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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要特色是，提出了西北典型区生态脱贫途径的生态制度优化与层次结构的观点，特别注意了
对策的针对性、操作性、制度创新等。
生态制度优化，就是在进一步完善生态购买、生态私有制度创新的基础上，提出生态认证、生态捆绑
、互动发展观等观点，而且这些制度与途径具有圈层和层次结构，即不同的地区应该实行不同的生态
制度和建设途径，具有生态制度创新和生态管理创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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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研究认为，生态文明是理想目标，生态制度建设是根本，生态工程建设是途径，生态意识与
生态行为是基础。
生态文明的目标是要实现生态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发展，而创建生态文明的关键是要建立科学的生态文
明制度。
目前，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的重点是先要建立生态补偿制度，而要开展生态补偿的关键是要做好制度创
新，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制度区域优化。
　　中国区域广阔，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且具有多样性，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这就决定了生
态建设途径应该具有多样性，生态建设制度也要具有多样性。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曾提出了一些关于制度创新与实施途径的建议，如生态购买、生态私有等制度
创新的建议，以及生态草建设、生态特区建设、生态河流建设等管理制度与实施途径的设想。
最近，针对湿润、半湿润地区生态建设需要，我们提出了生态认证的观点，针对矿区特点提出生态捆
绑的观点，还提出了生态义务的对策建议，等等。
我们认为，这些旨在促进陕甘宁及西北地区生态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制度与途径，其实施重点在区域空
间上要有选择性，即要进行制度优化。
制度优化，就是不同区域选择不同的生态建设制度。
制度优化的理论意义在于提出制度创新的圈层结构优化途径，其实践价值是探索不同的实施途径。
　　制度创新的圈层结构。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曾经说过：“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
贫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
挥自己的特点。
”那么，对于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西北地区。
在生态环境建设中，是否也应放宽政策，使他们尽快改变生态环境的面貌呢？
　　在陕甘宁老区，最理想的状况是实现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陕甘宁老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优化层次结构（见图1-4）、生态经济
制度创新的层次结构（见图1一5）和生态经济管理创新的层次结构（见图1-6）进行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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