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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资源富集地区发展生态经济的思考
� � � 以陕西省榆林市为例

张雄
(榆林学院, 陕西 榆林 719000)

摘 � 要: 榆林市位于陕西省最北部, 矿产资源十分丰富, 是国家级能源重化工基地。但由于地处毛乌素沙

地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生态环境极为脆弱, 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扩展均十分严重。资源富集和环境脆弱已

成为该市资源环境的两大重要特征,构成一对尖锐的矛盾, 生态经济是该市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分析了

榆林市发展生态经济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了提高认识、改变观念、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型农

业和特色农业,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等思路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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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Eco�economical Development in Resource Rich Area of West China
� A Case Study of Yulin City in Shaanx i Province

ZH ANG Xiong

( Yul in College, Yul in, S haanx i 719000, China)

Abstract: Yulin City is located in the north part o f Shaanx i Pr ovince and is rich in mineral resources, so it is

a base of nat ional pow er and chem ical indust ry. On the other hand, because it is in the t ransit io nal zone fr om

Maow usu sandy land to the Loess P lateau, desert ificat ion and soil and w ater lo ss in the region are much mor e

serious and its eco�environment is v ery f ragile. T he region is characterized by rich resources and fragile eco�
environment that com pose a pair of sharp contradiction. Ther efore, developing eco�economy is the necessary

choice. T he priorit ies and existed problems ar e analy zed for developing eco�economy in Yulin City. T he coun�
termeasures of improving understanding , chang ing idea, developing recour se saving agr iculture and charac�
terist ic agriculture, and carry ing out indust ry financed agr iculture are put fo rw ar d.

Keywords: resource rich area; Yulin City; eco�economy; countermeasure

� � 自 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

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

富,推动了社会的文明进步。但是,世界性人口膨胀,

粮食危机,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向人类敲响了

生存与发展的警钟。发展生态经济已经成为时代的

要求。

发展生态经济将是榆林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

然选择。榆林市是全国仅有、世界罕见的能源重化工

基地。全市已发现煤炭、石油、天然气、岩盐等 8大类

48种矿产,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另一方面, 由于地处

毛乌素沙地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 生态环境十分脆

弱,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扩展均极为严重。如何平衡发

展和治理间的矛盾是摆在该市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面对全球经济社会形势及发展趋势,借鉴我国资源富

集地区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必须未雨绸缪, 加快发

展生态经济战略, 力争尽快走上一条经济、社会、资

源、环境相协调的发展道路。

1 � 生态经济的由来及其内涵

 生态经济学!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鲍丁尔在
20世纪 60年代提出,它通过研究自然生态和经济活

动的相互作用,探索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协调和可

持续发展的客观规律[ 1 � 2]。以生态经济学为主要理

论基础的生态经济是指以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

发展为核心,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 把生态建设,

环境保护, 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及城

乡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统筹规划, 综合建设, 培



育可持续的优美生态环境, 建设文明和谐的生态文

化、发展高效低耗的生态产业,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和谐社会,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高

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人类实践活动。

经过多年的发展,生态经济作为一种理念正在被

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片

面追求经济增长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崩溃,单纯追求

生态目标又难以处理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只

有确保自然 � 经济 � 社会复合系统持续、稳定、健康
运作,方有可能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生态经济既是

生产不断发展与资源环境容量有限的矛盾运动的必

然产物,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具体形式, 是把

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使之互相促进的一种新型的经济活动形式。生态经

济强调生态资本在经济建设中的投入效益,生态环境

既是经济活动的载体,又是生产要素。建设和保护生

态环境也是发展生产力。生态经济强调生态建设和

生态利用并重, 力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和保护

在发展中动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

展。总之,生态经济是生态和经济并重、双赢的经济

形势,而不仅仅以其中之一为目标[ 3] 。

2 � 榆林市发展生态经济的优劣势分析

2. 1 � 发展生态经济的有利条件
2. 1. 1 � 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经济优势 � 榆林市位于

陕西省最北部, 毛乌素沙漠南缘, 辖 12县区, 东与山

西、北与内蒙古、西与宁夏、甘肃相邻,南接延安,处在

我国东西部的结合带, 既是西北经济区的前沿, 又是

华北 � 中原经济区的延伸。

榆林还是我国新兴能源重化工基地和生态环境

建设重点试验示范区,也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热

点区域之一。全市己发现 8大类 40多种矿产资源,

其中 20多种己探明储量。煤炭预测储量 2. 71 ∀ 1011

t, 探明储量 1. 46 ∀ 10
11

t ,为世界 7 大煤田之一。天

然气预测储量 4. 18 ∀ 1012 m3 ,探明储量 3. 18 ∀ 1011

m3。石油预测储量 5. 0 ∀ 108~ 6. 0 ∀ 108 t, 探明储量

1. 9 ∀ 108 t。湖盐预测储量9. 00 ∀ 107 t, 探明储量

3. 29 ∀ 10
7

t。岩盐探明储量 8. 55 ∀ 10
10

t ,远景储量

6. 0 ∀ 1012 t ,约占全国岩盐总量的 60%以上 [ 4]。作为

能源新都,近年来经济发展已步入陕西经济发展的第

一方阵。能源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交通条件的巨

变,基础设施也日趋完善,外来资金和信息的大量涌

入也使得该市由封闭落后转向开放开发的热点地区,

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地改变,环保意识大大增

强,这些都为生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和思想认识基础。

2. 1. 2 � 发展特色农业的条件得天独厚 � 榆林农牧资
源丰富,具有明显的资源地域优势和比较优势。

据统计,榆林市有 23 项资源列陕西省第一 [ 5]。

榆林土地资源广阔,人均耕地面积较大, 且类型多样,

滩、梁、峁、沟、水面(海子)具有, 宜于农林牧综合发

展。榆林地区光照充足,辐射量大, 雨热同季。年平

均日照时数 2 600~ 2 900 h, 年辐射量 5. 39 ∀ 109 ~

6. 04 ∀ 10
9

J/ m
2
,居全省之首;气温日较差 11 # ~ 15

# ,对促进植物光合作用, 增加含糖量及水果着色极

为有利。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天然的隔离条件, 也使得

榆林成为全国重要的制种基地。多年来,玉米、油葵、

高粱等作物制种产量和质量均在全省乃至全国领先。

榆林地区是全国马铃薯优生区之一, 近年来, 作为农

业 4大主导产业之一,马铃薯已经成为全市人民生活

中不可替代的重要食品和山区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榆林地区也是全国重要的小杂粮产区。米脂县

土壤最宜种植谷子, 且因其所产小米质量高, 米淅之

汁如脂而名县;定边县常年荞麦种植面积 6. 67 ∀ 104

hm
2
,是目前全国红花荞麦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

出口量最大的县; 横山, 佳县所产绿豆, 以其粒大色

艳,品质优良,深受国内外市场欢迎,长年出口日本及

东南亚各国。榆林还是全国红枣 5大产区之一,年产

量达 8. 0 ∀ 10
4

t, 成为全国重要的红枣生产、加工基

地,其中清涧县被命名为 全国红枣之乡!。此外, 榆

林现有人工草地面 6. 15 ∀ 105 hm2 , 羊子饲养量 646

万只, 均居全省第一, 是陕西省重要的畜牧业基地。

独特的农牧业资源,加之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对优质

农产品的大量需求,将使该区特色农业具有广阔的发

展前景。

2. 1. 3 � 良好的政策和投资环境 �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实施向纵深发展, 国家投资重点由沿海向内地,

由东部向西部, 由经济发达地区向资源富集地区转

移,以缩小东西部的差距, 实现全国经济平衡发展, 这

必将使地处西部腹地的榆林获得更多国家投资倾斜

成为现实。国家将榆林确定为全国重点生态环境建

设示范地区,这也为榆林市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生态

经济, 形成新的生态特色产业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世

纪之交,市委市政府又确立了建设西部经济强市、特

色文化大市、生态环境名市的战略目标, 将生态经济

列入全市重点发展的 4大经济之一, 予以高度重视。

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 独特的自然资源, 良好的政策

环境, 使榆林生态经济具备了明显的投资优势。

2. 2 � 生态经济建设的制约因素

2. 2. 1 � 生态环境先天脆弱 � 由于长期不合理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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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使得榆林市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多年生植

被稀缺,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扩展严重, 属全国重度荒

漠化地区、沙尘暴源区和黄河中游主要的土壤侵蚀

区,是西北黄土高原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最为突出的

地区,也是治理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目前全市还有

260 hm
2
流沙需要治理, 已治理的固定、半固定沙漠

由于植被稀疏, 减风能力差,沙化面积以每年 2. 0 ∀

104 hm 2 的速度增长。全市仍有水土流失而积

1. 67 ∀ 10
4

km
2
, 占土地总而积的 38. 7% ; 已治理的

2. 1 ∀ 104 km2 , 由于标准低,不能有效控制水土流失,

每年输入黄河泥沙仍高达 2. 9 ∀ 108 t。全市 三化!

草地而积达到 7. 21 ∀ 10
5

hm
2
,占到天然草场总而积

的 44% [ 4]。脆弱的生态环境既增加了发展生态经济

的紧迫感和难度。

2. 2. 2 � 水资源短缺严重 � 榆林市地处黄土高原腹

地,水资源总量 3. 27 ∀ 109 m3 (不含入境水量) , 人均

占有量 998 m3 , 约为全国人均水平的 40%; 每 1 hm2

耕地均水 2 625 m
3
, 低于全省 11 760 m

3
的水平

[ 6]
,

比全国的平均水平更低, 频繁干旱已成为该区域主要

环境特征。南部丘陵沟壑区, 农业以旱作雨养为主;

北部风沙滩区, 虽地下水资源较为丰富,但由于长期

不合理的开发利用, 地下水下降十分严重,由原来的

1~ 2 m 下降到 30~ 50 m 以下。全市 4大河流(无定

河、窟野河、秃尾河、佳芦河)夏季基本断流,秋冬季仅

有少量径流水,全市 8个县城严重缺水
[ 4]
。可以说,

缺水已成为制约榆林农业发展和生态改善最为重要

的因素之一。此外, 榆林又属国家能源重化工区, 随

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以及环境安全紧迫性的增强,

工业、农业、生活、生态用水矛盾必将日益突显。

2. 2. 3 � 科技发展滞后 � 生态经济是一种高新技术依
托的经济形态。但目前榆林市科技基础还十分薄弱,

科技人才缺乏, 自主创新能力低, 科技成果的推广应

用力度不够,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度不高;科技投入

严重不足,科技能力建设滞后, 吸引优秀科技人才的

机制和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

2. 2. 4 � 劳动力素质不高 � 根据近几年对农村劳动力

的普查摸底情况分析, 榆林市农村劳动力素质较差。

在 16~ 45岁青壮年劳动力中, 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

45% ,初中文化程度占 47. 72% ,两者占到该年龄段

劳动力总量的 92%。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 8%,

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更少;偏低的劳动力素质造成思

想观念落后,缺乏市场经济意识、开放创新意识、生态

环境保护意识和法制意识,已成为生态经济发展的主

要制约因素。

3 � 榆林市发展生态经济的思路和对策

3. 1 � 充分认识发展生态经济的重要意义

目前, 在榆林市大力倡导发展生态经济具有不同

寻常的意义。( 1) 榆林市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

期,应当自觉地走生态经济相协调发展的道路, 而经

济的迅猛发展又为生态的良性循环提供了保障和可

能。( 2) 经济的增长是有代价的。我们以什么样的

经济增长模式来选择低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 这种

低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生态经济方式。否则, 即

使有了高的经济增长,如果以破坏和牺牲生态环境为

代价, 其代价也是极其高昂的, 也是难以可持续发展

的。( 3) 榆林的发展要发挥后发优势,一个很重要的

方面就是要充分认识和发挥生态经济的裂变效应, 它

会带来工业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即清洁生产; 它会

带来农业的新的生产方式, 即生态农业; 它还会带来

服务业领域新的增长方式。

3. 2 � 牢固树立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的观念

生态经济战略的核心问题是在可持续发展思路

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发展观。要改变环境与经济发展

相对立的传统经济学观念, 树立生态环境也是生产

力,环境与发展两者应是协调统一的整体的生态经济

学新观念, 深刻领会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在发

展中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 相互依存的矛盾对立统

一体。强调生态保护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

作用, 充分认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

生态环境, 就能发展生产力。

3. 3 � 加快发展资源节约型农业

发展节约型农业是降低农业投入,提高农业资源

利用效率, 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也是构

建节约型社会,发展生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现

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结合榆林市实际, 一要以

 沃土工程!为载体, 进一步调整优化用肥结构, 大力

提倡增积增施有机肥, 开发利用优质有机肥料, 重点

推广配方肥、专用肥、控释肥等,鼓励生产、使用优质

有机肥。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科学指导因

地、因作物施肥, 并逐步扩大应用领域和范围。

抓好秸秆还田和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进一步改

善土壤理化性状,提高耕地质量。同时要切实加强基

本农田保护,科学合理规划, 防止因城市规模扩张而

随意占用耕地现象的发生;二要从科学合理用药和提

高农药利用率两方面入手,加快推广高效、低毒、低残

留农药新品种的应用,推广农业有害生物综合治理技

术,建立健全农业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示范体系; 三是

要大力发展节水农业。南部旱作农业区, 要积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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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抗旱品种、地膜、秸秆覆盖、水肥耦合、抗旱化学制剂

为主的旱作农业技术,同时要大力发展沟垄种植、窖灌

农业等集雨农业技术,提高有限降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北部风沙滩灌溉农业区,则要采取渠道防渗和管道输

水等措施,提高渠系水的利用率。采取管道灌溉、喷

灌、滴灌和微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 减少田间灌水过程

中的水量损失,提高田间灌水有效利用率。注重工程

节水与农艺节水并重,实现降水资源化,有效减少灌溉

用水量。

3. 4 �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

发展特色农业是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实现生态经

济目标的重要环节。榆林市工业化开发较晚,又比较

注重环境保护, 尚未出现影响绿色农业发展的严重污

染现象。榆林市特色农牧资源丰富,加之地广人稀,

天高气爽,所产农副产品优质洁净, 极具开发潜力。

在农产品开发上,要突出 特色!和 绿色!两大特征,

大力发展红枣、小杂粮、制种玉米、马铃薯、小杂果、羊

子等特色农副产品, 走 矿产资源富市, 特色农业富

民! 的路子。但目前这些产业开发还处于初级形式,

规模小,力量薄弱,尚待时日发展。

榆林市发展特色农业过程中存在如下主要问题。

( 1) 加工技术落后,多为简单加工, 精深加工几近空

白,致使产品竞争力弱,附加值不高; ( 2) 大多保持手

工作坊式生产, 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 3) 质量不稳定、

管理落后; ( 4) 宣传不够, 市场占有率低。今后必须

注意实施有效的产业化经营, 全面引入市场化运作方

式,引进资金、技术、人才,扶持龙头企业发展,走公司

+ 基地+ 农户的路子,强化产品研发,改进加工技术,

实施规模生产。同时要扩大宣传,注重品牌效益, 创

新产品概念,转变营销手段,独辟市场蹊径,扩大消费

人群, 创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一条新路。

3. 5 � 实施工业反哺农业
一般而言,工业化进程中的工农业关系演化依次

经历三个基本阶段, 即以农补工阶段,农工自我发展

阶段和以工补农阶段。反哺农业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目前, 榆林市已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

和条件。立足实际,工业反哺农业的重点有以下 3个

方面。一是以农产品加工为载体,积极鼓励和引导工

商资本、民间资本、外商资本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 重

点扶持一批对农民增收具有显著带动作用的农副产

品生产加工企业,扶强做大; 二是扶持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 特别要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政策性补贴, 巩

固退耕还林(草)成果; 三是加大农业科技投入, 着力

推进自主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经济的健

康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四是要加强农民技术培训, 提

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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