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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西部生态经济走廊是指位于甘肃省黄河以西，东起乌鞘岭、西至古玉门关的河西走廊，这是
我国西部地区惟一一个天然走廊，东西长约1120公里，南北宽40～100公里，形成西北一东南走向的狭
长形天然陆地通道，构成中国三大天然走廊中最大的走廊。
在行政区划上包括嘉峪关、酒泉、张掖、金昌、武威5市，共20个县（区）级行政单元。
土地总面积27.6 万平方公里，占甘肃省的60.4 ％，2001年底总人口达到476万人，占全省的18.5 5％
，GDP达到282.2 6亿元，占甘肃经济总量的26.3 ％。
该走廊位于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干燥，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加速发展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受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约性大，但对甘肃省而言，这却是一条在今天和今后经济社会发展中全省最
具活力和潜力的走廊，也是在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具有战略意义的走廊。
　　作为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重点区域“两带一区”重要组成部分的河西走廊，在古代是丝绸之
路的咽喉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在今天和今后是连接西藏、新疆、青海、内蒙古四个省区的战略要冲
，是西出新疆、南下青海与西藏、北接内蒙古的桥头堡，发挥着“东进西出，南拓北展，稳定边疆，
团结民族”的战略作用。
在甘肃一直是全省经济发展的“龙脊”地带和西陇海一兰新经济带经济发展的“塔腰”地带。
建设好这条生态经济走廊，实现中国西部生态经济走廊发展的上述战略转变，需要借鉴国内外生态经
济走廊建设的有关理论和经验，深入研究河西走廊生态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若干关键性重大问题。
本书正是基于这一动机，用9章30节内容系统分析了河西走廊生态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特征、现状
情势、能力评估、发展战略、产业组织重点、流域生态经济带建设、生态环境与城市化的耦合效应、
城市发展模式与城镇体系建设、生态示范园区建设等问题。
　　本书是在对近5年来陆续开展的有关河西走廊科研项目成果系统总结和提炼的基础上成稿的。
在研究过程中，曾先后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编号4033504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编号49871035）、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编号KZCX2一SW一318-03）、中国科
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编号KZCXI-09-04）、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知识创新工程
引进人才专项基金项目（编号SJIOG-BOO一01）的联合资助。
正是有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这些研究经费的支持，才使得对中国西部生态经济走
廊的研究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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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西部生态经济走廊》是基于这一动机，用9章30节内容系统分析了河西走廊生态与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总体特征、现状情势、能力评估、发展战略、产业组织重点、流域生态经济带建设、生态环
境与城市化的耦合效应、城市发展模式与城镇体系建设、生态示范园区建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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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生态经济走廊总论第一节 生态经济走廊的自然属性第二节 生态经济走廊综合开发的战略
转变一、由古丝绸之路走廊转变为新欧亚大陆桥走廊二、由开发移民走廊转变为生态移民走廊三、由
粮食走廊转变为制种走廊、肉制品走廊和草业走廊四、由酒文化走廊转变为生态旅游文化走廊五、由
单一工矿走廊转变为综合性生态工业走廊六、由串珠状城镇走廊转变为生态城市走廊七、由缺水走廊
转变为生态节水走廊八、由生态脆弱走廊转变为生态重建走廊九、由战争要道走廊转变为战略要冲走
廊十、由多病的生存经济走廊转变为健康的生态经济走廊主要参考文献第二章 生态经济走廊可持续发
展的理论基础与新近进展第一节 生态经济走廊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环境一、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国际宏观环境二、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区域环境第二节 生态经济走廊可持续发展的理
论基础一、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二、恢复生态学理论三、社会生态学与地生态学理论?第三节 生态经
济走廊可持续发展的新近国际进展一、普遍推行国民经济的生态化与经济社会活动的生态化二、涌现
出了一系列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用技术三、初步建立起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指标
体系四、开始加强生态预报，建立生态安全监控预警系统五、广泛采用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
究的新方法六、开始研究国家生态安全地理定位，制定国家外部生态安全战略七、通过机构设置，普
遍把生态重建转变成一种政府行为八、生态重建经验对中国西部生态经济走廊的借鉴主要参考文献第
三章 生态经济走廊可持续发展的情势分析第一节 生态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取得的主要成就一、“三北
”防护林建设初见成效，生态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二、治沙工程建设进展顺利，生态环境质量局部有所
改善三、农田水利建设成就斐然，农业节水增产效果明显四、经济发展实力相对雄厚，明显强于甘肃
省平均水平五、农业综合开发成绩卓著，农业产业化示范园区建设初见端倪第二节 生态与经济可持续
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水资源减少，地下水位下降，工农业用水矛盾日益突出二、人工林草部分枯
死衰败，天然植被面积局部锐减三、土地沙化依然严重，“沙进人退与人退沙进”怪圈仍在继续四、
自然灾害频繁，环境污染加剧五、人地关系矛盾渐趋复杂，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较为突出主要参考文献
第四章 生态经济走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评估第一节 生态与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的指标体系
一、综合评估指标选取的原则二、指标体系的框架设计与辨识三、指标量算第二节 经济可持续发展能
力的综合评估一、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指标的赋值与赋权二、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测度与
分析第三节 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评估一、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的赋值与赋权二、生态可持
续发展能力的综合测度与分析三、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的关键因素分析第四节 社会可持续发展能
力的综合评估一、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的赋值与赋权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测度与评价
第五节 可持续发展能力总体评价与地域分异规律一、生态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总体求算与分
级分析二、生态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地域分异规律主要参考文献第五章 生态经济走廊可持续
发展战略及产业重点第一节 生态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一、生态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机遇二
、生态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三、机遇多挑战少，热开发冷思考第二节 生态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思路一、把生态重建作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切入点，实施“大生态”战略二、运用市场机制和
高新技术开拓资源优势，实施“大资本”战略三、推进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与结构转换，实施“大调
整”战略四、营造大开发的投资环境，实施“大联通”战略五、建设内陆经济开放特区，实施“大开
放”与“大投资”战略第三节 生态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组织重点一、农业发展重点——建成国家
第二个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二、工业发展的重点——镍都与钢城并进，轻重工业并举三、第三产
业的发展重点——发展大旅游业主要参考文献第六章 生态经济走廊流域生态经济带的建设与发展第一
节 内陆流域生态经济带分异协调规律与耦合发展模式一、流域生态经济带建设的总体目标二、流域生
态经济带上-中-下游投入产出效益的分异分析三、流域生态经济带区域分异与互动协调的基本规律四
、流域生态经济带上-中-下游耦合发展模式第二节 流域生态经济带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系统耦合模
型一、流域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耦合系统模型解决的关键问题二、流域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系统
耦合模型的构建前提与思路三、流域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系统的基本耦合关系式四、流域水-生态-
经济协调发展系统耦合的因果反馈流程第三节 流域生态经济带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耦合系统调控一
、调控变量的确定二、WEP、WEE和WEH三种调控方案的生成与预测三、WEP、WEE和WEH三种调
控方案的比选分析第四节 流域生态经济带水一生态一经济协调发展趋向一、wEE方案对应的流域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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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及用水结构变动趋势分析二、WEE方案对应的流域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变动趋势分析三、WEE方案
对应的单方水产值变动趋势分析四、提高内陆流域单方水产值的主要途径主要参考文献第七章 生态经
济走廊生态环境与城市化的耦合效应第一节 生态环境与城市耦合发展的基本思路一、生态环境与城市
耦合发展的宏观背景分析二、生态环境与城市耦合发展的基本思路第二节 生态环境与城市化耦合发展
的机制与规律性一、生态环境与城市耦合发展的机制二、生态环境与城市化交互耦合的规律性分析第
三节 城市用地扩展对生态环境影响的GIS分析一、城市用地扩展的遥感数据处理与GIS技术分析二
、GIS技术支持下城市用地扩展与生态环境变化的动态过程三、城市用地扩展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
影响四、主要结论第四节 水资源变化与城市化的耦合效应分析一、水资源变化不是城市化的首要驱动
因素和制动因素二、现有水量只能确保7％的经济增长速度和35％的城市化水平三、城市化水平每提
高1％，城市用水量将增加0．91亿立方米四、水资源养育下的绿洲生态环境支撑着城市化主要参考文
献第八章 生态经济走廊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城镇体系建设第一节 水资源约束下的城市市区扩张特征与
变动趋向分析一、城市市区水资源供应状况及其短缺程度分析二、水资源约束下的城市市区扩张特征
三、水资源约束下的城市竞争力分析四、水资源约束下城市市区扩张的变动趋向分析五、城市扩张应
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二节 水资源约束下的城市经济发展与城市化阈值一、水资源约束下河西走廊可用水
量的阈值分析二、水资源约束下的城市经济发展阈值分析三、水资源约束下的城市化发展阈值分析四
、水资源约束下经济发展阈值对城市化水平阈值的保障程度第三节 水资源约束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一
、推行“产业移人”为主、“人移产业”为辅的城市扩张模式二、推行“分步到位”为主、“一步到
位”为辅的城市生态移民模式三、推行“退一进二”、“退乡进城”的城市用水转换模式四、推行“
节水量城”为主、“借水养市”为辅的节水型城市化模式五、推行“压粮兴草”、“压农兴工”、“
活商旺城”的城市产业转换模式六、推行“-核四极”、“一轴三带”、“百镇同兴”的城市空间推进
模式第四节 水资源约束下的城镇体系建设一、城镇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动力机制二、城镇体系发展与布
局的基本特征三、城镇体系建设的“卅”字形空间推进模式主要参考文献第九章 生态经济走廊可持续
发展示范园区建设第一节 生态示范园区建设的动机、原则与功能一、生态示范园区建设的实践基础二
、生态示范园区的建设动机与原则三、生态示范园区的运行机制与功能第二节 生态示范园区建设的现
状类型与分布一、生态示范园区建设的现状特点二、生态示范园区的类型与分布三、生态示范园区建
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节 生态示范园区建设的基本思路一、归并各类生态示范园区，建设大型跨地
区的特色示范园区二、因地制宜地选择建设模式，真实有效地发挥示范效应三、建立健全园区运行体
制，强化园区示范的科学管理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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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十、由多病的生存经济走廊转变为健康的生态经济走廊　　从河西走廊目前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建设所面临的问题看，这是一条“多病的生存经济走廊”。
大气降水较少，地面植被稀疏，沙漠戈壁和风沙较多，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任务繁重。
干旱严酷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走廊的产业成长和城市发展得了严重的“贫水症”。
河流径流量日趋减少，下游“河流断流”现象严重，流域上下游用水冲突加剧，产业各部门用水矛盾
突出，土地沙化与耕地退化依然严重，“沙进人退与人退沙进”的怪圈仍在继续，本来可作为首都生
态屏障的河西走廊，如今却成了我国风沙东移南下的大通道和中国北方地区主要的沙尘源之一。
其中部分地区变成了风之头，水之尾①。
人地关系矛盾渐趋复杂，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较为突出。
在经济建设方面，资金渠道不畅，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发展环境不够宽松。
工业产业升级滞后，部分原有的支柱产业遇到较大困难，新的主导产业亟待培育，地方工业对经济的
带动能力弱小，小农意识比较浓厚，高水平经济人才、高层次科技人才和现代管理人才缺乏。
　　所有这些问题导致河西走廊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形成六大恶性循环怪圈：一是
人口总量大-经济总量大-生态代价大的恶性循环怪圈；二是河水断流-经济断流-生态断流的恶性循环
怪圈；三是沙进地退一地退人退-人退沙进的恶性循环怪圈；四是素质贫困-观念贫困-经济贫困-生态
贫困的恶性循环怪圈；五是投入漏出-漏出投入-生态贫困的恶性循环怪圈；六是市场失灵-政策失控-
生态失调的恶性循环怪圈。
六大恶性循环怪圈的困扰使得走廊长期处在一种“多病的生存经济”发展状态中。
为此必须采取各种生态的、生产的、生活的手段，对河西走廊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健康状况进行综
合评价，建立走廊生态安全与经济安全预警系统，清除疑难杂症，确保生态环境逐步良化，生态经济
持续稳定发展，社会系统健康运行。
　　走向新世纪的河西走廊，从发展前景与开发潜力看，是一条有开发前景和潜能的开发走廊。
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面临着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
历史性机遇，面临着西气东输、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改善投资环境、提高经济运
行质量的历史性机遇，面临着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和生产要素向西流动的历史性机遇；同时又
因自然条件的先天不足，不可避免地受到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且正在恶化、水源短缺、工业化程度低下
、人地关系矛盾突出、经济结构失调等一系列亟待解决问题的制约。
展望新世纪的河西走廊，困难与希望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
我们必须站在战略研究的高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河西走廊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步伐，重
振丝路雄风，把河西走廊建设成科技型、节水型、外向型、加工型和生态型的健康生态经济长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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