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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州生态经济建设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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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首先使用生态经济 ( Ecological Economy) 这个概念，并逐渐成为一种

科学的发展观和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该文立足阿坝州生态区位优势、生态功能特征、主体资源特点及生态建设

现状，提出分类区划、分区施策、重点突破等建设措施，并对生态经济评价体系的建立提出科学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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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越

来越突出，如何实现生态和经济的双赢成为人们关

注的热点问题，而生态经济不同于以往的农业经济

和工业经济，从理论到实践都是新生事物，其本质就

是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可承受的基础之上，

能够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发展与保护环

境、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

的经济，最终建立经济、社会、自然良性循环的复合

型生态系统。
阿坝州生态建设现处于“治理与破坏相持阶

段”，而全国经济正处于增长时期，迫使阿坝州要遵

循总结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原则，充分吸取

传统消极发展模式中的经验教训，树立生态环境也

是生产力，环境与发展两者应是协调统一的整体的

生态经济学新观念，领会生态与经济在发展中是相

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矛盾对立统一，认识

生态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减少或避免破坏和

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用和谐的眼光、和
谐的态度、和谐的思路和对和谐的追求来发展生态

经济，科学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走人与自然和谐

之路，不断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自然利用效率，大力

倡导发展生态经济对阿坝州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1 阿坝州生态资源优势

1． 1 生态区位优势

阿坝州的森林面积及活立木蓄积在全省占第二

位、在全国与东北林区等重点林区资源相比，根本不

占优势，只在生态区位上占优势。
阿坝州地处长江、黄河源头，是全省唯一地跨长

江、黄河的地区; 其地理位置独特，位于成都平原与

青藏高原的过渡带，居于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的接合

部，森林资源和湿地资源丰富，拥有最优的生态旅游

资源和最大的高原湿地资源，在全省和全国占居着

极其重要的生态区位，为重点生态功能区。
1． 2 生态功能区划

四川省生态功能区中，阿坝州处于限制开发区

域，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占有两个区。
若尔盖草原湿地生态功能区: 包括阿坝县、若尔

盖县和红原三县，该区域生态功能定位为水源涵养、
水文调节以及维系生物多样性、保持水土和防治土

地沙化等功能，被国家林业局评定为“中国最美丽

的高寒湿地”。
川滇森林生态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 包括

除若尔盖草原湿地生态功能区涵盖的三县外的十个

县，该区域是大熊猫、羚牛、金丝猴等重要珍稀生物

的栖息地，国家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域，

全省重要的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维系

生态平衡的主要区域，为全国重点大熊猫栖息和保

护地，有三处世界自然遗产地。
1． 3 生态区脆弱部

阿坝州生态资源整体上存在破坏容易、恢复难

得的特点，其生态脆弱部: 一是河谷地带的农耕地、
经济林带与乔木林之间的灌木林，特别是干旱河谷

的灌木林和灌丛; 二是高半山森林与高山草甸之间

的灌木林，特别是海拔 4 000 m以上的国家特别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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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灌木林。
干旱河谷地带和海拔 4 000 m以上地带是阿坝

州生态极其脆弱区，其植被一旦破坏，在现有的技术

条件和经济水平下根本无法进行恢复。
1． 4 主体资源特点

阿坝州的主体( 森林) 资源的特点主要为: 一是

地理分布不合理。从水平地带上看，主要分布在高

山峡谷区向高原丘陵区的过渡区域，在西北部的高

原丘陵区及干旱河谷地带很少，面积不足全州森林

资源的 5%，其防护作用大，但数量相当有限; 从垂

直地带上看，主要分布在海拔 2 400 m ～ 4 200 m的

低山 和 亚 高 山，河 谷 和 高 山 的 森 林 不 足 全 州 的

10%，其范围较大，质量不高、稳定性差。二是林分

起源 不 均 衡。人 工 林 面 积 占 全 州 林 业 用 地 的

8. 48%，占有林地的 15. 74%，其蓄积量小、稳定性

差、功能性弱、多样性不丰富。三是林种结构不合

理。全州林分资源中用材林占 10. 64%，防护林占

72. 73%，薪炭林占 1. 48%，特种用途林占 15. 15%，

用材林基本上能满足农牧民的生产自用，但薪炭林

资源太少，不能满足广大村民和居民的生活烧柴，其

矛盾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长期存在。四是树种资源

不丰富。全州活立木蓄积构成中冷杉和云杉就占了

82. 53%，华山松、杨、软阔等速生丰产树种的蓄积不

足 100 万 m3，占不到 0. 01% ; 冷、云杉为慢生树种，

其采伐在州内云杉要在 100 a 以上，冷杉要在 80 年

以上，生产周期太长。五是森林综合质量差。全州

每公顷林分蓄积为 200. 2724 m3，在冷杉和云杉为

主要组成树种的林区，这个林分蓄积与标准林分蓄

积比较相当低; 全州的综合出材率为 45% 左右，其

利用率在 35% 左右，给建成黄河、长江上游生态屏

障，实现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总体目标增加了

许多困难。
阿坝州的主体( 森林) 资源的特殊功能主要为:

一是天然屏障功能。阿坝州地处的特殊地理位置，

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其自然资源不光要满足州内

的居民及州内流动人口的生态需求，还要满足黄河、
长江下游地区数千公里、几亿人口的部分生态需求，

对这些区域里的生产生活、经济发展等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是黄河、长江上游得天独厚的天然屏障。
二是绿色水库功能。根据《湿地公约》和全国湿地

方面的有关规划，阿坝州境内湿地面积 63. 38 万

hm2，分布有河流湿地、洪泛平原湿地、湖泊湿地、沼
泽湿地等为主的多种类型湿地，被环境保护界的专

家称之为天然水库，其阿坝县、红原县、若尔盖县、壤
塘县的高原草原型湿地是三江源区不可分割的组成

部分，在地理位置上是三江源这座天然水库的闸门，

是三江源水库中的关键所在，具有特殊功能。

2 阿坝州生态建设现状

2． 1 生态建设

在近 10 年中，阿坝州率先在全国启动了退耕还

林工程和天然林保护工程等生态建设工程，但在自

然资源破坏方面也不容乐观。
10 年来，全州年林木采伐计划由 1997 年的 70

万 m3 调减至全州无商品材采伐计划; 对全州天然

林资源 进 行 了 有 效 管 护; 累 计 退 耕 还 林 4. 62 万

hm2 ; 营造林 75. 2 万 hm2，其中: 人工造林 17. 53 万

hm2，封山育林 53. 27 万 hm2，飞播造林 4. 4 万 hm2 ;

投入天保资金231 782万元，建成苗圃、护林防火等

生态建设基础设施，解决了森工企业、综合林场、国
有林场等生态建设单位职工的基本生活。“5. 12”
汶川大地震后灾后重建人工造林 10. 54 万 hm2，封

山育林 7 万 hm2，退耕补植 0. 11 万 hm2，大熊猫栖息

地恢复 0. 85 万 hm2。
在 10 年中，全州在 2008 年“3. 14”雨雪冰冻灾

害中损失幼林、未成林造林地共 105 333. 3 hm2，其

中重度达 50 000 hm2 ; 2008 年“5·12”汶川大地震

及次生山地灾害中损毁林地 103 380 hm2，其中有林

地 56 283. 9 hm2 ( 乔木林 56 158. 7 hm2、竹林 125. 2
hm2 ) 、疏林地 653. 6 hm2、灌木林地 41 106. 1 ( 特灌

林地 5 702. 3 hm2、其它灌木林地 35 403. 8 hm2 ) 、
未成林造林地 4 320. 5 hm2、苗圃地 5. 1 hm2、无立

木林地 86. 5 hm2、宜林地 923. 2 hm2、林业辅助用地

1. 1 hm2，森林覆盖率减少 0. 73%，损毁活立木蓄积

8 008 348 m3，全部为乔木林蓄积; 2008 年至 2010
年全州大骨节综合防治、牧民定居、灾后重建共计采

伐 491 497 m3、出材量 228 284 m3，其中灾后重建采

伐 316 914 m3、出材量 158 452 m3，大骨节综合防治

采伐 174 583 m3、出材量 69 832 m3，90% 以上为大

小森工单位采伐的天然乔木林; 10 年中村民自用材

和烧柴共计采伐 107. 51 万 m3。
“5·12”汶川大地震前的 2007 年，阿坝州林地

面积 3 871 746 hm2，有林地面积 2 045 693 hm2，森

林覆盖率 24. 18%，活立木蓄积 4. 2077 亿 m3 ; 地震

后 2011 年 分 类 区 划 界 定 显 示，全 州 林 地 面 积

4 221 707 hm2，有林地面积 2 098 424 hm2，森林覆

盖率 24. 19%，活立木蓄积 3. 9556 亿 m3。相比较林

地 面 积 增 加 349 961 hm2，有 林 地 面 积 增 加

52 731 hm2，森林覆盖率增长 0. 01%，但活立木总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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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减少 0. 2521 亿 m3，其增长面积主要为人工林，减

少蓄积 95%以上为天然乔木林，整体上森林资源数

量上略有增长，但质量明显下降。
2． 2 经济水平

阿坝州经济发展水平以最新统计数据，即 2013
年统计年鉴为准。

全州 2013 年地区生产总值 233. 99 亿元，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 2. 57 万元，三次产业构成 15 ∶ 51. 6 ∶
33，4。总值中: 以农林牧渔为主的第一产业增加值

35. 04 亿元，比上年增长 4. 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为 7. 7%，拉动经济增长 0. 8 个百分点; 以工业和

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增加值 120. 84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2. 4%，拉动经

济增长 6. 4 个百分点; 以旅游业及交通运输为主的

第三产业增加值 78. 11 亿元，比上年增长 8. 8%，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9. 9%，拉动经济增长 3 个百

分点。
全州林业总产值 3. 61 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 50. 89 亿元的 7. 1%，占全州总产值的 1. 5%。全

州种养殖业产值 0. 058 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的 0. 11%，占全州总产值的 0. 02%。全州生态旅游

产值 0. 545 亿元，占旅游业总产值 195. 67 亿元的

0. 28%，占全州总产值的 0. 23%。
其统计数据显示，全州与生态建设相关的产业

和友好产业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很小，破坏生态环

境的工业、建筑业等产业的产值所占的比例很高，如

规模以上电力生产产值 49. 64 亿元，占全州总产值

的 21. 22%。
2． 3 综合评价

根据国家关于生态建设的评估指标，结合我州

目前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我州生

态建设处于“治理与破坏相持阶段”，在某些重要指

标上看，其稳定性差，随时有可能退入“治理小于破

坏阶段”的属性特征。

3 生态经济建设根本措施

3． 1 分类区划

生态经济是实现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涉及生态高效的产业、合理的体

制、社会和谐的文化以及生态健康、景观适宜的环境

等多学科、多专业的内容，因此，必须对现有生态资

源做出经济评价，对资源利用的生态经济效益进行

科学计算，对生态经济进行可靠预测，其办法是立足

阿坝州自然生态资源，选取关键指标因子，对全州生

态经济建设作出分类区划，为制定生态经济总体规

划和实施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分类区划要充分发挥森林的生态功能、经济功

能和社会功能，以建立完备的生态保障体系和发达

的经济产业体系为目标，结合地形地貌特征和经济

社会条件，充分考虑生态区位的重要性，加强生态公

益性资源的建设、保护和管理，优先确保生态屏障建

设的需要，努力实现生态建设和经济产业发展的协

调发展; 坚持统统一技术标准、统一操作方法，达到

全州生态经济建设区划的一致性; 根据不同自然条

件和特点，生态环境脆弱程度，经济产业对生态系统

的不同需求等因素，处理好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局

部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

益，做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生存

和发展构成危害; 区划应以乡村为单位进行调整，尽

可能保持集中连片，以利适当规模经营，便于保护管

理和充分发挥其规模效益，最大限度地发挥自然资

源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3． 2 分区施策

( 1) 草地( 包括湿地) 生态经济建设区。以阿坝

县、若尔盖县、红原县的草地资源为重心，包括周边

草地及其他县的山地、高山草甸资源分布区。
①生态建设方面。该区应推进天然林草保护、

退耕还林和围栏封育，治理水土流失，恢复草原植

被，保持湿地面积，保护珍稀动物，维护和重建湿地、
森林、草原等生态系统，提高生态系统的水源涵养功

能; 严格保护具有水源涵养功能的自然植被，禁止过

度放牧、无序采挖、毁林开荒、开垦草原等各种不利

于保护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的经济社会活动和生

产方式; 以高寒泥炭沼泽湿地生态系统和黑颈鹤等

珍稀野生动物保护为主，维持丘状高原原始自然景

观，保护沼泽湿地及生物多样性，为长江、黄河源头

的水源涵养提供基础保障; 提高沼泽水位、恢复沼泽

湿地、治理沙化土地，严禁泥炭开采和沼泽湿地疏干

改造，严格草地资源和泥炭资源的保护; 对已遭受破

坏的草甸和沼泽生态系统，结合有关生态工程建设

措施，加快组织重建和恢复; 在不适宜人类居住、生
产生活的生态脆弱区和需要保护的区域实施生态移

民，生态移民选址要考虑生态承载力。
②经济建设方面。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科学规划，合理开发自然与人文景观资源，发展特色

生态旅游; 控制载畜量，合理发展畜牧业及相关产

业。
( 2) 森林( 包括特灌) 生态经济建设区。以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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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灌木林为中心，包括周边草地资源区、农业资源

区内的森林、灌木、疏林地、宜林地等分布区。
①生态建设方面。重点巩固天然林保护和退耕

还林工程成果，保护原生森林、流域生态系统，加强

小流域治理、生态移民、治理泥石流灾害、干旱河谷、
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等生态植被恢复工程，提供水源

涵养、水土保持与野生动植物保护等生态功能; 加大

天然林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护力度，禁止陡

坡开垦和森林滥砍乱伐，做好低效生态公益林的补

植改造及迹地更新，恢复大熊猫栖息地和遗传交流

廊道; 对已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结合生态建设工

程，加快组织重建与恢复，加强综合整治，防止水土

流失。
②经济建设方面。发展以种养殖业、经济林为

主的生态农林业和农产品深加工业; 合理开发旅游

文化资源，发展生态旅游; 点状开发水能资源。
3． 3 重点突破

鉴于阿坝州生态处于“治理与破坏相持阶段”
的实际，其生态建设应保护自然资源、控制生态资

源、培育后续资源、优先发展环保型产业，以建设长

江黄河上游绿色屏障为目的; 经济发展要从产业内

部结构入手，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和综合效益

为核心，调优三次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升级，发挥产

业集聚效应，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促进广大农牧民和

林区职工增收、适度增长地区生产总值为目的。
( 1) 生态建设方面。遵循森林植被自然演替规

律，将森林病虫害及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提高到与护

林防火工作同等重要的高度和地位，建立水电反哺

生态建设的长效机制，争取更多留州电量，增加发电

年利用小时数，提高电力保障能力，强力推行以电带

材( 柴) 措施，重点攻关干旱河谷造林、难利用地造

林、荒漠化和沙化土地治理、泥石流灾害治理等生态

植被恢复工程，在干旱河谷和土地荒漠化、沙化区探

索试点“以水发电、以电提水、以水造林、以林养水”
的生态植被恢复新模式，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扭转

局部地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严峻形势。
( 2) 经济建设方面

①推广特色产业。根据菌类、森林蔬菜、特色干

水果等土特产栽培方法简单、成本低、产量高、收效

快、不占用林地、既适于工厂化生产、也适于一家一

户生产的特点，充分利用林区资源来生产土特产，以

工厂化生产和一家一户生产相结合，加快基地化建

设速度。同时，州内现有的土特产资源也相当丰富，

应立即规范采集工作，推动向综合利用的方向发展，

采取科研、生产基地、野生资源采集、加工生产一条

龙经营，争取国家绿色认证，拓展市场营销链，提高

经济效益，带动全州的农牧民脱贫致富。
②深化旅游产业。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吸取

经验教训，继续开展旅游资源全面清查，查清种类、
数量、分布、现状、开发价值等，为规划、决策等提供

科学依据; 发挥九寨沟风景区、黄龙风景区、卧龙大

熊猫自然保护区的拳头作用，建设好“阿坝州国际

旅游精品工程”、“阿坝州旅游生态工程”、“阿坝州

旅游文化工程”、“阿坝州旅游富民工程”、“阿坝州

旅游畅捷工程”等重大工程，促进旅游业突破性的

大发展; 依靠旅游市场带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提高观

光旅游质量，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和生态、文化、
红色、乡村、湿地、草原等专项旅游，重点培育一批在

州内注册的有竞争力的大中型旅游企业公司，提升

旅游业发展的科技化、信息化水平; 避免当前旅游业

中千篇一律的“宫、城、馆、所”模式，克服景区( 点)

的“商业化”、“城市化”和“人工化”，不要让旅游者

“乘兴而来、扫兴而归”或“不来终生遗憾、来了遗憾

终生”。
③提倡白色产业。以农副产品、林副产品及微

生物等生态资源为基础，应用“发酵工程”和“酶工

程”等高科技生物工程对其进行开发，建立白色产

业，使工业化生产无污染和无毒副作用，生产出有益

人和动物健康的高度安全食品。在微生物饲料、微
生物食品、微生物肥料、微生物中药、微生物能源、微
生物生态环境保护剂、微生物医疗保健品及药品等

方面取得突破，提高资源利用率，培育龙头或骨干企

业，解决现有产业本身产值低、生产周期长的问题，

为全州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打开一个窗口。

参考文献:

［1］ 阿坝州统计局: 2014 阿坝州统计年鉴［C］，2014，8．
［2］ 吴金岷，焦红． 波密县米堆村生态旅游开发的 SWOT 分析研究

［J］． 森林工程，2013，29( 2) : 157 ～ 160．
［3］ 王蓉，王晓优，张宏敏． 四川省森林生态旅游现状分析［J］． 四

川林业科技，2015，02: 67 ～ 70．
［4］ 邱兴银: 阿坝州林业生态旅游资源及其可持续发展对策［M］．

科学发展观与四川资源利用( 2005 ) ，四川省中青年专家学术

大会论文选编) ，浙江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2005，292 ～ 298．
［5］ 那守海，赵婕，赵希勇，徐秋华． 哈尔滨松花江湿地生态旅游产

品营销［J］． 森林工程，2013，29( 5) : 135 ～ 139．
［6］ 隆世良，唐小明，张海鸥，等． 成都市城市扩张对景观生态安全

格局的驱动影响［J］． 四川林业科技，2014，02: 18 ～ 24．
［7］ 马传栋: 从生态经济学到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对可持续发

展经济学几个基本理论的探索［A］． 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第五

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全国生态建设研讨会论文集［C］． 2000，124
～ 130．

241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36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