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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既久远又崭新的话题，二者矛盾统一。历史规律告

诉我们，盲目发展经济，必将带来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环境被破坏后，反过来又制约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环境

可承载范围内发展经济，既可以保护生态环境，又可以使经济获得发展，所以，二者应该协调发展，达到和谐共生。

以江苏为例，研究了江苏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各自取得的成绩及其不足，分析了产生二者不协调的

原因，并且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健全公众参与机制、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提升第三产业比重，

推动清洁生产、完善环境产权制度和加大环保投入、完善环保基础设施等 5个方面提出了未来江苏经济与环境协调

发展之路。 

【关键词】：生态环境 经济发展 促进机制 

0 引言 

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谁更重要，其本质是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看，从来没有像当今一样如

此重视二者的关系问题。在改革开放至今的 40多年里，曾因一味追求经济发展而忽略了环境保护。如今，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排

名全球第二，但是生态环境质量排名却在全球 100名左右徘徊，二者极不相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经济与环境二者的关系越来

越受到重视，2015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也首次被写入宪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金山银山不如

绿水青山”的科学论断，许多部门也开始重视环境保护，发改委、经信部等部门都制定了环保相关的绿色发展规划，金融部门也

开始向绿色金融发展，与以往相比，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出现了巨大的变化[1,2,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的关系是否一定

非此即彼?本研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且以江苏为例，分析环境与经济二者间的协调发展问题。 

1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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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是矛盾统一的 

传统观点认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不把生态环境保护看作是一种制度安排，而是

把其作为一种产业，与其他产业一样看待，可能会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达到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在防止环境污染的同时，促

进了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都达到了各自的目标，其实质是把环境保护作为一种自利活动。当然这要有赖于政府体制

和管理方式的改变，借助市场机制的调节力量，发挥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在考虑自身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内生地将环境保

护作为一种成本加以考虑，与企业的人力成本和资本成本一样看待，统筹兼顾，最终进行决策并付诸行动。这样做的本质是将市

场化的经济手段引入环境保护，实现环保方式的创新，进而带动环境政策的改变，最终促进二者的统一协调发展[4,5]。 

1.2加强环境保护以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具体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因此，必须要有可持续的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保证，保

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多样性，对于城乡系统的生态环境进行全面保护，并且主动参与到国际合作中，从而为全球的生态系统保

护贡献中国的力量。全球已经达成共识，绿色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经济和环境协调一致发展了，我国的经济才能可持续

地走向美好的未来
[6,7,8]

。 

2 江苏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现状 

2.1江苏自然资源现状 

土地面积：江苏省占地面积为 10.7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8474.80万，人均占地面积在全国各省区市中最少。其中，耕地面

积 7032万亩，占全国的 3.85%,人均耕地面积 0.91亩，基本与全国人均耕地面积持平。 

水资源：江苏地处江、淮、沂、沭、泗流域下游和南北气候过渡带，滨江临海，河湖众多，水系复杂，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水

系特点，给江苏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优势。江苏省 2019年降水量 814亿 m3,地表水资源量 163亿 m3,总水资源量 231亿 m3。 

水环境：2018年全省废水排放总量 58.39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 14.36亿吨，占废水排放总量 24.6%;城镇生活污水排

放量 44.03亿吨，占废水排放总量 75.4%。废水中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总量为 68.45万吨，其中工业废水中 COD排放量为 9.29

万吨，占 COD 排放总量的 13.6%;生活污水中 COD 排放量为 57.7 万吨，占 COD 排放总量的 84.2%;农业源 COD 排放量 1.55 万吨，

占 2.2%。氨氮排放总量为 9.61万吨，其中工业氨氮排放量 0.68万吨，占氨氮排放总量 7.1%;生活氨氮排放量 8.88万吨，占氨

氮排放总量 92.4%。与 2017年相比，全省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减少 5.97万吨，氨氮排放总量减少 0.51万吨。 

空气环境：2018 年全省 SO2排放总量为 30.66 万吨，其中工业 SO2排放量 26.41 万吨，占 SO2排放总量 86.1%;生活 SO2排放

量 4.19万吨，占 SO2排放总量 13.9%。烟(粉)尘排放总量 33.28万吨，其中工业烟(粉)尘排放量 28.97万吨，占烟(粉)尘排放总

量 87%;生活烟(粉)尘排放量 1.45 万吨，占烟(粉)尘排放总量 4.6%。氮氧化物排放总量 78.85 万吨，其中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

40.93 万吨，占氮氧化物排放总量 51.8%;生活氮氧化物排放量 0.97 万吨，占氮氧化物排放总量 1.2%,机动车氮氧化物排放量

37.06万吨，占氮氧化物排放总量 47%。 

工业固体废物：2018 年全省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 11810 万吨，综合利用量 11110 万吨，处置量 620 万吨，贮存量 56 万

吨，综合利用率达 93.63%。 

2.2江苏生态环境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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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排放总量依旧较大。2015年以来，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工业废弃物)的排放量在总体上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

其中工业废水(见表 1)在 2015—2018 年呈现下降趋势，从 20.64 亿吨下降到 2018 年的 14.36 亿吨，但是生活污水排放量却从

2015年的 41.45亿吨上升到 2018 年的 44.03亿吨，且二者总量始终在 57 亿吨以上，严重影响水环境；由表 2可以看出，2015

年以来全省废气排放量呈现下降的趋势，其中 SO2的排放从 2015年的 83.51万吨下降至 2018年的 30.66万吨，氮氧化物的排放

从 2015 年的 106.76 万吨下降至 2018年的 78.85 万吨，烟(粉)尘排放量从 2015年的 65.45 万吨下降至 2018年的 33.28 万吨，

说明废气排放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排放总量依旧非常大；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的趋势从表 3 可以看出，2015—2018 年，工业

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呈现上涨的趋势，从 2015年的 10701万吨增加到 2018年的 11810万吨。总体来说，“三废”污染依旧严重，

污染物产生总量还是非常大，生态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压力。 

水资源依然严重短缺。江苏省 2019年水资源总量 231.7亿立方米，仅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 1.2%,位居全国第 23位。人均水

资源量 287.1m3/人，不足全国人均占有量的 1/4,居全国第 24位。水资源严重不足，给江苏的工农业生产以及居民生活带来非常

不利的影响。 

表 1废水排放量(2015—2018年) 单位：亿吨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工业废水排放量 20.64 17.94 15.19 14.36 

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 41.45 43.68 42.28 44.03 

总和 62.09 61.62 57.47 58.39 

 

资料来源：2020江苏统计年鉴。 

表 2废气排放量(2015—2018年) 单位：万吨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二氧化硫排放量 83.51 57.01 41.07 30.66 

氮氧化物排放量 106.76 93.03 90.72 78.85 

烟(粉)尘排放量 65.45 47.17 39.08 33.28 

 

资料来源：2020江苏统计年鉴。 

表 3工业废弃物排放量(2015—2018年) 单位：万吨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10701 11649 12002 11810 

 



 

 4 

资料来源：2020江苏统计年鉴。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由表 4可知，江苏的自然灾害依然严重。从时间序列上看，自然灾害的受害面积在 2000年达到 3411.68

千公顷，在经过一定程度的控制后，受灾面积有所减少，但情况依旧很严峻，给江苏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表 4江苏自然灾害情况(2000—2019年) 单位：千公顷 

年份 2000 2010 2015 2017 2018 2019 

受灾面积 3411.68 1070.93 615.46 62.29 353.73 210.81 

旱灾 1196.87 522.99 0 8.62 5.83 0 

水灾 175.59 316.37 224.77 13.79 8.71 6.77 

 

资料来源：2020江苏统计年鉴。 

2.3江苏省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江苏省经济综合实力情况。2019 年江苏省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99631 亿元，占

全国生产总值的 10%,全国排名第二。其中，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为 4296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3.7%;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为

4427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5%;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为 51064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8.8%。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23607

元，比上年增加 7677元。 

产业结构概况。由表 5可知，2015年，江苏三次产业产值分别是 3952.47亿元、33371.77亿元和 33931.69亿元，三次产业

比例为 5.5∶46.9∶47.6,而到了 2019年，三次产业产值分别增加到 4296.28亿元、44270.51亿元和 51064.73亿元，实现了大

幅度增长，三次产业的比重也变为 4.3∶44.4∶51.3,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了 2.5 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增加了 3.7 百分点，产业

结构进一步优化。 

表 5江苏三次产业结构(2015—2019年)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15年产值(亿元) 3952.47 33371.77 33931.69 

2015年产值占比(%) 5.5 46.9 47.6 

2016年产值(亿元) 4039.75 35041.53 38269.57 

2016年产值占比(%) 5.2 45.3 49.5 

2017年产值(亿元) 4045.16 39124.11 42700.49 

2017年产值占比(%) 4.7 45.6 49.7 

2018年产值(亿元) 4141.71 42129.37 469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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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产值占比(%) 4.4 45.2 50.4 

2019年产值(亿元) 4296.28 44270.51 51064.73 

2019年产值占比(%) 4.3 44.4 51.3 

 

资料来源：2020江苏统计年鉴。 

2.4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依然极不均衡。由于苏南、苏中和苏北的区位条件的不同，江苏省的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均衡。在经济总量方面，

2019年末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 GDP分别为 56646亿元、20366亿元和 22963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分别为 56.6%、20.4%

和 23%。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三地区分别为 167995元、123511元和 75551元，苏南、苏北相差非常悬殊。三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利

润总额分别为 4715 亿元、1035 亿元和 1093 亿元，苏南遥遥领先。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方面，苏南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为 31596 元，苏北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19605 元，苏南、苏北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竟相差近 11991 元，区域协调发展

的任务还很艰巨。 

经济结构性矛盾还比较突出。产业结构仍然偏重工业，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增长的粗放的状况还

没有完全改变。2019年江苏省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4296亿元、44270亿元和 51064亿元，比例为 4.3∶44.4∶51.3,三次产业

对经济的贡献率依次为 1%、44.8%和 54.2%,其中第二产业中的工业贡献率达到 40.5%。在三次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中工业仍然占

非常大的比重，未来江苏省的经济转型升级任务依然艰巨。 

社会建设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管理还不适应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因征地拆迁、环境污染以及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等引

发的矛盾和问题增多，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此外居民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还不相适应，物价上涨

压力加大。城乡居民增收基础不够稳固，在公共服务、改善民生等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3 江苏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原因 

3.1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过去由于人们对问题认识的局限，认为投入越多，经济就越发展，因此，很长时间走的都是粗放型经济发展之路，使得自然

资源被无序运用，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再加上市场的竞争，使得资源价格偏低，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的浪费、不注重效率。事实上，

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承担的实际成本是非常高的，同时，由于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加大了环境污染，这种建立在资源巨大消耗基础上

的发展模式，关注经济数量的增长，而忽视了经济质量的增长，使得环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经济愈发展，资源愈消耗，环境愈

破坏
[9]
。 

3.2环境意识淡薄，环保制度缺失 

江苏一些地方的政府还抱有先发展后治理的错误意识，只关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忽略了环境设施的建设，在唯 GDP的思想

指导下，上大项目、大工程，很多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这种忽视长远利益，只关心眼前和局部利益的狭隘做法，使得经济发

展和环境保护对立，主观意识的淡薄，使得环境配套制度不到位，重经济轻环保，最终使得经济发展了，环境破坏了，反过来又

制约了经济发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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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三次产业结构失衡 

产业结构失衡也会导致环境污染。不同的产业结构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水平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产业结构对资

源的利用效率也不相同，不同产业单位污染排放也存在巨大差异，同时，不同产业在空间上的转移也使得污染在不同地区产生扩

散式污染，因此，不同的产业结构对环境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江苏三次产业结构比例虽然较以往有了较大改善，但第二产业比重

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地区，特别是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重污染产业仍旧在江苏经济发展中占有相当的比重，2019 年这四大

产业占江苏总产值的比重为 12.6%,使得江苏能源消耗急剧上升，碳排放增加，加剧了环境污染，不仅生产经营地环境恶化，同

时，也影响了周边的环境，使得本就污染的环境更加恶化。 

3.4环境产权责任模糊 

生态环境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环境保护具有外部经济性，而环境污染具有外部不经济性，同时，环境污

染具有很强的传播性，没有一定的边界，相邻区域的环境互相影响。对于江苏而言，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间的区别和距离

越来越小，特别是苏锡常地区。从产业经济学角度看，产权归谁，收益与亏损也归谁，但是对于环境产权而言有其本身的特殊性，

即产权归属不清晰，企业和个体很难对污染造成的损失要求补偿，政府在监管方面也很难精确到位，特别是不同区域间发生环境

纠纷更是难以协调。而环境污染具有传播性，部分地区仅仅考虑自身利益，由于环保措施的不到位，引发自身的污染，还会侵害

到相邻区域的经济利益，最终影响整个地区的经济环境发展。 

3.5资金投入不足，环境基础设施滞后 

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还是在于执政者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理念。很多时候，由于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认识的不到位，使得

江苏各地区对环境保护设施的投入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地方过于注重经济发展，大笔资金投入到经济建设，而环境基础设施投

入严重不足，使得经济与环境无法协调发展，最终导致地区的环保投入不足，继而产生了环境污染。 

4 江苏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对策 

4.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即由粗放型经济发展向集约式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其核心

是各种生产要素利用方式的转变。改变粗放型的要素投入方式，更合理地优化和配置各种资源，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导向，走资源

消耗低、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减少碳排放，走循环经济发展之路，使得各种资

源得到充分利用。江苏资源并不丰富，如果还走以前的粗放型发展之路，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江苏应该大力提倡节

能减排、积极调整产业政策，增加教育和科技方面的投入，使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4.2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健全公众参与机制 

生态环境保护不仅仅是决策部门的重任，它牵涉方方面面利益，应该全员树立环保意识，参加环境保护，使环境得到改善。

因此，首先应该是领导干部带头提高环保意识，并且通过宣传教育，提升各阶层人员的环保意识，建立适当的参与机制，使公众

提高环保意识的同时，有机会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建言献策之中。其次，还应该将环境保护纳入领导干部的业绩考核之中，实行环

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度，公众对环保的参与也是对环保部门的环境保护责任的监督。政府、企业和公众都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长

此以往，就会提高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从而达到对环境保护的目的。 

4.3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提升第三产业比重，推动清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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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产业比例失调也是产生环境污染的原因之一。江苏的三次产业结构仍旧偏重工业，第二产业比重较高，并且第二产业中

的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高污染产业又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调整产业结构对江苏来说迫在眉睫。首先，应提高第三产业在三次

产业中的比重，逐步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其次，对于第二产业，要优先发展科技先导型与资源节约型产业，优化资源配置，加

强管理，逐步淘汰重污染的落后产能，并且要加强监管，最终使这些产业实现清洁生产。 

4.4完善环境产权制度 

完善的环境产权制度可以明确各方责任和权利义务主体，有效防止环境资源的滥用，保护环境资源的稀缺性，这样做，一方

面保护义务主体的权益，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收益最大化。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可以采取排污许可证制度、排污权交易、排污总

量有偿分配等制度，利用经济杠杆促进排污产权单位节能减排。 

4.5加大环保投入，完善环保基础设施 

环境保护设施属于社会公益事业的一部分，其投入建设一般有政府和市场两大主体，政府应该起到引导带头作用，通过财政

支出，投资建设一批环保设施，并且，通过政府的行为带动社会资本的投入，鼓励和支持企业、民间资本和外资投入环保设施，

最终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经营管理的市场化和管理主体的企业化，形成一种开放竞争的良性格局，从而推动环保设施的市场

化建设，最终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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