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

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研究

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研究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Ecologically 
Fragile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Western China

李泽红 1, 2，柏永青 1, 2，孙九林 1, 2，董锁成 1, 2，李静楠 1, 2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Li Zehong 1, 2, Bai Yongqing 1, 2, Sun Jiulin 1, 2, Dong Suocheng 1, 2, Li Jingnan 1, 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摘要：生态脆弱贫困区的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人口贫困问题集中，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脆弱贫困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

路。本文针对我国西部地区未来一段时期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开展研究，论证了实现生态资产与农牧民人

均纯收入同时增长的发展路径，提出了相应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路线图。对照“守住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全面实现绿色现代化”的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战略目标，阐述了中长期（当前—2050 年）生态

文明建设的阶段性任务。研究表明，到 2020 年，西部地区基本消除相对贫困，使生态资产触底达到拐点，启动恢复性增长；

到 2035 年，西部地区整体消除相对贫困，彻底修复受损自然生态环境，实现整体生态恢复；到 2050 年，西部地区实现资源

节约、环境友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绿色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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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an inevitable cours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ly fragile poverty- 
stricken areas wher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seriously damaged and poverty is concentrated. In this paper, the futur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Western China is studied; the development path for simultaneous growth of ecological assets and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is demonstrated; and a corresponding strategic road map for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
tion is proposed. Holding the two baselines of development and ecology, promoting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kind and na-
ture, and achieving green modernization in an all-round way are proposed as the overall strategic goals for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ecologically fragile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Western China. Meanwhile, the phased tasks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middle and long term (from now to 2050) are described. It is predicated that by 2020, relative poverty in Western 
China will be basically eliminated and the ecological asserts will show a restorative growth; by 2035, relative poverty in Western 
China will be eradicated, the damaged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ll be completely restored, and an overall ecological recovery 
will be achieved; and by 2050, green modernization featuring resource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and comprehensiv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be achieved in West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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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国西部地区大多数区域面临着生态脆弱与贫

困并存的问题，如何科学发展已成为生态脆弱贫困

区的重要议题。开展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生态文明

建设模式研究，对西部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

现实意义。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相关学者开始探

索自然环境与人口贫困之间的关系，研究生态脆弱

贫困区的概念及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模式。

（一）生态脆弱与贫困恶性循环的理论研究

20 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学家 Nurkse [1] 系统提

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解释了经济发展落后国家

长期滞留于落后状态的原因；随后出现了一系列关

于摆脱贫困与经济发展的理论 [2~7]。20 世纪 90 年

代以来，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获得广泛认可，生

态环境与人口贫困的关系成为研究热点。Motoyama
和 Hansen [8,9] 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人口贫困和环境

破坏的恶性循环关系，投资不足、技术水平低下、

人口过速增长导致资源消耗加大，且无法合理补偿

消耗、无法有效治理污染，从而引起贫困危机。

1994 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 592 个 
国家级贫困县中，有 425 个分布在生态脆弱带上；

95% 的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地

区；覆盖全国贫困人口 70% 以上的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的重要约束之一是生态环境脆弱与生存条件恶

化 [10,11]。张复明 [12] 研究了黄土高原生态脆弱与

贫困的辩证关系，认为水土流失和经济落后相互牵

掣和制约，直接导致该地区生态和经济功能的劣化

萎缩。国内许多生态环境分布及其与人口贫困的相

关性研究表明 [13~17]，在贵州省、甘肃省、陕西

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我国西部地区，生态脆弱

区与经济贫困区高度重叠，贫困与生态脆弱互为因

果、恶性循环。解决生态脆弱与经济贫困地区发展

问题的核心是打破“脆弱 – 贫困”的恶性循环模式，

寻求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持续发展的平衡点，既要

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 [18]。

（二）生态脆弱贫困区发展与实践研究

2003 年，董锁成等 [19] 提出了生态脆弱贫困

区的概念，研究了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定西

地区生态脆弱与贫困的双重矛盾现象，发现该地区

“脆弱 – 贫困”恶性循环是自然与人文要素长期作

用的结果，而几十年来又以人为因素的作用为主。

黄永斌等 [20] 认为，生态脆弱贫困区既是生态环境

破坏最典型、最强烈的区域，也是贫困问题最集中

的区域，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着贫困与生态环境

恶化的双重压力。

目前生态脆弱贫困区的发展与实践研究涵盖了

土地利用变化、生态环境效应、生态重建、产业发

展等多个方面 [21~24]。李芬等 [25] 在综合分析生

态脆弱贫困区农业开发与脆弱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

作用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

战略与对策。张玉海 [26] 介绍了贵州岩溶山区种草

养畜、扶贫开发、石漠化治理相结合的发展实例，

体现了生态修复与扶贫开发、农民增收的有机结合。

董锁成等 [27,28] 在西部生态经济区划基础上概括

西部地区生态经济的问题与症结，研究了西部超常

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模式、生态城市建

设模式和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姚石等 [29] 依据少数

民族贫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减量化、协调性、有

效性要求，研究了政府生态补偿、企业清洁生产、

公众清洁能源消费等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整体来

看，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仍是

当前研究热点。

以党的“十八大”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战略决策为标志，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层

面并列入国家发展规划，成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指导路径。面对我国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地区生态

系统退化、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约束趋紧、经济发

展滞后的严峻形势，以及解决相关问题的迫切需求，

本文深入分析中国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生态文明建

设面临的关键问题，创新性地提出适合中国西部生

态脆弱贫困区经济发展和自然保护并重的生态文明

建设发展路线图，以期为我国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

设及研究提供了参考借鉴。

二、面临问题

开展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基础性输入包括：1994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八七

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 592 个国家级贫困县分布，

2011 年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

我国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范围和“两屏三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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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2011 年国务院发布《中

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确定的我

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分布，2016 年国务院印

发《关于同意新增部分县（市、区、旗）纳入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批复》提出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 676 个县市区分布，2008 年环境保护部印发《全

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确定的我国 8 个生态

脆弱区，西部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2017 年地

级行政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农牧民

人均纯收入等社会经济指标。

可以发现，西部地区是我国生态脆弱贫困区最

为集中的地区。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祁连山地区

和西南喀斯特山区等地区，既是生态脆弱区，也是

重点贫困区，还是我国“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

的重要支撑保障地区，构成了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

的主体。这些区域面临着生态安全屏障硬性保护、

扶贫攻坚任务艰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滞后、

发展要素相对匮乏等共性问题。

（一）协调困难

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面临着生态保护与经济

发展难以协调的问题。作为重要的生态屏障区，承

载着水源涵养、防风固沙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要

生态功能。按照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这类地区应

以保护为主。但是该类地区又是我国主要的集中连

片贫困地区、少数民族人口集聚区，部分地区还是

边疆地区，尽快实现脱贫、维护民族团结和稳固边

疆，都需要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因此面临着既要保

护绿水青山又要创造金山银山的双重任务。在生态

屏障国家生态补偿制度尚未建立和实施的情况下，

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的难度较大。协调好国家

生态屏障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实现

既发展好经济又保护好生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这成为了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

心问题。

（二）生态脆弱

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存在着生存条件相对严酷

的问题。西部生态脆弱区又分为西北干旱及沙漠化

区、西南山地及石漠化区、青藏高寒复合侵蚀区等

三大类区域。其中，黄土高原干旱缺水，丘陵沟壑

纵深，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贫瘠；青藏高原高寒缺

氧，云贵高原山高沟深，山地石漠化严重；部分区

域地质灾害频发，生存条件十分严酷，生态环境极

其脆弱，一旦破坏很难恢复。青藏高原、黄土高原、

西南喀斯特山地等地区曾被联合国相关机构评价为

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为防范大规模开发导致生

态系统进一步失衡，这些地区在开发规模和强度上

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也约束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三）经济贫困

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面临着扶贫攻坚任务艰巨

的问题。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一直

是我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截至 2018 年 2 月，全

国 585 个贫困县中 435 个属于西部地区。由于地理、

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部分地区长期封闭，

脱贫内生动力不足。要实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西部贫困地区。

生态脆弱是西部贫困区人口最主要的致贫因素，打

破贫困与生态脆弱的恶性循环是西部生态脆弱贫困

地区脱贫的重要突破口。

（四）基础薄弱

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面临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滞后的问题。由于历史、地理位置、生态环

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从交通条件到文

化、教育、卫生条件，从城市到农村，西部生态脆

弱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全面落后于

东部地区。2017 年，我国西部地区公路网密度为

0.27 km/km2，而东部地区高达 1.18 km/km2。基础

设施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的滞后又严重制约了当地经

济发展，形成了恶性循环。西南缺土，西北缺水，

青藏高原缺积温，这些地方的建设成本高、施工难

度大，要实现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指标接

近全国平均水平难度很大，这是西部生态脆弱贫困

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正视的现实难题。

（五）要素短缺

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面临着资本、人才、科技

等要素严重不足的问题。由于地处内陆、远离东中

部地区的经济中心，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投入

严重失衡。面对沿海地区巨大的吸引力，西部人才

普遍存在“孔雀东南飞”的倾向，特别是年纪轻、

职称和学历高且竞争力强的科技人才更容易选择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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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沿海地区流动。人力资源的流失带动了技术和

资本的流失，从而影响了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持续

发展。

三、发展战略路线图

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面临着生态系统退化、环

境污染严重、资源约束趋紧、经济发展滞后的严峻

形势。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

文明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突出地位并融入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过程。

（一）总体目标

守住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全面实现绿色现代化。守住发展底线，重在

保障经济社会充分发展和均衡发展：当前主要是脱

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期是要为实现现代

化奠定良好基础，长远是要全面实现现代化。守住

生态底线，重在实现生态资产的正增长：当前要遏

制一切形式的生态环境恶化，实现生态资产的整体

转正；中期彻底修复受损自然生态环境，实现生态

资产的恢复性增长；远期要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循

环，实现生态资产的自我正向增长，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二）发展原则

坚持保障发展原则。守住发展底线，着力补齐

短板、做强长板，破解发展瓶颈，挖掘发展潜力；

重点解决西部地区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

加大扶贫攻坚力度，确保缩小与东中部地区的发展

差距。

坚持绿色发展原则。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

制，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绿色低碳循环产业

体系。

坚持保护生态原则。坚决保护国家生态安全屏

障，严格执行主体功能区战略，划定生态红线，守

住生态底线。正确处理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统筹解决贫困问题与

生态问题，做到既要生存又要生态，既要温饱又要

环保，实现百姓富与生态美的有机统一。

坚持因地制宜原则。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对不

同区域采取差别化发展战略。对于国家生态安全屏

障（如三江源、青藏高原、祁连山）和黄土高原生

态脆弱区等地区，要突出保护优先；对西部重点开

发轴带、重点城市圈、资源富集区要强调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坚持区域协调原则。加大全国财政转移支付，

探索区域间生态补偿政策，对西部地区执行优惠的

财税政策。继续推进东中部省市对西部的对口支援

工作，实现产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全方

位的对接，促进西部跨越发展，增强全国发展的区

域协调性。

坚持边疆稳固民族和谐原则。支持西部民族地

区及边疆地区加快发展，对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

区加大扶贫力度，确保如期脱贫。打击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巩固边疆

安全，保护西部地区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

（三）战略路线图

以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和时间节点为横轴，以生

态资产为纵轴，绘制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在未来一

段时期内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实现生态资产与农

牧民人均纯收入同时正增长的生态文明发展战略路

线图（见图 1）。具体阐述如下：

当前，西部地区整体消除绝对贫困，遏制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的生态恶化趋势，生态资产的下降趋

于触底。

近期到 2020 年，西部地区基本消除相对贫困，

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为基本实现现代化夯实

基础；遏制一切形式的生态恶化，生态资产触底反

弹，开始恢复性增长。

中期到 2035 年，西部地区整体消除相对贫困，

与东中部地区实现均衡发展，基本实现现代化；全

面修复受损自然生态环境，实现整体生态恢复，经

过十多年的生态资产恢复性增长过程，进入生态资

产全面自我正向增长阶段。

远期到 2050 年，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绿色现代化；形成生态美、百

姓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实现绿色现

代化。

四、对策与建议

推动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生态文明建设，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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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地区发展瓶颈为突破口，加快形成西部绿色生

态屏障保护制度体系；强化生态修复促进生态资产

正增长，建立西部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培育持续

发展驱动力；积极探索生态脱贫制度体系，以新型

城镇化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通过盘

活生态资产和加大外部支援补齐要素短板。建议在

近期和中期阶段，重点实施对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

的政策扶持。

（一）完善国家生态屏障保护和生态补偿机制，实

现生态资产正增长

西部生态屏障区承担着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功

能，建议进一步完善针对国家生态屏障保护的生态

补偿机制，明确生态屏障区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确保该类地区不再因为生存和

发展的原因而进行破坏型开发建设。一是构建生态

屏障保护国家补偿制度，推动建立流域横向生态补

偿制度和东中西区域生态补偿制度。二是加强生态

补偿制度顶层设计，从单一要素补偿、分类补偿向

综合性补偿发展。三是对西部生态屏障贫困区的转

移支付补偿要由输血式补偿转变到造血式补偿，与

当地经济转型、发展能力提升和居民脱贫致富紧密

结合起来。

建设国家公园是保护西部生态屏障的重要方向

之一。建议在青藏高原、三江源等重点生态屏障区

建设西部国家公园群，构建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

建立公众参与合作管理机制，吸引公众参与保护国

家公园。积极探索资源变资产、绿水青山变金山银

山的发展道路，优化国家公园经济效益分配，确保

资源持续保护、永续发展，实现生态资产的正增长。

（二）扶持区域产业发展，打赢扶贫攻坚战

推进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的生态建设与保护产

业化进程，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战略理念，

将生态建设提升到缓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压

力、实现富民惠民的高度。以生态保护工程实施和

生态综合治理为契机，因地制宜探索生态建设与保

护产业的发展模式。

建议挖掘地方性生态价值，推进生态资源型产

业发展战略，做大做强生态农业，做强做精文化旅

游产业，积极培育生物产业、新能源等新兴产业。

加强对西部企业技术创新的减税降费扶持力度、对

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财税政策支

持力度，针对西部的生态农牧业、食品加工、生

物制药、新能源开发等产业实施专门的财税扶持

优惠政策。

建议加大生态扶贫力度，引导部分农牧民向生

态工人转变。结合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公益林补

偿、天然林资源保护、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及生态

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扩充生态建设与保护就

2015 2020 2035 2050 时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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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生态文明发展战略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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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岗位，为生态保护区的农牧民提供就业机会，稳

定提高农牧民的收入水平。

拓展整村推进扶贫工程，促进农村生活环境与

自然环境融合。鼓励多方整合资源进行统一规划、

集中投入，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及社会事业发展重

点项目建设。

实施异地搬迁扶贫工程，将生活在自然条件恶

劣、地质灾害频发、缺乏基本生存条件、就地脱贫

无望的生态脆弱区人口迁移至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

强的地区。加强职业技能培训，鼓励贫困地区劳动

力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从根本上缓解当地人口和

环境资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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