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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鄱阳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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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是长江的重要调
节器，年均流入中国母亲河——长江的水量达1450亿立方米，约占长江径流量的15.6%，超过黄河、淮
河、海河三大河流水量的总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饮水安全的重要保障。
鄱阳湖是具有世界影响的重要湿地和候鸟栖息地，拥有丰富的鱼类、鸟类等物种资源，也是中国唯一
的世界生态湖泊网成员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划定的全球重要生态区之一。
当前，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严峻，如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消除贫困、发展经济与保护环
境的有机统一，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为了探索生态与经济双赢的发展模式，我省提出了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战略构想，2009年12月12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西省第一个列为国家战略的
区域性发展规划，是江西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世界银行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高度关注，专门安排技术援助资金，支持开展“鄱阳湖生态经
济区建设问题研究”项目。
该项目由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江西省财政厅等部门组织实施，并建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原
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姚木根同志（现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任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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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研究》是一本研究大湖流域生态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著作。
全书在阐述生态经济理论、方法与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重点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体系、生态环境
保护管理体制、在保护环境的同列。
减少贫困、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机制、水位变化对鄱阳湖生态环境影响、建立跨部门信息数据共享平台
等进行了实证研究和政策分析。
探讨了鄱阳湖区域的“经济——生态——社会”、“人口——资源——环境”、“人——冰——地”
等的关系，揭示了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保护的⋯般规律和政策机制。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研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理论创新意义和政策价值，可供区域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
者和大专院校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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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国内外典型湖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教训与代价　　（一）美国五大湖地区中心城市经济地位
的丧失　　20世纪20年代，五大湖工业区的城市人口仍然在增长，城市化水平仍在提高，但增速已经
落后于美国西部和南部的新兴地区，城市发展开始显露衰退的迹象。
在全国25座增长最快的大都市中，五大湖工业区仅有3座。
然而到30年代，五大湖工业区工业城市中的克利夫兰、圣路易斯、托莱多、阿克伦和扬斯敦开始人口
减少。
在此10年中，全国人口增长7.2010，五大湖工业区任何城市都未达到这一平均数。
20年代开始的汽车广泛使用又使得郊区化开始沿着不同城市铁路方向进行，大批人口向郊区迁移，城
市逐渐变成都市区。
都市区内人口向郊区分散，使得郊区在政治，经济上不断独立并同中心城市形成竞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五大湖工业区这个老工业基地经济增长乏力，一度被称为“冰雪带”。
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在美国西部和南部以及日本、德国等国家的竞争下，汽车工业生产的分散化。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工厂关闭加速，失业比例高居全国之首。
五大湖工业区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由1946年的77010下降到了1982年的57010。
工业增长的乏力在城市化上的响应表现为郊区化现象的进一步明显，并进而出现／逆城市化的现象，
富人加速迁往郊区，穷人多半留在市中心，相应的在城市空间结构方面，由干人口郊区化在大都市内
进行，大都市区的发展主要发生在郊区，郊区的单一居住功能变成城市的不同功能区域。
于是，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逐渐形成，各个相连的大都市区逐渐交叉变成巨型城市带。
　　（二）日本琵琶湖和中国太湖先污染后治理的代价巨大　　琵琶湖开发利用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
由“生命之源”到“排水沟”再到其“价值回归”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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