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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产业是生态经济的产业化形态，它体现了生态资源环境的客观形势

，同时也关注生态环境的承栽能力，将产业的发展限定其中，实现产业与环境之间的

协调发展。本文分析了甘青川藏区独特的生态资源优势，指出按照生态产业发展特征

与规律该区域发展生态产业的重点领域，并提出实现路径和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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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青川藏区主要涉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和果洛藏族自治州，

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等五个自治州。该区域总面积约为 37.70 万 km2,总

人口约 307.47 万人，平均人口密度约 8.16 人/km2。甘青川藏区卧居青藏高原东侧边缘，既是

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交接地带，又是湿润的亚热带四川盆地与西北半干旱、干旱荒漠区

的中间过渡区域，是内地先进的生产力和欠发达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汇地段•集政治地理上的敏

感性、经济地理上的边缘性、社会地理上的复杂性、自然地理上的脆弱性于一体，加快该区域

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于新形势下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生态安全具有特殊®要的意

义，是到 2020 年同步全面小康的关键所在。既要符合功能区要求，又要发展经济•促进农牧民

增收，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是必然选择。

一、生态产业的内涵

生态产业是以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基于生态系统承载力，模拟自然生态系统而建立具

有完整生命周期、高效代谢过程的产业发展生态系统；核心是最大限度地降低消耗、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和减少对环境的压力，以实现人与自然、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生态产业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服务业。生态工业从宏观上使工业经济系统和生

态系统耦合，协调工业的生态、经济和技术关系；在微观上做到工业生态资源的多层次物质循

环和综合利用，提高工业生态经济子系统的能量转换和物质循环效率。生态农业既强调传统农

业的废弃物质循环利用.又规避单一连作和大饿使用化肥、农药等化学品及大量使用化石能源

等常规现代农业的弊病，通过用系统学和生态学规律指导农业和农业生态系统结构的调整与优



化，比如推行立体种植、病虫害生物防治。生态服务业包括绿色商业服务业、生态旅游业、现

代物流业、绿色公共管理服务等。发展生态产业需坚持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保护优先。良好的

生态环境是发展生态产业的必备前提，而坚持保护生态环境优先，更是关系长远发展和子孙后

代福祉的基本要求。二是产业融合。现代经济条件下，发展生态产业离不开其他产业的支持。

比如藏区现代农牧业发展不仅需要现代工业提供深加工以及解决循环利用的问题，还需要与绿

色服务业以及旅游业融合，发挥现代农牧业最大效益。三是市场运作。发展生态产业，必须要

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有效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引导各市场主体积极融人。四是文明生活。强化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引导农牧区群众改进生

产生活方式，进人现代文明生活，为发展生态产业提供群众基础和良好氛围，培育和扩展对生

态产业有效需求，促进生态产业发展 0

二、甘青川藏区拥有独特的生态资源优势

1.气候资源

甘青川藏区太阳年辐射量和年日照时数均为该区域最高值，风能资源广泛分布，金沙江河

谷、岷江河谷、大渡河河谷、川西牧场等都是重要风能分布区。据估算，仅四川藏区蕴藏的太

阳能资源和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均近 2000 万千瓦•同时，独特的光热资源对特色优势生态农

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地热资源相当丰富，具有广阔的开发利用前景。

2.旅游资源

甘青川藏区旅游资源地域分布广、类型繁多，但分布极不均衡，由西南而东北方向呈逐渐

递减态势。甘孜、阿坝两州旅游资源“富集天下”，四川全省 5〇%以上世界级、国家级生态

旅游资源分布在该区域，拥有九寨沟、黄龙、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 3 处，“蓝天下最后

一块净土”稻城亚丁、“中国最大的观景平台”牛背山等闻名海内外，被世界旅游专家誉为世

界生态旅游最佳目的地。

3.文化资源

甘青川藏区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是汉藏文化活跃地带，作为青藏高原的主人一

藏族，早已将居住的土地神圣化，它不是一般的地理概念，而是一种文化概念，它取决于一个

民族在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和他们的生活目标与理想。在藏族传统文化中，高原自然面貌与人文

景观和谐地融为一体，成为相互依存的完美整体。这里的文化历史悠久、灿烂多彩、独具魅力

，既有康定情歌、茶马古道、格萨尔王故里等民俗民风民族文化遗产，也有红军巧渡金沙江、

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红色文化，“藏文化大百科全书”德格印经院等承载着藏文化的精

髄。



4.生物资源

受高海拔低温等特殊气候影响，生物多样性丰富，拥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百种，植

物资源数千种，其中药用植物千余种，大熊猫、金丝猴、黑颈鹤、梅花鹿等 30 余种珍稀动物

在此繁衍，虫草、贝母、天麻、羌活等名贵药用植物动物资源丰富，素有“珍贵生物基因宝库

”、“生物博物馆”和“天然药库”的美誉。

三、甘青川藏区发展生态产业的重点领域

充分发挥丰富的生态资源优势，按照生态产业发展特征与规律，强化科技支撑，发挥市场

主导作用，着力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

1.生态工业

经济要发展，工业必不可少。依托符合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现有工业和工业园区，进行

生态化改造、转型升级，走绿色循环工业的路子。一是大力发展生态工业园区•依托生态工业

园区，大力推进工业生态化改造和转型升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形成完整的上中下游产业链

条，并以此为依托，推动建立生态经济示范区。二是藏药产业。继续探索虫草的人工培育，推

广种植贝母、天麻等名贵药用植物，规划建设规模化种植基地，同时加大科技投入和政策扶持

，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研究藏药，推进药材深加工，发展壮大藏药产业和企业。三是发展壮大

民族手工业。藏族手工业有着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和传承，不仅弥补现代工业不足，还丰富藏

区人民生产和生活，且是富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以组织创新、生产经营方式创新和科技创新为

依托，引进企业或扶持当地企业发展壮大，着力解决小而散且市场化不足的问题，把民族手工

业做大做强。

2.绿色农牧业

立足甘青川藏区资源优势，优化农牧业结构，推进农牧业提质增效，积极发展绿色生态农

牧业及特色林业经济。一是优化农牧业生态环境。保护好草场资源，加大草原沙化治理力度。

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推进生态文明村建设，完善农牧民生活垃圾收集处理设施，有效控制

面源污染。二是构建特色农牧业产品基地。推进特色农牧产品基地建设，推动标准化、规模化

、专业化发展，重点发展特色水果、中药材、食用菌、优质蔬菜、藏鸡藏猪等绿色农牧产品。

三是发展农牧副产品加工业。充分利用优质的草场和生态环境养育的牦牛、河曲马、黄牛等优

良畜种和松茸、羊肚菌等优质食用菌，深度开发保健功能、药用功能，大力发展绿色食品加工

及深加工，支持中华沙棘等野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打造高原绿色食品产品基地。为有效引进

这些产业的战略投资者，又避免到高海拔地区工作影响人才引进，可更多地发挥和拓展在成都

平原的“飞地工业园”作用，形成原料基地在高原、深度加工在平原的农牧副产品生产加工产

业链。四是重点打造耗牛综合开发产业链。加强牦牛相关产品的研究开发，深化牦牛肉、皮、



毛、骨、角等开发利用和价值挖掘，改良升级牦牛产品生产加工工艺，强化食品、保健品、工

艺品、日用品等牦牛产品包装和营销，着力打造甘青川藏区牦牛特色品牌。引进一批龙头企业

带头示范，并围绕牦牛品种改良、养殖、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产业链不同环节开发一批“牛

微企”。

3.生态旅游

旅游业已成为藏区经济发展的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按照甘青川生态旅游发展战略部署，

结合藏区旅游发展基础和条件，推动旅游转型升级，努力将该区域打造成世界生态旅游最佳目

的地、全国精品生态旅游示范区。一是打造全域旅游。发挥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等

资源优势，科学规划、精心打造一批特色景点，如生态旅游示范村、特色文化旅游村（寨）等

，充实各旅游环线上的点，并科学设计交通和优化旅游路线，强化点线面结合，打造全域旅游

。二是实施生态旅游示范工程。统筹考虑甘青川藏区，规划布局一批生态旅游发展示范项目，

在空间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传承、节能低炭服务、绿色消费践行、智慧旅游建

设等方面探索可推广应用的经验，力争纳人全国第二批国家公园建设试点。三是推进生态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统筹推进生态旅游与文化、农牧业、手工业等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开发休闲度

假旅游、生态旅游、探险旅游、登山旅游、省际边境轨迹、科普旅游、农业旅游和工业旅游等

专题旅游，形成协调配套、特色鲜明的旅游产品体系。

4.清洁能源

围绕打造全国最大清洁能源基地战略目标，发展壮大清洁能源产业，构建水电、风电、光

热等清洁能源共同发展格局。一是推进能源结构调整。推动传统能源的安全绿色开发，推广清

洁能源使用技术与设备，逐步减少木材、化石能源、动物粪便等的使用。二是加大光热开发力

度。积极支持对水光互补、风光互补、光伏与农牧业等光伏发电与其他资源综合利用，引导并

推动太阳能发电行业的技术创新和多元化发展。三是合理开发风能资源。尽快完成甘青川藏区

风能资源与技术可开发量评估*积极推进金沙江河谷、岷江河谷、大渡河河谷等重点风能分布

区风能资源开发。围绕偏远牧区能源需求，推进草场风能资源实验性开发。四是有序开发水电

资源。有序推进甘青川藏区水电资源集中区域水电集群发展，妥善解决小水电的历史遗留问题

。五是完善能源输储设施。稳步提高电网清洁能源消纳和输送能力，确保清洁能源优先输送。

因地制宜发展微网和局域网及分布式能源布局，有效解决边远地区输电距离远、功率小、线损

大等缺陷。

四、甘青川藏区生态产业实现路径和组织形式

生态产业发展，关系藏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全面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组织好、实施好、发展

好生态产业，对维护藏区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加任组织领导

首先，充分发挥政府作为“有形的手”的作用，建立藏区生态产业发展领导机构，由省级

层面统一编制藏区生态产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发展规划，明

确发展措施，出台相应的激励和支持政策。其次，扩大开放合作，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

积极吸引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贷款、赠款及专项资助参与藏区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主动协调

与用好对口支援政策，增强与云南藏区以及西藏的沟通协调，统筹推进合作发展。第三，构建

信息化体系。探究“互联网+”在藏区生态产业发展中的适用形式，建立健全政务服务、企业

、公共服务、“三农”服务信息化体系，打造新型信息化服务平台，为产业细化与市场细分实

现无缝对接，提供良好服务。最后，加强宜传引导，尤其是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和环境科普知

识的宣传教育，倡导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绿色消费，引导藏区群众积极践行保护环境和发展

生态产业行动，设计与营造藏区生态环境和生态产业发展的良好形象，吸引和引导外来投资者

、旅游者，推销生态产业产品。

2.发挥市场主导作用

首先，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吸引帮助各类企业深度参与生态工业、生态农牧业、生态旅游

业和清洁能源开发等生态产业发展，鼓励支持企业参与生态产品流通能力建设等生态服务业基

础能力建设，引导影响力较大、实绩成效较好的生态保护公益性组织参与生态保护与建设。其

次，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大力培育专业种养大户和现代职业农牧民，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带头作

用的骨干农牧民，成为有影响力的致富带头人和致富能手。鼓励发展家庭农(牧）场和合作农

（牧）场，推进种养殖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生态化。进一步推广、提升壮大农牧民专业

合作社，大力发展农牧业加工流通服务企业。第三，推广新型经营模式。积极引进和培育龙头

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支持有前端优势产品的龙头企业建设规模型种植基地，“推广企业+

合作社+农（牧〉户”产业化经营模式，探索“基地+农(牧）户”的生产经营方式，推进髙原

特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并打造甘青川藏区优势特色品牌。最后，强化人才支撑。培育和引进相

结合，通过实施农牧民素质提升工程、紧缺人才选拔培育计划、创新团队引进计划、对口帮扶

培养等多种方式，塑造藏区人才优势。

3.坚持改革创新

创新体制机制，创造条件鼓励企业、科研机构、髙校围绕发展壮大生态产业进行创新创业

，鼓励藏区群众积极参与，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氛围。同时，加强生态产业的科技保

障体系建设，引进、创新与推广生态产业发展关键技术，提高藏区生态产业的科技含量，促进

生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创新利益分享机制，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比如阿坝州制定了矿

产资源管理、水资源管理等条例，确立“资源股权化、股权基金化、基金民生化”思路，推动

资源开发收益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转化为群众收人的持续增加，实现了经济效益、政

府收益和群众利益的最佳结合。〜可在研究总结完善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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