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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生态经济发展战略的对策思考 

祝海波, 尹少华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4) 

摘要:实施生态经济发展战略是湖南在新世纪的必然选择, 湖南的经济在向生态经济转变过程中具有很强的优势:优越的地

理环境、良好的生态和物种多样性、蓬勃发展的旅游业、雄厚的科研实力和人才储备以及发展的良好趋势。同时也存在一些劣

势:人口压力大、资源不足、生态环境恶化和环境治理保护方面的不足。所以必须在此基础上从整体规划、培养生态意识、优化

经济结构、发展环保产业以及建设生态文明等方面制定出湖南生态经济发展战略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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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湖南正着力于推进“中部崛起”。“和谐湖南” 是湖南省实现中部崛起的重大战略构想, 其中生态湖南是建设“和

谐湖南” 的基础和重要标志。用生态经济观念构建“和谐湖南” 是湖南省对当今世界现代文明进步主流和国内外环保大势所

趋的积极回应, 也是吸取国内外生态教训与忧患之后, 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明智选择。2005年各省市都在研究制定“十一五” 

规划, 海南、广东、山东等省响亮地提出建设生态省的口号。在中国环境保护依然存在严重危机的现实面前, 湖南不能不选择

生态经济发展战略。富有时代新意的“生态湖南”, 已不仅仅只是环境保护的层面, 而是坚持科学发展观, 彻底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的一场重大变革。这一战略构想的提出,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战略必要性。湖南21世纪发展战略将是一个生态与经济紧密结合

的战略。 

一、湖南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变的优势分析 

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若纵向比较则成就巨大, 

GDP提前翻番, 人均收入在中部地区达到1 000美元, 率先由总体小康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湖南人的生活以省会长沙

和省内其他开放旅游城市为例, 多有奢侈之风, 其高消费意识直逼沿海发达地区；湖南良好的自然生态在国内外皆有好评。应

该说从传统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变有诸多有利条件。 

(一)湖南具有较为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 

湖南位于长江中游南部, 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 光热充足、雨量丰沛、气温适宜；且三面环山,山清水秀, 湖泊遍布, 水

源充足。其自然地理环境区位优势显著, 尽管近年来也有旱涝灾情发生, 但由于生态以及旅游经济的发展, 湖南保留了许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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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的地貌特征, 如张家界、衡山、九嶷山、莽山、莨山、岳麓山等奇山险峻秀丽。湖南的水系更为发达, 湘、资、沅、澧等

九条江河经洞庭流入长江, 全国七分之一的水在此汇聚。洞庭湖经三年的平垸行洪、移民建镇、退田还湖, 在原有的面积上增

加544 万平方公里。另外湖南地域上不沿海沿边, 少有赤潮、台风等海洋性突然袭击的灾难影响, 也很难产生沙尘暴、特大干

旱、沙漠化等北方经常性的自然灾害。 

(二)湖南森林覆盖率、生态和物种多样性良好 

湖南1993年率先实现“消灭荒山” 目标, 1997年实现全面绿化, 林业生态综合发展。2004年完成造林面积33.37万公顷, 其

中退耕还林16.2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54.32%, 居全国第三位。自然生态系统以植被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为特征, 森林生态系

统、灌木丛生系统和草地、湿地系统群落多样, 物种丰富。湖南省野生植物物种已记录的种子植物4 324种, 分属248科1 245属, 

其中不少是湖南特有种。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有79种。全省已知的各类脊椎动物826种, 列国家重点保护

名录的有113种, 其中一级重点保护动物22种, 二级保护动物91种。至2004年底, 已建立了不同级别、层次和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84个, 共计104.9万公顷, 占湖南省国土面积的4.95%。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个,省级自然保护区34个, 市级和县级自然保护

区42个。 

(三)湖南旅游业正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湖南旅游在中部地区有领先优势, 在全国和世界也具比较优势。有世界地质公园、世界遗产张家界,有佛教圣地南岳等国家

重点风景名胜区7处, 有天下名楼岳阳楼等国家级4A级旅游景点13个, 有长沙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3座, 有韶山等国家优秀旅

游城市5座, 有岳麓书院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处。近年来, 湖南每年举办的旅游节闻名于世,旅游直接创造的经济效益

占GDP的份额年年增长。2004年旅游总收入达370.3亿元, 其中全年入境旅游者55万人次, 创汇3.1亿美元, 入境游已居中南六省

第一位, 入境旅游者人均消费13.8美元, 标志着湖南正从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产业大省迈进。 

(四)湖南具有发展生态经济雄厚的人才储备和科技力量 

湖南每年培养上万名农业、林业、旅游本科毕业生、硕士和博士。拥有像袁隆平院士、官春云院士等一大批从事农业、林

业、旅游生产科技研究的专家学者, 加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农业研究所、湖南林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

单位多年来在农林产业领域、环保科技领域探索的科研转化为生产力的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在全国具有领先地位, 具有强

大的生态科技优势。 

(五)湖南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化呈现良好趋势 

湖南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已取得明显成效。20世纪90年代以来, 湖南下大力气治理环境污染, 关停并转有污染的工厂企业, 

“三废” 和大气污染得到较好控制。近年来以水资源优化为重点, 集中开展洞庭湖、湘江流域的污染治理, 构建生态安全屏障, 

并确立了上游城市对出境水质负责的行政首长问责制度。在资源供求紧张, 环境不断恶化的现实状况下, 没有再走靠大量增加

投资、消耗资源粗放增长的传统老路, 而是努力探索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充分发挥

的内涵增长之路。在泛珠三角战略和长株潭融城格局中, 大力发展生态模范城市和生态工业示范园区, 运用生态规律制定和完

善城市发展规划。2005年, 湖南长沙被评为中国城市规划能力前三甲城市就足以说明这点。体现出湖南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变的

走势日益强劲。 

二、湖南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变的劣势分析 

(一)湖南是人口大省, 人口众多, 社会压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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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2004年, 全省总人口6 697万, 计划外生育仍然存在。全省每年出生3万名弱残疾婴儿, 男女性别比115.74:100, 失

衡逐年增加, 人口的数量和素质问题不少。2010年前后, 湖南适龄劳动人口处于高增长期, 平均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在100万左

右, 加上现有100万城镇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以及约9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 就业矛盾突出。湖南省乡村人口4 430多万占总人口

的66%,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43个百分点, 农村人口的转移任务艰巨。 

(二)人均资源占有量不高, 关键资源严重不足 

湖南省耕地面积为392.2万顷, 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3%, 人均耕地0.9 亩, 只占全国平均水平的56%, 有56个县人均耕地面

积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1.2亩警戒线。矿产资源种类较多, 少数矿产储量居全国前列, 但总体人均资源占有量不高, 可持

续供给力不足, 可供开发的后备资源少。湖南省不能满足需求和自给的矿藏达23种, 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5宗支柱性

资源大多短缺, 如石油、天然气、钾盐没有探明储量, 铝土矿、铜、硫等资源稀少。(三)生态环境明显恶化 

建国以来, 全省平均每年水土流失发展速度为1.59%, 治理速度只有0.54%, 加之气候变化, 近年湖南省水旱灾害频发。城

市生态环境表现在水污染呈发展趋势, 湘江的污染威胁到长沙、株洲、湘潭、衡阳的饮水水源。资水、沅水、澧水和洞庭湖污

染造成水质性缺水在部分区域和城市时有显现。另外湖南明显形成湘江流域和沅水流域两条酸雨带, 特别以长沙为中心, 北起

岳阳、南到永州的流域性酸雨带, 已成为全国最严重的酸雨区之一。 

(四)环境治理和保护方面非常不足 

由于湖南属经济欠发达地区, 各地发展经济愿望强烈, 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上, 有的急功近利、顾此失彼, 

违背自然规律, 超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过度开发, 有的忽视污染防治措施, 规避环境监督管理违规生产, 有的为了政绩大抓形

象样板工程, 却对环保设施匮乏和环境污染熟视无睹, 造成问题积重难返。 

三、湖南生态经济发展战略的对策与建议 

(一)制订生态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科学布局经济建设 

湖南应该把生态经济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重要的战略。把发展生态经济内容列入湖南“十一五”计划, 并做好2010年

以后中长远总体规划, 使之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有重要的指导地位。在此基础上, 再具体制定湖南不同区域、城乡体系、

生态园区等不同层次的生态经济发展计划。制订绿色GDP经济核算体系和发展评估标准, 使不同经济水准的区域、不同自然基础

的地区都可以找到生态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在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 挑战机遇并存的形势下, 湖南争取东部科技

和项目资金投入, 利用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和市场, 需要率先打出生态牌, 以生态经济战略提升湖南经济质量和区域竞争力, 

确保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地发展。 

(二)发展以长沙为核心的长株潭生态经济带,形成湖南生态经济腾飞的增长极 

在前不久的国家有关部门和机构的排名中, 长沙的城市规划能力居全国第七, 长沙综合实力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居第9位。这

无疑是长沙近几年城市建设一直致力于生态建设这个主题的良好注解。岳麓风景区、橘子洲风景区以及湘江沿江风光带的修缮

和完工, 更加提升了长沙的城市品味。无论是从经济实力, 还是政治、文化影响力, 长沙都当仁不让是湖南最重要的城市。加

上长株潭三市地理位置、距离、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优势, 长株潭一体化又是湖南新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因此, 发展以长沙为

核心的长株潭生态经济带, 形成湖南生态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形成集聚和辐射功能较强的城市大生态经济圈, 以此带动全省生

态经济的全面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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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化经济结构, 用生态经济催生新兴产业 

生态经济是一个高度综合复杂的系统, 它涉及的核心问题始终与经济运行相伴相生。不仅事关经济决策, 更重要在于经济

结构的调整。湖南具有生态资源和发展优势, 但这种优势的转换在于生态资源经济化和市场化。只有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中

才能达到发展生态经济目的。但处于欠发达地区的湖南, 生态经济建设的每一个具体的实践, 都必然要触动现存生产和经济结

构。未来生态经济将逐步淘汰一批老行业,改造一批现有的行业, 创立一批新型的行业。因此,发展生态经济可以把生态农业、

有机食品、环保产业、生态旅游、绿色贸易等培育成为新的支柱产业, 并横跨三产业实质连锁起来, 形成有自身特色的产业集

群,组成新的经济结构, 抢占市场经济新高地。 

(四)优化工业产业整体素质, 走生态工业化道路 

对湖南而言, 首先必须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绿色加工业, 尤其是提高纺织、食品、饮料

等传统产业产品的生态技术含量, 改变向东部地区输出粗加工产品的状况。其次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生物医药、电子

信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等领域, 优先发展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 推动高新技术产业跨越式发展。第三

是利用信息化促进工业化。大力推广应用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 缩短研发周期, 降低制造成本, 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第四

是促进有限资源向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集中, 支持支柱产业和优势企业的发展。 

(五)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生态农业转变 

湖南农业发达, 自古就有“湖广熟, 天下足”的美誉, 是中国重要的产粮基地, 也是农业大省。但却不是农业强省, 虽然

拥有一大批像袁隆平、官春云院士那样的农业专家, 但湖南在传统农业改造方面却远远落后于像广东、浙江、江苏、山东、辽

宁等省份。因此, 湖南应当以市场为导向, 以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为中心, 走具有地区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建设之路。积极

推进农业产业化, 使农业朝着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方向发展。利用生态优势, 积极引进新资源, 

大力发展绿色食品、特色食品生产和精深加工。 

(六)加强对外合作, 推进湖南生态经济一体化 

湖南要发展, 必须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内外的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应在巩固提高传统产品出口的同时, 积极

开拓新产品特别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扶持一批具有规模、品牌和市场优势的大中型企业集团到境外投资, 引导优势企业“走

出去”,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在吸引投资的同时, 重视技术尤其是高、精、尖技术的引进, 把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 切

实做好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工作, 使技术引进成为湖南加快工业化的助推器。湖南资源丰富多彩, 民俗风情别具特色, 比沿海

发达地区有优势,张家界、武陵源、南岳衡山、炎帝陵、舜帝陵、岳阳楼、洞庭湖等都是发展生态旅游的国际品牌。要保护好世

界遗产和各类自然风景区, 使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互相促进。另外, 通过建立各种形式的生态开发区和生态示范区, 是提高生

态环境效益, 促进自然生态与经济建设发展的有效形式, 能够促进世界高新技术与湖南生态资源的良好结合。 

综上所述, 用生态经济观念来构建“和谐湖南”, 大力建设“生态湖南”, 并将生态经济发展战略作为新世纪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重大选择, 是湖南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现中部崛起的必然要求, 也是当前建设“和谐湖南” 和全面小康社会

的基本条件和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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