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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海流域经济生态化发展路径研究 

樊静静
1
 

（大理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0） 

【摘 要】：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生态环保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经济生态化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发展路径。

在我国新常态发展背景下,经济生态化成为实现现代经济发展与兼顾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新业态。洱海流域的生

态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但是一方面大理州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要促进经济增长又要寻求生态

治理,两者对于大理州来说好比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寻求新的经济生态化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当务

之急,寻求生态与经济并重的发展观已上升到了一种政治高度,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经济生态化的可

持续发展路径,是促进洱海流域经济发展、改善当前生态现状的重要途径。以洱海流域生态经济发展系统为对象,结

合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情况,探索其经济生态化发展的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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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洱海是屹立在高原湖泊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她孕育了大理地区几千年的物质精神文明,洱海流域蕴含丰富的淡水资源,是云

贵高原第二大高原湖泊。洱海作为著名的“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生态经济价值不可估量,不仅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生活

所需用水、农业发展水源供给、工业水能发电,还有效调节流域内气候,为航运、渔业提供水能支持。洱海流域内美妙的自然风

光,为大理观光旅游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支撑,其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更是难以计算。在苍洱风光为大理创造了不菲的旅游收

入的同时,与之伴随的是大量涌入的人口带来的生态影响。近些年来,随着流域内居住人口不断增多,经济发展脚步不断加快,洱

海水质在一定程度上遭受了污染,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洱海是大自然对大理人民最无私的恩赐,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理视

察后也提出了自己的殷切希望,告诫我们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在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大理州政府也审时度势

提出“洱海清、大理兴”的发展理念,开展全方位的洱海水污染治理工作。当前结合洱海流域发展实际,试图将经济的发展与生

态保护融合起来,可以更进一步地掌握经济发展趋势,从中探索出在环境友好的情况下高效、安全、健康发展经济的现代化道路。

将洱海流域的经济生态化,能够帮助我们在寻求生态发展的过程中兼顾经济效益,促使我们正确处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寻求符合时代发展的“洱海发展模式”,制定相应的生态发展战略,是当前保护洱海流域生态与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2 洱海流域经济生态化发展现状 

近些年来,在大力加快城镇化进程中,洱海流域周边集聚了大批企业,由于洱海流域受到工农业生产、旅游活动等的开发影响,

水质不断恶化,生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洱海流域水质恶化的根本原因与日益增加的人口、高速度发展的经济密切

相关。农业发展中产生的面源污染、工业电源污染、居民日常生活排放垃圾数等日益攀升,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不断上升,使

得洱海流域水质污染严重,几乎突破洱海生态承载力的最高防线,生态环境的自我调节能力已经无法抵制人类对其所施加的压

力。洱海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阻力,严重制约大理州经济发展水平。2018 年至今,大理州政府已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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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了总投资 84亿元的大理市洱海环湖截污一期工程等 5 个流域截污治污 PPP 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51.67 亿元。2018年完

成新一轮退耕还林 1.677万 hm2,陡坡地生态治理 333.33hm2。洱海保护治理“十三五”规划项目完成投资 160.17亿元,投资完成

率 80.28%。 

当前,大理州把高原特色农业作为促农增收和发展现代农业的抓手,2017年完成农业总产值 470347万元,同比增长 3.6%。由

于近些年洱海流域大面积种植烟草、蔬菜,严重透支了土壤肥力。同时由于家庭养殖数量不断攀升,造成大量的牲畜粪便量,当下

较低的养殖技术以及粪便利用率加重了对洱海流域的污染。相关利益主体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意识强烈、环保意识有待强化、对

面源污染认知度不高问题严重存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集成技术措施的推广应用阻力大,农业绿色生态发展补偿机制不完

善,“一控、两减、三基本”的规划、方案、机制有待强化,农业的生态化建设发展和农业面源防治污染仍然还有很长的道路要

走。 

洱海流域工业化经济发展当前处于加速发展期,2017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4344466万元,同比增长 7.2%。工业产值较往年有了

很大攀升,规模不断扩大。随着工业对经济的高贡献值,也随之出现对环境的高污染。同样由于技术水平有限,节能减排意识与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生产污染处理设备有限、偷排乱排等使得工业点源污染严重,工业发展状况不容乐观。但总体发展情况相

对于第一产业来讲,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较低、经济体量较小。大理州为了加快城镇化建设,招商引资,但是由于生产技

术革新水平有限,简陋落后的生产技术和不健全的污水处理设备,加重了洱海流域水污染程度。 

2017 年,大理州的旅游总收入达到 292.58 亿元,同比增长 18.59%,而且根据最近五年的数据显示,第三产业在大理州生产总

值中占比最高,旅游业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 20%。由此可见,旅游业在大理经济发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主要以“苍洱风光”

为品牌的大理旅游业,其对洱海的依赖度也不言而喻。为了使得旅游业带来的经济效益最大化,越来越多的旅游项目侵入流域沿

岸,各类旅游开发项目增多,并且伴随着旅游旺季大量的游客侵入集聚,使得各种生活垃圾增多、污水量增加,更一步加深了洱海

流域的生态污染问题。 

3 洱海流域经济生态化发展路径 

3.1产业经济生态化转型 

优化三大产业发展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生态化的洱海产业经济。农业面源污染是当前洱海流域治污的重心,当前流域不

合理的农业种植结构严重阻碍了流域经济发展以及生态治污的工作推进。在洱海流域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创

新种植技术,研发新的作物品种,使之能够实现经济效益同时又可以保护生态。进而可以更新养殖技术,提升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技

术,实现畜禽粪便的循环利用。同时,洱海周边森林资源丰富,可以重点发展林下种植、林下养殖产业,多方位发展林下经济,以此

提高森林的综合利用率。与此同时,可以借助发展生态农业庄园、生态农产品采摘等系列体验活动,拉动经济增长。 

洱海周边发展工业的确不是明智之举,工业产业搬迁至山上是结合当前大理地势地貌的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理念,因地制宜结

合实际情况发展生态化的工业经济。洱海流域周边适宜发展生态观光农业、观光旅游业等,将工业生态园区转移阵地,不仅能够

实现工业用地的需求,同时能够满足保护生态的目的。同时可以进一步加大治理,引进高精尖科研人才加快技术革新,在产品创

新、产业升级、排污治理方面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实现工业的可持续生态化发展。洱海流域周边自然风光美妙,可以打造生态农

业、生态旅游的结合体验感,借助大理独有的苍洱景观,突出洱海流域特有的高原湖泊景观,结合生态农业发展景观,转变传统的

观光旅游模式,注重提升游客居住的幸福感。其中可以借机融入大理白族的民俗文化,以此丰富生态旅游发展的内涵。 

3.2治理主体意识生态化转型 

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核心。在洱海治污的过程中,政府充当了主力军的作用,承担着治污的重任,政府在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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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投入了大量资金,提供了充足的财力保障以及优惠政策倾斜等,建立了生态补偿制度并对区域内行政区划予以重新组合。虽然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远远不如想象中那么好。洱海流域周边城镇密布、人口集聚,他们对于保护洱海的重要度不言而喻。提

升周边居民的生态环保意识,能够带动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的行为方式转变。治理主体不能仅仅只是依靠政府一个角色,势必是多

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紧跟生态文明建设,这些举措可以从源头杜绝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政府方面可以制定

相应的政策法规,居民可以建立村规民约等用以约束人们的行为。通过各项制度、政策约束人的行为,达到上行下效的良好效果,

推动洱海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步伐。 

3.3生态税收制度的应用转型 

创新洱海流域企业发展税收制度,融入生态发展理念,对洱海流域周边经济主体实施生态税制改革,有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将税收制度应用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实施生态税制将其作为提高环保、平衡生态、发展经济的一种杠杆,可以有效推

进经济生态化的发展进程。充分发挥生态税收的调控作用,通过对资源使用进行划分征收不同的税率,同时可以对一些清洁能源、

再生能源的利用实施免税等政策。通过对征收的生态税可以将其投入到社会保障以及社会福利中,有利于民生发展以及促进经济

社会的良性发展,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一个美丽的高原湖泊流域,对当地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文明都有非常大的促

进作用。 

4 结语 

洱海流域的经济生态化,是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必然选择,也是当前最好实现社会经济效益的有效路径。高原湖泊的生态

文明建设作为美丽中国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实现洱海流域的经济发展,同时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第一要义,是大理州乃至全

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洱海流域生态环境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就是给予大理人民的一笔宝贵财富。贯彻落实保护生态、

减少开发、转换经济发展固有模式,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良好运行的必要措施。纵观各国发展趋势,经济生态化的发展模

式必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一种主导模式,经济的生态化是一个历史前进的必然过程。对洱海流域经济生态化的路径研究,对其

经济生态良性循环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对洱海流域经济生态化发展路径的研究,有利于生态与经济的可持续良性发展,有助于实

现生态与经济的互利共赢,是实现区域内经济生态健康平稳发展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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