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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部开发中生态环境保护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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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在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中如何保护和优化生态环境显得尤为重要。 在分析西部

地区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度调整资源开发导向战略；科技先行，强化生态环境建设；调整产业
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制定合理的政策，加强环境立法、执法等对策和建议，保护和优化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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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西部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密度较小。
长期以来，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和历史的原因，东
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明显差异。 尤其是改
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体制及观念
差异等原因，这种差异日益增大。 例如，在改革开放
初期，西北地区人均 GDP 均高于福建省人均 GDP
水平，其中青海省人均 GDP 水平高于广东省人均
GDP 水平。但是，1998年广东省和福建省人均GDP
水平相当于西北各省区人均 GDP 的1．3～3．5
倍［1］，西北地区被认为是老少边穷地区。 然而，西部
地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生产基地、能源基地、原材料
工业基地和重工业基地，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占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西部地区具丰富的矿产资源、能量资
源、生物资源、土地资源、旅游资源等。西部地区雄厚
的能源矿藏储备使西部开发潜力无穷，对发展我国
冶金工业、重化工、煤化工、盐化工和石油化工极为
有利。西部地区又是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相对集
聚的区域，科研力量雄厚。在70年代，国家在西部地
区建立了一系列“三线”工业基地，为西部地区的开
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如新疆人均资本存量 （ 按
1978后不变价格计算的固定资产净值存量）增长率
高于广东，青海和宁夏大致与福建相当。

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开始启动，基础设施建设、
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工程已相继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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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国家对西部地区一直采取资源开发导向
战略，以支持这些地区发展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在实
施西部开发战略中是否继续采用资源开发导向战

略、如何处理好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
系、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等问题已日露端倪。 本文在分析西部地区开发面临
的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度调
整资源开发导向战略；科技先行，强化生态环境建
设；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制定合理的政
策，加强环境立法、执法等对策和建议，保护和优化
生态环境，使西部地区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2 西部地区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

2．1 干旱、土地沙漠化、土壤沙化日趋严重

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
弱，干旱、土地沙漠化、土壤沙化日趋严重。全国已发
生土地沙漠化、土壤沙化和可能受到沙漠化、土壤沙
化威胁的土地均分布在西部。究其原因，主要是自然
变异，其次是人类活动。 主要的干旱、沙漠区都曾经
历了湿润化和沙漠化和多次反复大变迁，而干旱、沙
漠化与全球性的气候变冷有关［2］。 在千年和百年时
间尺度上，气候变冷与干旱、沙漠化具有很大的相关
性；在北半球平均气温和北半球海洋夜间平均气温
曲线上（1900～1985年） ，20世纪初期和60年代以
后为两个低温期，旱灾频发，干旱、沙漠化加剧［3］。如



黄河流域的降雨量明显减少，据统计分析，黄河水资
源的主要产流区—兰州以上区域，多年平均降雨量
为488mm，80年代减少到485mm，1990～1997年
平均降雨量仅为355mm。黄河上中游地区70、80年
代降雨量较50、60年代减少5％，1991～1995年减
少12％。1996～1997年又是全流域性干旱。草原鼠
害、过度放牧和开垦、滥砍乱伐森林等因素加速了干
旱、沙漠化的进程。

2．2 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

由于干旱少雨，植被覆盖系数低，而降雨的季节
变率大，且多大雨、暴雨，导致该区水土流失严重，崩
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全国80％以上的
中度以上水土流失的面积分布在西部地区，尤以黄
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最为严重。 由于水资源的短缺和
水利工程建设的滞后，农业生产还是不能脱离广种
薄收、靠天吃饭的状态，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
窘境。生态环境日渐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逐渐
降低。

2．3 环境污染严重，治理污染投入严重不足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进入90年代后西
部地区加大了资源开发的力度，发展工业生产，不可
避免地产生环境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指标均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 1995年全国每亿元 GDP 废水排放
量为207万 t，而贵州为425万 t；1995年全国每亿
元GDP 工业废物排放量为0．12万 t，而云南、青海、
贵州分别为1．51、1．37、1．043万 t，内蒙、新疆等省
区也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985年以来，全国每
亿元 GDP 废气排放量呈下降趋势，由10．58亿 m3
下降到6．86亿 m3，除云南以外其它各省区均高于
全国平均数，宁夏、新疆、贵州呈上升趋势，表明能源
大省废气排放强度相当大［4］。从发展趋势看，环境污
染正由城市转向农村，由工业点源向农村面源扩散，
对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将越来越大。
相反，治理污染的投入严重不足，导致污染控制情况
和治理率均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1995年西部两个
代表性省份青海和新疆的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比全
国平均水平低11．4％和20．3％，处理率比全国平均
水平低31．8％和18．7％；两省区工业废气中燃料燃
烧消烟除尘率也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废气净化
处理率指标虽稍好，但工业粉尘回收率比全国低
27．7％、24．2％。西部省区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极低，如青海、新疆仅为26．8％和40．6％，均低于全
国42．9％的平均水平。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1995年
公布的全国37个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状况评价结果
显示，在环境质量、污染控制、环境建设、环境管理4

个方面21项指标中，西部城市明显处于后面的位
置。如昆明、贵阳、银川、西宁、兰州、重庆、乌鲁木齐、
呼和浩特分别居30～37位。

3 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对策

由于自然变异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西部地区生
态环境已十分脆弱，开发过程中若不注意就容易引
起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如绿洲边缘、干旱和半干旱
区的天然草场、黄土高原的沟壑区等都是生态环境
十分脆弱的地带，若不加以保护和建设，现在的生态
系统就容易退化成荒漠生态系统，并且很难恢复。为
实现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应采取以下的对策措
施。

3．1 适度调整以开发资源为主导的传统发展战略

长期以来，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
一直采取资源开发导向战略，支持这些地区大力发
展能源和原材料工业。 “九五”期间国家对中西部地
区采取的五大政策措施中有四项是围绕开发自然资
源的，进而引导资源加工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西
部地区在“九五”计划中也确定以开发资源为核心的
工业化发展战略。这些措施对于缓解全国能源、原材
料短缺状况，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也
形成了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其采掘
业、原材料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出全国
25～40个百分点。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
快和中国加入WTO，国家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将
减少，生产能力过剩。如果继续实行以资源开发为主
导的发展战略，势必使西部地区的企业背上沉重的
包袱（债务、亏损、下岗失业等） 。 另一方面，采掘业、
原材料加工业会造成环境污染，因此应适当调整以
开发资源为主导的传统发展战略。

在优势的矿产资源中，国家应加快开发短缺、急
需资源，如钾盐、稀土、石油、天然气等，另一方面应
实施矿产资源的战略储备。

3．2 科技先行，强化生态环境建设

以植被建设为中心，带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
生态环境建设，作为西部开发的重要基础工程已全
面启动。 “退耕还草（林） 、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
代赈”的生态环境建设重大措施的实施在许多地区
已经发挥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效益。 在生态环境建设
中，应充分发挥现有科技力量的作用，科研单位和科
技人员应直接切入水土流失治理与生态环境建设工
程。专业研究机构应作为科技依托单位参加规划，鼓
励科研人员直接投入生态环境建设，有利于已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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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成果的推广并能及时解决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中
关键的科学技术问题。 克服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
“三一”（规划模式单一、人工林草结构单一、品种单
一 ） 、“三低”（成活率低、保存率低、经济效益低） 问
题。同时应强化试验示范成果的推广力度，扩大试验
示范规模，推动山川秀美计划的实施。 例如，陕西安
塞纸坊沟流域试验示范区农、林、草地三者比例由原
来1∶0．09∶0．9调整为1∶1．9∶2，有效地实现了
退耕还草（林） ，并通过农田基本建设，粮食产量稳步
上升，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整个流域初步形成了多
林种、多树种、高效益的防护林体系，生物种群数量
增加，许多支毛沟和坡面的天然植被组成发生了变
化，并向森林草原的自植物群落演替［5］，在完全退化
的生态环境系统上重新建设起良性循环的生态系
统。 针对西部地区的区域差异性、生态环境的本底、
退化的症结和建设的目标，在西部大开发启动之际，
应及时组织力量开展具有区域特点的生态环境科学
技术问题的研究，开展植被建设与农（牧） 区经济结
构调整的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其研究重点
近期应放在生态环境脆弱、退化速度较快的黄土高
原、沙漠边缘的草原、草甸，大江大河的河源、上游等
区域。

3．3 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

从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来看，环境问题的产生与
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具有很大的相关性，由于产业结
构的同构化和不合理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 西部地
区目前的产业结构仍以农业资源开发为主，工业内
部结构则以重工业为主，这种产业结构使得这一区
域面临的环境问题比其它地区更为严峻；相反，经济
发展水平较低、财政自给率低；生态环境脆弱；这种
状况决定了西部开发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
路。 根据市场需求适度发展稀有金属和贵重金属工
业，控制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的开发和冶炼规模。 大
型工矿城市应改变“资源立市”的战略，加快发展第
三产业。 加快旅游配套设施的建设，优先发展旅游
业，在部分地区将旅游业发展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国家应允许西部地区优先对外开放金融保险业、电
信业、石油勘探开发、天然气开发与输送、计算机制
造、航空制造、电力及传输市场、鼓励跨国公司在该
地区投资。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不仅是为了提高经济
发展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尽快提高城乡人民的生活
水平，尤其是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仍是“富民”的主要途径。
东西部地区发展的差异实质上是知识差异、教育差
异、观念差异、信息差异和体制差异。因此，要优先发
展教育，尽早实现普及基础教育的目标，鼓励经济发

达地区向西部地区实施教育扶贫；开展与农业生产
和乡镇工业发展相适应的农村职业教育；大力发展
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强化投入发展具有规模
效益的跨区域的开放式大学（ 如电视教育、远程教
育、网络教育、虚拟大学等） ；对少数民族学生和贫困
学生实施基础教育全额免费、中等和高等教育部分
免费的特殊政策。 其次，应注重观念的更新和创新。
东西差异在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水平的差异上尤为
明显，而主要在于观念的差异，以农为本、温饱即安、
小富即安的传统观念难以摒弃。 要有组织地进行劳
务输出、鼓励农村劳动力区域流动；积极发展私营和
个体经济，推行“一村一品”；利用资源、原材料优势、
劳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积极吸引外来资金发展劳
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高效农业和生态农业，减少传统
农业的从业人员以减轻农村生态环境退化的巨大压
力。 第三，要适度加快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进
程。在大力改善现在大、中城市的基础设施的同时选
择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区域大力发展小城市和建制
镇，发挥其经济辐射能力，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3．4 制定合理的政策，加强环境立法、执法

为了保护环境，强化生态建设，应建立、完善和
推广环境资源补偿制度。 适当运用环境经济学的研
究成果，制定相应的政策，包括自然资源价格政策：
在统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宏观调控和结构调
整，改变目前价格扭曲的局面，取消对煤炭生产、运
输消费的各类补贴；被偿政策：对于西部地区退耕还
林（草） 、涵养水源、为下游提供优质用水者，受益地
区或国家应给予相应的补助；扶植政策：国家对西部
地区的教育卫生、公共交通、环境保护和社会公用事
业提供物质援助和技术支持，优先在西部城市开放
环保市场，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发展环保产业。同时要
加快环境立法的步伐，加大环境监督和执法的力度。
公布环境污染的信息，鼓励公众参与、发挥 NGO 组
织的作用，对污染者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对环境污
染严重的企业实行限期整改或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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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nggang Second Senior H igh School，Cangnan，L onggang312400，China）
Abstract： T he eco-environment in West China is more and more fragile．It is very important to protect

and improve ecology evironment in developing the westen China．Based on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of eco-
environment，this article puts forth the solutions for protecting and improving eco-environment，such as
regulating the strategy of mainly exploitting natural resources suitably；depend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engthening ecology evironment construction；regula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draw ing up equitable
constitutions；strengthening the legislation and execution about protecting and improving ecology eviron-
ment，etc．

Key words： Developping the westen China；Development strategy；Ecology e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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