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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到来。
连续保持多年快速成长的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又一场深刻变革，就是必须把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到
战略意义的高度。
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迫在眉睫，目的在于突破三大基本瓶颈：其一，如何走出高速发展30年后，可能
陷入的发展停滞的魔咒和怪圈，如日本的发展进程、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进程以及类似于拉美陷阱那样
的状况。
其二，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建
成创新型国家来赢取在新一轮世界经济竞争中的地位。
其三，如何尽快通过需求拉动和收入分配的调整，解决中国的贫富差异、城乡差异、区域差异等基础
民生问题，通过公共服务均质化的实现，使得社会真正获得公平正义与稳定和谐。
中国进入到这样一个发展的新阶段，要成功摆脱一系列挑战的瓶颈，要破除一些国家发展停滞的魔咒
，转变发展方式必然成为我国发展战略内涵的核心与支点。
改革开放30年，中国解决了发展的方向和路径，解决了战略上往哪里走的问题，成功实现了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中国已经在30年间从原来积弱积贫的状态，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体。
未来的30年，中国需要重点解决发展战略的内生问题，即通过发展方式的加速转变，扫除实现现代化
目标可能遭遇到的基本障碍。
这里至少应解消三大方面的问题：第一，资源环境“瓶颈”的约束问题；第二，出口、投资、需求拉
动的平衡问题；第三，社会民生与区域发展的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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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深入探讨科学发展内涵、总结科学发展实践、定量评估各地区科学发展能力的研究报
告。
　　本书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研究为特征，系统阐述了发展理论和发展观的历史演进历程，
重点解析了绿色发展的战略内涵、宏观判定、战略目标、路线图和科技支撑体系，对中国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暂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绿色发展进程进行了宏观
识别，并设计了它们的绿色发展路线图。
从市、县（区）、镇、村、企业多个层面，介绍了唐山科学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最新成果。
在深刻揭示科学发展内涵的“动力表征”、“质量表征”和“公平表征”的基础上，全面、定量地对
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了“科学发展水平”的统一判别，并作出了相应的“发展能力资
产负债”分析，定量监测和评估了各地科学发展的动态水平。
　　本书可供各级决策与管理部门、规划部门、从事科学发展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参与者以及高
等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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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五）海洋能海洋能的主要能量形式有：潮汐能、波浪能、海水温差能、盐差能和海流能。
英国、日本、法国、美国、加拿大、荷兰、挪威、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等国家都是海洋能资源
十分丰富的国家，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后，为保证社会所需能源得到稳定而持久的发展，而又不危及
生态环境和后代人的生存，各国均对海洋能的开发，从摸清资源状况、制订发展计划、组织科技项目
到实用技术的试验和商业化，均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英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制定了强调多元能源的能源政策，鼓励发展包括海洋能在内的各种可再生
能源。
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后，为实现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又进一步加强了海洋能资源的开发利用，把
波浪发电研究放在新能源开发的首位，投资1700多万英镑研究波浪能装置，使英国在波浪能发电技术
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日本于1974年制定了包括海洋能在内的发展新能源的“阳光计划”，1978年制定了有关节能的“月光
计划”，1989年又推出“地球环境技术开发计划”，1993年将这3项计划全部纳入“新阳光计划”。
在这项中长期综合性新能源技术开发计划中，从1993年至2020年研究经费总额预计为150亿美元。
在海洋能开发利用方面，成立了海洋能转移委员会，仅从事波浪能技术研究的科技单位就有日本海洋
科学技术中心等十多个，还成立了海洋温差发电研究所，并在海洋热能的发电系统和热交换器技术上
领先于美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法国早在1966年就投巨资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至今仍然容量最大的潮汐发电站；印度尼西亚在挪威的
帮助下，从1988年开始在巴厘岛建造一座1500kw的波力电站，并制定了建造数百座波力电站，实现联
站并网的发电计划。
由此可见，为克服化石燃料能源的不足，适应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世界上一些主要海洋国家纷纷
把目光转向海洋加大投入，促进和加快了人类开发利用海洋能的步伐（刘全根，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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