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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快发展与全面实现贵州小康社会，是缩小地区差距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

志，如何实现贵州的全面小康，就需要在经济转型期，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倡导绿色工业，发

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等相关绿色产业，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也是实施科学发展观的重要

实践体现，对全面建成贵州小康社会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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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当代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以可持续发展

和和谐为目的，改变传统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绿色经济的本质在于以生态、经济协调

发展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以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能源以及有益于人体健

康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强调一种平衡式的经济。在走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上

，绿色经济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转型的有效途径，如何使贵州与全国同步小康成为

可能，让绿色经济在“调结构”和“稳增长”上发挥“引擎”作用，发展循环经济，落实可持

续的科学发展观，是当今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同步小康的重要基础。 

 

一、绿色经济概说 

《2011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以“实现绿色的经济转型”为主题，将经济的转型

重点放在绿色发展上，依靠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中国绿色转型与绿色发展，这是继科学发展观

之后，绿色经济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绿色经济”这一概念由英国的环境经

济学家皮尔斯在《绿色经济蓝图》中首次提出，其思想主旨在于指出绿色经济能够遵循“开发

需求、降低成本、加大动力、协调一致、宏观有控”等五项准则。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绿

色经济的解释更趋全面，含括了宏观和微观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并强调可持续发展模式和以

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核心，更多考虑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及生态建设的统一协调，其实质是

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建立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减少利益冲突，它在保证经济发展的效

率和速度上，维护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的发展观又需以绿色经济为途

径，避免走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发展方式，与这种发展方式不同的是，绿色经

济始终是以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与能源、有益于人体健康的经济为宗旨，让传统

的经济增长转变为“绿色增长”，其含义是一种保持环境友好的经济增长，环境友好反过来优

化经济增长，起到双重保护作用。 



在总体的发展战略上，绿色经济发展要求调整产业结构，以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作为

重要支撑，加强区域统筹，优化发展布局，倡导绿色消费，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发展目标，突出

“转型”和“创新”的两大战略，这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方向的选择，在当下的经济转型期尤

为重要，现今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如何走一条效益好、代价小、可持续的绿色发展新道路，

将是各地区间要走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我们也看到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还需要考虑到

不同地区的特色、优势与劣势。在《2010 中国绿色发展指数年度报告》中，就以贵州都匀的

茶产业为模板，以走市场化、生态化、品牌化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推动都匀发展现代农业绿

色经济，既具生态效益，也有经济效益，这对贵州未来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示范效用，也是贵州

实现同步小康建设的积极探索。 

 

二、发展绿色经济的几种路径 

发展绿色经济，就是要实施可循环、无污染、生态协调的发展方式。其具体途径可大致分

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发展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的发展核心是将农业发展与资源能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兼顾生态效益

与经济效益，它将传统农业上升到一种可持续的、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和生活状态。生态农业

是指通过保护土地、水和环境，保持生物多样性，不用化学投入和基因工程污染环境，在当前

和未来保障农业健康发展和提供健康食品，并在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前提的基础上，推

动农业产业以生态化、标准化、无公害化为特征的发展模式。贵州具有特殊的石漠化地质结构

，因此，以贵州地域条件为支点，充分利用当地自然生态，发展与自然环境协调共生的具有贵

州特色的生态产业，因地制宜，实施具有区域特点的生态农业模式，利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

和循环农业等生产方式，建设农村生态文化、生态环境保护。在具体实践上，以建设特色农业

综合开发，高新技术农业项目建设和绿色食品产业的规模化，建设绿色无公害的农产品基地，

省级农业标准示范区等，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减轻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促进农业产业

化与循环经济的发展，推动农业现代化向生态化转型。农业生态化的发展在人类与自然和谐发

展的基础上，保障人类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二)发展生态工业 

传统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直以来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影响当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主要是高污染、高消耗、低效能等，对环境的破坏威胁人的身心健康。因此，倡导以绿色企

业为主体的绿色经济发展，培育绿色新兴产业，加强绿色产业集聚区的建设，推广资源节约和

环境友好的两型产业，生态工业以运用生态规律、经济规律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来经营和管理，

以资源节约，对环境损害轻和废弃物循环利用为特征的工业发展模式，其实质是对能源资源的

消耗量和污染废弃物排放量最小化，使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最低，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工

业模式，通过绿色制造业、生态加工业、绿色建筑业等大大减少能源资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

贵州的工业体系对能源依赖程度较高，重工业比重较大，主要体现在煤炭、磷矿和铝三大产业

上，这种工业结构建立在资源开发的基础上，资源环境问题比较突出。因此，贵州在工业发展

路径上，进行合理的工业结构调整，实现生态化，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道路，避免先污染，



后治理的传统工业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片面追求经济总量与经济增速，造成

地区贫困与生态退化的恶性循环。而发展循环经济和新能源行业，开发具有生态性质的产业园

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生态示范区等，是贵州建设工业产业发展与生态工业系统所不可缺少的

基础，也是贵州全面实现同步小康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 

(三)发展生态旅游业 

贵州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气候条件，具有开发生态旅游的优势，近几年来，贵州凉爽

的气候已成为越来越多人选择的避暑胜地。一方面，通过“中国避暑之都”和“多彩贵州”品

牌带动休闲度假的旅游发展，贵州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和地质，虽然这种地质结构生态脆弱

，但旅游资源丰富，具备名山秀水、奇峰异洞、瀑布、岩溶、峡谷、温泉等独具特色的自然风

光和民族风情，这种“无烟工业”不仅保护资源、美化环境，而且促进了当地区域经济发展。

将生态旅游与西部大开发、贵州生态环境建设、景观改造和生态重建结合起来，发展不同于其

他地区的生态旅游模式，协调生态与经济的同步发展。另一方面，以生态农业观光园、生态公

园、生态特色城镇等为主的发展模式，构建绿色的生活理念，促进入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谐发

展，提高生活品位和生活质量，加快贵州的同步小康建设，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兴旅游方式，

既具生态功能，也有经济功能的双重作用，有利于促进城镇建设和生态恢复。 

 

三、发展绿色经济对同步小康建设的战略意义 

贵州作为西部欠发达的地区，加快贵州经济发展，全面建成与全国同步小康社会的目标，

绿色经济作为同步小康的实现路径之一，其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有助于提高生活水平和地区经

济建设，坚持可持续的发展观在于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也考虑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不剥夺

后代人的发展需要和环境质量，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走绿色发展的经济道路，是当今地区经

济发展较为优化的选择。 

绿色经济改变传统的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引领传统工业的变革，对生产领域来说，

传统工业化大生产以单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为核心，发展同步小康的社会在于经

济发展和提高人的生活水平，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增进人们的福利，共建小康社会不能

仅仅单纯强调 GDP 增长和发展速度，它必然是体现长期与短期的幸福与福利、局部与全局之间

持续和不可持续发展，地区发展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与长期利益背道而驰。贵州经济总体落后

，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走绿色经济发展的模式，将给贵州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趋势中吸取其他地区的经验教训，尽量少走先造成污染，再花精

力治污的弯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对于我省同步小康建设具有几个方面的积极作用：(1)可

以解决我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平衡人与自然发展的关系，减少环境的突出问题

。(2)以绿色经济发展为依托的发展模式，在贵州省经济获得增长的同时，可以提高人们的生

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3)发展绿色经济

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手段，也是我省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有助于经济转

型期实现小康和社会和谐。(4)发展绿色经济可以将我省企业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生态利益

合理、科学地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建立在“三重底线”基础上，以创新、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

本为原则的国家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同步小康的重要基础保障，而走绿

色经济发展道路，兼顾了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这对一个地区的发展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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