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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治理与修复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宜昌为例 

望晨 马婷婷
1
 

（湖北文理学院 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摘 要】：生态环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基础。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必将影响地区在不同阶段的发展。

以宜昌市为例，将宜昌市的整体发展划分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环境治理与修复阶段和绿色发展阶段三个阶段，

探讨环境保护与治理对其产生的影响。前两个阶段基本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追求发展，诱发的突出环境问题引起

了政府的干预，导致众多企业不得不在环保产业理念下选择转型升级。当前，宜昌市正处在绿色发展的阶段，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力求和谐统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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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而早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基本都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的，尽管社会经济

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地区环境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当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能与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相匹配时，人类对

于生存环境的需要高出了对于物质发展的需要，因此，短期内对于环境的治理与恢复必然会优先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但当

环境恢复到适当水平之后，环境的治理与地区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则相对缓和，此时则可以体现出环境治理对于地区的发展的长

远意义。 

宜昌地处长江上游与中游的结合部，是长江中上游区域性中心城市，是以水电、磷矿产资源以及重化工业兴起的资源型城

市，2011年及以前该城市注重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GDP逐渐增长且增速较快，但在 2011年之后，宜昌市逐渐开始

转型，并开始倡导绿色发展，发展以环境为重的可持续性社会经济增长模式，GDP 增速减缓（图 1）。现阶段，宜昌市正处于环

境与经济共同发展的加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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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宜昌市 2008—2019年各年 GDP总量及增速 

1 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阶段 

1.1产业发展概况 

宜昌市位于湖北省的西南部，长江上中游的分界处。作为一个因水电而兴、矿产资源和航运资源丰富的区域重点城市，宜

昌沿江分布了大量化工企业，丰富的磷矿产资源被开发利用并转化为产业优势，为整个宜昌市社会经济发展贡献了大部分力量，

并且在宜昌市逐渐形成了以磷、煤、盐化工为主导，其他硅化工为补充的产业格局。这也就决定了宜昌市在一定时间段内将以

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并且重化工业将是宜昌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2011年是近十二年内宜昌市 GDP增速最快的一年，就这一年而言，宜昌市工业增加值 910.93亿元，占全市总量的 82.77%，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 35.2%，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23.4%，经济发展大部分来源于工业的发展，而工业的

发展中重化工业发展又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全市经济发展最快的支柱产业。 2011 年宜昌市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11.4:57.5:31.1变化为 11.2:60.6:28.2，由此可见，工业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产业，宜昌市的第三产业发展并不充分，并没发挥

出旅游业的优势。 

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之下，以重化工业为支柱产业的发展模式，就必然会引起大量的环境问题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化工产

业较为集中，沿江 15km范围内化工企业的数量约占工业总数的 40%左右，给长江的环境保护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1.2环境概况 

磷矿产资源作为宜昌市重要的资源，其开采以及加工的相关产业势必是分布较多且较广的，磷矿开采企业大都分布在河流

附近，分布最广的是黄柏河流域，虽然几乎所有的开采企业都有污水处理设备，但由于管理的不到位以及处理工艺较为落后，

部分企业将没有处理以及处理不合格的污水直接排放至河流中，对水体造成了严重污染。2013 年小溪塔和平湖河段工业污染源

数量约为 2010年的 2倍，工业污水排放量为 2010年的 5倍，黄柏河城区段工业污染逐年加剧。 

大多数开采企业都采取地下深部开采形式，开采规模大，产生大量的井矿涌水，部分企业对于含磷颗粒的井矿涌水不经处

理直接排放，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并且尾矿堆放占用大量的土地，露天堆放也会造成大量粉尘，有害物质经地表水下渗流入

地下污染地下水体，进而对周边水体产生严重危害。 

工业的迅速发展，向空气中排放的污染物也急剧增加，这也就造成了较为严重的酸雨问题。2010 年底，宜昌市中心城区在

用工业锅炉 85 台，工业窖炉 45 台，能源结构还是以煤炭为主。2011 年，宜昌市城区降水 pH 值年均值 5.05，酸雨发生频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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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5%，相比 2010年上升了 26.2个百分点。 

2011年，宜昌市工业企业废气排放总量是 2590.81亿标 m
3
，其中城区 538.94亿标 m

3
。工业废气主要来源于建材、化工和电

力三个行业；同年，全市废水排放总量是 32251.47万 t，其中工业废水占据 19987.52万 t，城区全年废水排放总量为 12497.12

万 t，其中工业废水占 7202.29万 t；同年，全市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 1166.96万 t。 

2 环境的治理与修复阶段 

2.1市场调节 

近几年来，宜昌市多次曝光了由工业产业造成的环境污染事件。2014 年 7 月，宜昌楚韵建材公司被举报不规范排放蒸汽冷

凝水、烟气除尘废水的违法行为，被环保部门处罚。2015 年 4 月，宜昌蒙特锰业被暴露出企业污水直排清江江，严重破坏当地

生态环境。2017年 11月，4家宜昌大气污染企业被揭露出企业工地扬尘、废气直排等严重大气污染问题。宜昌市工业产业迅速

发展，但也给其生态环境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现如今对已被破坏或已经恶化的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需要大量的环保投

入，只有在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恢复的情况下，才能基本解决环境问题，才能让社会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 

市场失灵意味着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是造成环境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经济学表明：市场

机制可以实现企业与产品以及消费者之间的高效生产要素分配以及产品的高效配置。但在现实情况下，因环境污染具有负外部

性、环境保护积极外部性、环境资源的公共性质、交易成本、环境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了市场失灵情况的出现，市场机制无

法有效发挥其积极作用，让企业造成环境污染。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应强势介入市场，主动纠正并干预市场，由于市场失灵，

政府必须直接介入经济和社会。在政府相关政策实施过程中，对于市场失灵的情况，有必要用相关政策和举措进行合理的资源

配置。随着环境问题的逐渐出现，关注到环境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人与环境的矛盾愈发突出，政府管理职能逐步向环境扩张。 

环境的进一步污染，就需要政府加强对于工业对于企业的干预，以此来治理和修护环境。宜昌市在 2017年预计对全市化工

企业进行专项整治和产业升级推动 134家化工企业“关停、搬迁、转产、改造”，而 2017年宜昌市 GDP增速再次跌落谷底。短

期来说，市场机制的调整对于宜昌市重化工业以及经济发展是一次打击，但对于环境的治理与修护来说是一次长足发展，对于

之后的产业转型与升级，以及绿色发展是一次推动。 

2.2环境保护与修复倒逼产业转型与升级 

早期宜昌市依托磷矿产资源以及靠江的航运优势，大力发展化工产业，并逐渐形成沿江的高密集度的产业布局，化工围江

带来的环境问题十分突出，并且化工产业作为宜昌市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存在着规模以中小企业为主、科技含量低、产品优

势不突出、对环境破坏大等问题，随着“长江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渐渐深入人心，化工企业也就面临着未来发展问题，

这就需要宜昌市第二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绿色转型与升级，进一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化工企业的转型与升级具体来说，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优化产业布局，根据区域环境承载能力和土地用途管理要求，对现

有化工园区进行分类整治，划分多个不同功能的区域，最后依法关闭或搬离在城镇人口密集区和环境敏感区内的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长江及其支流岸线 1km 范围内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化工企业。二是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全面利用

环境保护、能源消耗、安全法律法规以及技术标准，对国家产业政策和宜昌市相关政策明令禁止的产业、落后产能进行淘汰并

化解过剩产能。限制传统化工产业规模扩张，鼓励采用清洁生产工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先进有机新材料、无机非金

属材料、高端专用化学品等高端工业产品，推动并发展石墨烯等特色资源的发掘利用。三是实现产业的绿色转型，引进先进清

洁生产、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技术，提升企业现有的产业装置，加快节能减排和循环利用，推动磷矿产资源生态堆存和综合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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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产业转型与升级之下，短期内势必会对宜昌市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2014—2016 年，化工产业未完全进行

转型升级时宜昌市国民生产总值稳居全省第二，作为支柱产业的化工产业进行转型升级之后，产值大幅减少，2017 年宜昌市国

民生产总值同比增速在湖北省属于垫底水平，2018 年才得到恢复性增长。但从长期来看，环境、资源与生产之间的矛盾暂时得

到缓解，通过控制布局、调整结构、引进技术，促进生产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产业集群规模的扩大，企业会得到长足发展，进

而带动第二产业再次发展。在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下，整个城市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也会不断提升。 

3 绿色发展阶段 

3.1绿色发展思路 

宜昌市现在正处于绿色发展阶段，环境与社会经济共同发展，在这种趋势下必然是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以结合环境的绿

色发展为主要发展方式，以此来实现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共同的发展。在绿色发展的方式之下，宜昌市有一定程度上的优势，

宜昌市作为长江中上游的分界处以及中下游结合处，拥有较好的自然资源优势，在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初步形成了以化工产业、

特色经济作物种植、食品加工业以及水电气基础设施等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并且旅游、物流有较强的发展潜力。同时，宜

昌市也有着产业结构偏重，传统产业所占比例较大等问题，并且第三产业占比为 32%，较全国 51.6%的平均水平来说偏低。 

在目前资源与环境两个条件的约束条件下，推动产业绿色发展、转型升级，以提高发展质量和环境效益为中心，动能改造

和动能培育同时进行，并坚持以生态为先的绿色发展，依靠技术改革、区域合作以及产业集群的发展策略，构建绿色产业发展

体系，并积极探索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发展道路，推动可持续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以此来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以

及生态效益的统一，根据各产业的发展水平提出对应的发展方案。 

3.2绿色发展方式 

在不断推动落后产业淘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还要不断培育新兴绿色产业，寻找绿色经济增长极。持续扶持并发

展新材料、新能源、新信息技术以及其他高科技产业。充分利用本土化工产业优势，让化工产业向高端产能发展，集聚新能源、

新材料、新信息产业资源，以军工、新能源等领域的高端需求为发展目标，推动化工产业向新材料以及新能源方向发展，升级

改造为以智能化和绿色化为目标的新兴产业，培育成为地方主导产业，争取让宜昌成为全国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基地以及国家新

材料产业可持续发展示范基地。结合自身制造产业优势，建设现代制造中心，大力发展汽车及其零部件制造业、电子材料制造

业等。依靠天然的航运优势以及良好的自然环境，建设长江中上游产业转移的承载地，并且发展园区合作共建，吸纳下游上海，

中游武汉，上游重庆、成都等地的高科技产业，营造高起点的承接产业转移，大力发展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中心，积极

承接长江经济带及长江三角洲电子产业转移。 

在生态产业方面，发展生态农业，以宜昌市资源方面的相对优势为基础，以食品加工业及特色农业种植业两大产业为支撑，

不断开发柑橘、茶叶以及绿色蔬菜等经济作物及其他本地优势资源，构建以农、林、牧业和食品加工业为主导的农业产业集群。

发展综合物流，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增强三峡枢纽港的综合枢纽功能，建设集仓储、保税、贸易等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大型中转

港口，以港口为中心以各县区为补充构建出层次分明、布局合理的现代物流城市，逐步发展成为长江经济带重要物流城市。同

时，利用长江航运优势发展临港经济，推动港口、物流园及城市一体化协调发展。大力发展生态旅游，长江经济带战略，长江

中游城市群建设，武陵山区经济协作和三峡后续工作开展等重大战略形成叠加效应，为宜昌旅游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

间。依托生态文化资源，突出“三峡大坝”的引领优势，以香溪河、清江流域等为主体，以旅游带联结各个节点产品的方式，

进行联动开发，以全域旅游为路径，结合打造特色小镇、建设美丽乡村等路径，发展三峡香溪国际旅游休闲区、宜昌清江康养

旅游试验区、宜昌旅游文化创意基地等生态产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互联网+旅游”跨界经营成为可能，也有助于形成信息化、

智能化、系统化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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