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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社会在生存与发展的进程中，与自然界之间存在一种互为作用的关系，作者将此界定为文明
激励与制度规范的互动结构。
　　《文明激励与制度规范：生态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试图对文明激励与制度规范的结构进
行一般性的理论处理，即以文明激励与制度规范互动关系为主题，运用生态哲学、环境伦理、生态经
济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方法，作出新的理论重构，形成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分析结构
；试图探讨生态环境发展与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人类经济社会系统与生态环
境系统建立良好的互利共生的激励结构，进而支撑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文明激励与制度规范：生态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立足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
法，为人们提供一个如何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深化与可持续发展机制相融合的技术路线图。
具体包括理论架构分析、文明历史追溯、当代气候问题博弈、省际水平实例分析、战略思考等内容，
力争展现一幅具有立体感的研究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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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战书，男，汉族，1950年8月生，祖籍河北省平山县。
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哈尔滨工业火学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现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
主要研究领域：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学和国有企业改革等。
已在《求是》、《经济日报》、《管理世界》、《自然辩证法研究》等报刊发表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
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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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可持续发展目标导入　　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与可持续性成为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机制耦合
的主旨。
其核心任务是将系统组织间的相互成长性作出目标一致性的导入。
　　（1）高碳排放经济社会增长系统的抑制性目标激励。
首先假设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已经对自然环境大系统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传统社会生产能力扩张和资源能源过度消耗支撑的经济结构规模提升受到严格的限定。
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为例，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化学纤维、化肥、原料药、火力发电等
高碳排放行业受到气候变化问题的硬约束，需要进行落后产能淘汰、节能降耗技改、效率改进创新、
新技术新装备工艺应用，以获得生产许可，减少结构性高碳排放；倡导能源结构优化调整与提升新能
源比重。
严格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比例，火力发电实行脱硫标杆电价和推进大型超临界燃气机组技术，强化化石
能源发电竞价上网的新能源配额制度；推行低碳生活与新的消费模式，使资源能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社
会建设深入千家万户。
　　（2）高碳排放经济社会系统的可持续性目标激励。
主要是采取各种激励手段，发展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循环经济、生态产业，推广气候友好技
术，倡导清洁生产无公害生产、消费与生活。
　　（3）高碳排放情景下的生态环境功能性修复与补偿的目标激励。
采取市场机制、补偿机制与援助机制，对生态环境脆弱地区、敏感地区实施重点保护与禁止开发，以
休养生息的方式激励功能性、结构性、区域性的修复，集聚生态发展的可持续性资源，构建激励性的
生态发展通道与拓展生态发展轨道，确保工业文明以来生态欠账的“集体性”偿还，使生态环境修复
由崩溃边缘向可修复、可还原、可建设与可发展的方面扭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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