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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效率评价 

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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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环境乃一个地区的发展立根之本，而一味的追求发展速度忽略生态环境是必须摒弃的短期行为，

只有注重生态平衡，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才是长远之计。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注重生

态效率的发展才能为真正的经济发展添砖加瓦。文章通过构建模型测算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区划的生态效率数据，

分析不同地区生态效率目前现状，并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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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各国在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以发展速度论英雄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从深入民

心的国家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等，到耳熟能详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口号，都体现了生态环

境在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把生态环境放在首位的发展，才是科学的发展，绿色的发展，持续的发展。鄱阳湖生态

经济区作为一个国家级的文明示范区，在建设的过程中，能够保持原始生态环境的同时发展生态经济显得尤为重要[1]。因此，做

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效率评价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 生态效率概述 

1.1 生态效率相关概念 

生态效率包含两个方面：创造经济价值的人类生产活动和该活动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生态效率就是所创造的经济价值

与由此带来的环境影响之间的比值。生态效率也即衡量价值与影响的关系，即尽可能在对环境影响最小的范围内产出最大的价

值。生态效率同时考虑了经济效率和环境效益，聚焦生态效率，不仅能够增加经济产值，而且还有利于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2]。

关注生态效率能够让经济与环境和谐相处实现共赢。 

1.2 生态效率的测定 

生态效率=经济价值的增加/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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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分子经济价值可以用全部产值、营业利润或销售额等相关指标来衡量计算，分母中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则可以用资源

的消耗量，污染物（废水、废气等）的排放量等指标来进行衡量计算。 

生态效率是生产能力和环境影响程度的综合体现，既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提升生态效率,也可以通过降低环境破坏程度

来提升生态效率。 

2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现状及其生态效率测量 

2.1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概况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北纬 27°~30°,东经 114°~117°）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它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是

四大淡水湖中唯一没有富营养化的湖泊，可见其对原始生态环境的保护非常完好。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对长江中下游

及临近城区的用水安全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是江西省第一个纳入国家战略规划的地区，它为江西省

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3]。 

近几年，鄱阳湖的生态产业集群发展势头迅猛，除了大力推进旅游业的发展之外，利用其自身丰富的资源优势，建设水、

陆、空全球物流枢纽，打造先进制造业等产业集群。具体产业结构及分布情况见表 1。 

表 1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集群分布情况 

建设基地 产业类型 区域名称(周边城市) 

光电产业基地 LED芯片、移动通讯产品等 南昌、九江、高安等 

新能源产业基地 硅材料、太阳能电池 南昌、九江、德安等 

生物产业基地 南昌生物产业、樟树中药产业 南昌、九江、宜春樟树等 

航空产业基地 民用飞机制造、国际航空转包 南昌、九江、景德镇等 

铜冶炼及精深加工产业基地 高纯度铜冶炼、高精度铜引线 鹰潭、新余等 

 

2.2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效率现状 

随着建设步伐的加快，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现象日益突出，经济飞速发展。近五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国

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均高达 15%以上，高于江西省的平均经济增长率。由于前期认识不足导致发展过分追求速度,而忽略经济

增长的质量，对环保指标把控不严,使生态区的湿地面积缩小，湖面水位降低，鄱阳湖生态区的空气污染程度加重，严重影响甚

至破坏了原生态的自然生态环境。由此可见，早几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环境效率十分低下。2015 年专门针对污染问题采取应

对措施，严格落实污水、废气排放检查制度。近几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环境保护意识大大增强，使得生态环境的保护程度

较前几年有所提高，相应提高了生态经济区的环境效率⑷。但是，保护生态环境仍然是发展中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使经济与

环境协同发展是始终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 

2.3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效率的测量 

参考 Sueyoshi的研究构建 RAM生态效率模型，构造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效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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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中 ti表示投入变量分为正向和负向两部分， 表示期望产出变量， 表示非期望产出变量,λj=1表示规模报酬不变。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共包含 38 个县、市、区，由于同一个市不同区的差异较小，所以在研究时将其合并，最终得到 30 个样

本，选择其 2011 年到 2017年的资本投入、人力投入和 GDP产出，S02 废气排放量及污水排放量等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区域生态效率测量结果 

地区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南昌市区 0.47 0.51 0.52 0.54 0.55 0.58 0.57 

景德镇市区 0.59 0.61 0.61 0.65 0.60 0.65 0.69 

九江市区 0.62 0.66 0.63 0.67 0.67 0.67 0.71 

鹰潭市区 0.62 0.58 0.63 0.63 0.65 0.67 0.68 

抚州市区 0.46 0.5 0.53 0.53 0.58 0.58 0.65 

新余市区 0.59 0.62 0.62 0.65 0.62 0.70 0.72 

进贤县 0.51 0.50 0.53 0.56 0.66 0.69 0.70 

南昌县 0.46 0.49 0.48 0.51 0.58 0.61 0.65 

新建县 0.51 0.54 0.55 0.55 0.58 0.66 0.66 

安义县 0.56 0.61 0.63 0.63 0.64 0.69 0.70 

浮梁县 0.60 0.62 0.63 0.64 0.67 0.68 0.69 

乐平市 0.56 0.60 0.60 0.65 0.60 0.69 0.72 

九江县 0.66 0.65 0.70 0.72 0.74 0.77 0.78 

 

武宁县 0.65 0.64 0.66 0.67 0.68 0.70 0.71 

永修县 0.62 0.65 0.63 0.68 0.68 0.70 0.72 

德安县 0.60 0.63 0.63 0.66 0.67 0.70 0.71 

都昌县 0.68 0.69 0.74 0.73 0.77 0.77 0.80 

湖口县 0.73 0.70 0.76 0.74 0.75 0.77 0.79 

彭泽县 0.68 0.68 0.77 0.73 0.76 0.80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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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江县 0.50 0.52 0.56 0.58 0.64 0.65 0.66 

贵溪市 0.48 0.51 0.55 0.59 0.60 0.61 0.62 

新干县 0.53 0.58 0.57 0.62 0.64 0.67 0.70 

瑞昌市 0.71 0.71 0.74 0.74 0.77 0.79 0.80 

丰城市 0.51 0.56 0.55 0.56 0.61 0.65 0.65 

樟树市 0.68 0.68 0.71 0.73 0.74 0.77 0.78 

高安市 0.56 0.58 0.60 0.63 0.64 0.69 0.69 

东乡县 0.48 0.51 0.55 0.54 0.58 0.63 0.62 

余干县 0.62 0.58 0.68 0.62 0.70 0.73 0.74 

鄱阳县 0.69 0.72 0.76 0.74 0.77 0.79 0.81 

万年县 0.59 0.62 0.60 0.66 0.66 0.70 0.72 

平均值 0.58 0.60 0.62 0.64 0.66 0.69 0.71 

 

生态效率数值大小反映了各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利用程度，表现出了鄱阳湖生太极经济区的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同情况，

是对生态经济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量化反映。从表 2可以看出，30个区域的生态效率差异不太明显，主要分布在 0.46-0.81之间，

整体生态效率偏低，只有个别地区连续几年均保持在 0.7以上，大部分地区的生态效率都在 0.6左右波动。 

从表 2 数据可以看出，市区中的景德镇市区、九江市区、鹰潭市区、新余市区的生态效率基本均高于 0.6,县区中浮梁县、

九江县、武宁县、永修县、基本也都处于 0.6 以上，都昌县、湖口县、彭泽县、樟树市等在 0.7 左右小范围内波动，说明在这

些区域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同性更高，在搞好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保护的也非常好。而南昌市、抚州市、进贤县、南昌县、

新建县、安义县等地区的生态效率一般在 0.5~0.6之间，生态效率值偏低。这不仅与所在地区人民的环保意识及相关政策有关，

另外还可能由不同地区发展的产业的特性决定，比如景德镇市和樟树市大力推进生物医药产业群发展。而生态效率偏低的地区，

说明产业的发展对环境的依赖程度较高，针对这些地区，应该积极引导，加强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企业实现良好

转型，从而推进产业与环境协同发展[5]，共创美好家园。 

从图 1 可以看出，近 7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效率逐年稳步增长。在 2011年，生态效率仅为 0.58,之后每年缓慢但稳定

的增长，到 2017 年达到了最大值 0.71,虽然整体效率并不高，但是逐年增长的趋势，说明人们的环保意识在逐渐增强，可持续

发展观在生态经济区建设中得到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口号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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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策及建议 

3.1 大力支持绿色产业发展 

对于新型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特色农产品种植及发展等环保产业链，应该结合各个区域的自身优势，合理引进，鼓励创建。

绿色环保产业不仅不会破坏生态环境，而且对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正面效应。 

3.2 加强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对于工业园区的建设与发展，必须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积极引进先进技

术，同时也要大力鼓励技术创新，加大对创新的奖励机制，开拓万众创新的新局面。 

3.3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人民的生态保护意识 

鄱阳湖是大自然赋予最宝贵的生态资源,应该响应国家的规划政策，将其建设为世界级的生态经济区。作为生态区的一员，

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好生态环境，拓宽宣传渠道,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态保护意识，集聚人民的力量，共创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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