传教育活动，对大多数国民来说，生态时代毕竟还是一 

个新事物，对它将引发的新变化更不理解，因此需要有一个全国性宣传教育活动，以提高国民的认识和觉悟， 

这项工作做好了，人们觉悟水平提高了，生态时代的各项建设事业就能顺利开展起来。 

4 生态时代亟需解决的重点及难点问题 

我国第 2个 50年的两大战略任务，中央决策部门已有妥善安排，如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生态环境建设 

决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10个五年计划制定等等，现在是 真实施的问题。这里只想强调 1个问题，即 
一

定要在重点、难点问题上下功夫，这是生态时代大放异彩的关键所在。所谓重点和难点问题就是农业和农 

村阿题，尤其是人口问题和山区问题。人口问题，日本学者提出了“人口减少的国家才是 21世纪的发达国 

家”的新论点，认为人口减少是极为正常的现象，这类国家才是发达国家。由于人口减少，人口、资源、环境的 

紧张关系将得到缓解，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都会轻松一些，整个社会就能稳定、和谐起来。我国人口极限为 1 6 

亿人，但我国最适宜人口为 8亿人左右，而目前的人口为 12亿人，如果我国人口能在 16亿人之前实现零增 

长，不仅对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安排极为有利，对世界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因此，控制人口增长，提高 

人口素质，仍是我国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山区问题，我国山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70 ，就县而言，有 70 

以上的县在山区和半山区，纯平原县只有 61 2个，约占总县数的25 。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主要在 

山区，森林破坏阿题主要在山区，水土流失问题、荒漠化和石漠化问题也主要在山区。现在大力推行的天然林 

保护、退耕还林(草)、封山育林、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等等工作，主要也在山区。山区是一个复杂大系统， 

有它的运行和发展规律，而且各地山区差异很大，各有特点，不下功夫治理和开发山区是不行的，我国山区幅 

员广阔，资源丰富，潜力巨大，山区建设好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就能在生态时代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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