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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与区域生态经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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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不仅是健全区域经济系统的需要
,

也是健全区域生态系统的需要
,

.

也可以说是

健全区域生态经济系统的客观要求
。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仅是城乡一体奋协搁发展的现代化
,

也是生态 良性循环的现代化 、
二

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决定了的
。 一

万

“
近年来在科技经济社会总体规划土作中

,

迅注童把生态指标列为社会发展指标
,
这是碗

划工作的一大进步
。

但我们多局限于一种狭隘的生悉观
,

并没有礴哇态视作一个夏杂的系统
,

没有将集鑫系统融于经济系统
, 没有树立起 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观

。

在规划土柞中
,

`

已注重城

乡经济的协调发展矿但真正从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角度审视城乡 , 体的并不多见誉
,

笔者试从城乡二体该区域生态经济系统
、

以及城乡一体
、

`

区域生悉经济系统与区域规划

的关系这三个方面
,

结合规划土作的实践谈几点体会
。一 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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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摊乡分离是历史的进步卜 城乡一体是历史的必森
一 ” · 一

护
.

一
、

·

当城声在自己的秽气中喘息的时候二当发达城市的大亨们捅进富乡僻墩努居的时候
,

黄

土斌上夹着砂石的西北风澎吹进了城市万
`

昔日栖息在孤立愚昧状态 中的乡巴佬挤进城市有琅

的空伺
,
捧着城里人的饭碗

,

打破了城市布民贵族式的尊卑感
。

城乡关系在变化
气

,

城市乡村

在融合全 象汉水流入长江的入口处
,

有蚀流
、

有浪花
、

有滋祸
。

如何用唯物史观看待这些变

化 ? 一
_

天
. .

一

历史维物主又林加撼乡分离是历史的进步
。

髓着生产的分工
,

时间时序的努土
,

生产过

程的分工
,

进而出现了社会韵分工卢工人
、

农民的分工扩脑力
、

体力的分土
,

再进而出现了

空何区城的分工南撼市和乡村的分工
。

经济
、

政治
、

军事活动空伺集约化到一定程度
,

出现

了城市和它的母体农村
,

这种分化象生物进化大动物和植物分样、 倘若没有这种分化
,

也就

没有今天的人类
,
如果投有城市乡村的汾离

,
也就投有今天似现代化城市文明为标志的现代

文明
`
分工和分离是促进历史进步的动因

。

倘若世界体育竞技项 目只有十顺全能 ,
卜

冷夫就很

难涌现出体操王子李宁` 球王贝利和飞人刘易斯汤卜
一 “ :

: :
、

」
` 、

但是文明的城市也排泄落后币排泄愚妹
,

再生产出许多不文明
,

患产文明吻城市病
。 哀

城乡一体也是万史发展
一

的必然
几

`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中精辟论述了城乡的分挑寸对立和

悄灭对立的历史过礼 他说姨
、

摘灭城乡对立
“

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
” 。

城

乡对立的消灭不仅泽江农单生产本身敏直接需要
,

更是工人
、

农民
,

市民 衬民生产的直接

需要
,
,

人的李面发展韵寡接濡熟
’

材民从穿着
、

住宅
、

交通
、

文化方面迫求着城市化的消费
,

他们也进舞厅
,

逛大商场
、

看镭射电影 , 而城里人却追求着乡村化的消费获那些不能野居乡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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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人
,

只好在早尺阳台上养花种草
,

养猫词兔
_闲遐去钓鱼_

_

逛公国
。

城市垫攘醉)的去处

被称为
“

稻香楼
” 、 “

度假村
” 、 “

香蜜湖
” ,

豪华宾馆称
“

西苑
” 、 “

白云
” 、

追求几分野趣乡风
。

社会化大生产既加速了城乡的分离和对立
,

同时社会化大生产又要求消灭城乡对立
,

而

且为消灭这种对享提供了条井
,

嗯格漪i说可截鞠友明和远明瘫输送
,

客洲撅知
.

城市发展有利
,

最终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轰坡肴力街匆:杆
。 ” 沪。 ’ 一

“ “
,

一
俨
一 、

城乡一体正反映了这一客观历史必然
。

城乡一体是指城乡融合
,

是指城乡广泛存在的内

在联系
,

我们要正确认识这种客观存

的历史过程
。

城乡一体化并不是一种

是生产
、

生活活动的空间合理分布
,

乡村没有政耸多的栅栏
。

选
、

一
_

.2 中国城市化夕皂祠儿戒、

在英联朴 发晃这种联系
,

而城乡一体化则是一个很长

城乡无差别的境界
,

而是一种区域生态群落的合理分布
,

城市乡村一体是这样一种境界
:

城市没有制度上的堡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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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
,

有人说城乡差别在扩大
,

你有人蜕城乡差别已缩小 ,
4

近十年来
,

中国大地小城

碑如雨后春笋
, ,

攀垮而起
, : 余国感了户个大工地

,卜

对此说好歹都有
。

这里我不准备全面评价

城市化浪锻
,

仅谈谈由国坡市化琪程中的几戒
。

」
,

· . . · -

一

一戒误解林市终,城市是农民心目中的
“

共产主义普
,

他们孜孜以求的就是书个城市户口
、

城市工作
、

城市者桨
,

不解进撼的人也学着象城里人那样穿
、

那样吃
、

那祥行 f 那样住
、

那

样跳迪斯科
。

殊不知妹市是现代文明的象征
,

城市文明是二种整体文明、 追家城布文明应追

求城市高度的整体文明
。

现在许多新城镇的建筑没施超过了老城棋百但管理却停留在土改时

期管理乡村的水平上
。

城市化的理解存在一个误区
。

我犷珊中粤的城 市化是特指城乡一体
、

城乡融合的城市化
,

既不是现有水平的城市和乡村的简单叠加
,

也不是简单地把现有农村的水平提高到现有城市

的水平
。

我们讲的城乡一体
、

城乡融合的城市化是一种区域生态经济
`

良性平衡系统 的 高 境

界
。

在城市化浪潮中
、

一
_

现在许多小城镇几乎从宏观规划到微观布局
,

`

从小甚建设到一幢房子

的设计
,

在确定参照系时
,

往往是现在的城市以过去的城市为参照系
,

`

中国的城市以外国的

城市为参照系
,

小城市以大城市为参照系
,

城市建设也存在同态复制的倾向
。

我认为城乡开

体
、

城乡融合的城市化应以未来的城市
、 L

未来的农村为参照系
, 应以这域毅态经济 良性平衡

系统为参照系来规划新城市新农村
。

二戒县改市风
。

县改市的初衷是城乡一体全面规划
、

统针领导
、

城乡结合
、

发挥优势
、

共同发展
。
县改市刺傲了小城市的发展

,

但一旦成风奋弊病丛生犷应冷一冷县改市风
。

已经

实行了县改市
、

市县合一钓县级市如何实行城乡二体
、

城乡融合呢李新韵市委和市政府的中

心议题常常是…、 工作中心应在农村
一

` 还是城市? 抓生业
,

、

还是农亚? 我认为应多 , 点辩证法
。

毛主席诊述十大关系时 j
`

充满了瓣证思想承
.

他说如果我们真想爱展立亚镜应多往重点农业
。

关键是要着力于堵合部、
’

在结合上多傲文章
。

比如枣阳市依托农业办士业 i办好工业促农业
。

农业建大工业原料基地
,

实行规模经营
,

集约开发
,

发展县级主体工业
,

实现工农二担挑
,

抓住工业农
、

亚的结部
,

提高产业前关联度
,
取得了显瞥成效公

、

三戒城市病
、 乡枚病认城乡一体礼

「

城乡融合
,

城市和乡村应相麦取长补葱
,

达到一种新
.

的境界
,

千万要避免取城乡之短
,

去城乡之长
,

生个最丑顺眼愚笨的儿子
,

一

近年城市化浪潮

中
,

有的城市不仅患了城市病
,

还患
、

了乡村病
。

姐城布整体文明程度降辘
, 公你

一

(潞灯
、 `

公

汽站牌等 )
.

完好率
竹

E降`
t

已流动人月犯罪率上升
.

栩户区剧增淤乘本软序和整娇城布生活秩序

变乱
。

而有部乡村多不权息了乡祯民
,

呸过早地患上了城市猪Q 如交翅事欺增
:

多莎冷生业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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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

长期以来
,

我们只注重中国城市的城市病问题
,

其实
,

广大的中国农村存在的乡村病更应

弓}起足够的重视
。

由于生产力落后
,

小农的生产方式和李活方式
,

使得居住分散 `产
、

电
、

路不通
,

燃料奇缺
,

饮水困难
,

缺医少药
,

文化生活贫乏留因此 广大农村在解决镊饱之后
,

凡有条件的地方
,

应十分注意正确引
、

导农村的消费
,

按区域生态经济系统食性循环钓婆求
,

现关缴舞升立
今

系消失了
,

但差别仍存在
。

我们承认存在三大差别
。

我扣的 目标是缩小
然消灭三大差别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

现实主义的态度应该是
,

、

销灭三大差别

别
,

现在就只
;

寡承认票雄别
,

、

利服
大差别

,

送就是历史的舟证法
。

要缩小
、

;半灭草未差

三大差别所反映的社会差别跨度狠大
,

跨度大必然表现为政策多样化
、
政策矗卜种无形

的资源
`

,

开发的潜力很大
,

政策跨度越大
,

落差越大
,

越可以实行多级并爱` 比滩与由于三

大羞别的存在
,

户籍管理就有农村户 口
、

郊区菜农户口
、

地销商品粮户妇
、

城市商品粮户口

等区别
, 由于户籍不同

,

当兵
、

招工
、

就业
、

考干
、

升学政策各异
,

`

由于干部
、

工人
、

技工
、

粗工 : 普工
、

农最身份不同
,

在荤爆
、

福称 保险
,

医疗
、 一

工资。住房
、

、

补则认沐律贴
、

丧葬
、

出差待遇
、 ;

矛再再尝不托瞬病箫方两差异也很大
,

·

在每洲种身份黑还可以细分出许塞差撇带
、

来的政策差异
。

删具演甫乓大差别
州投有充分

.

地公开地科学地私用三大差别去异发这种无穷

的政策资派 , i渗对缩啤杭够灭寡大差 别是不利的
。

’

、
` 、 、

、

承」济

;

外 L又 匕扩区域生态经济系鱿①
- 一

” 一 御 ; 二

` 一

人作为消聋者牛活农生态系统中 ; 又作为生产者和消费着生活在经济策统中
,

要的中介和关键链
,

将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综合为生态经济系统
。

讨
、

全决

人禅舜重

现代人是现代世界的主宰者
,
恐龙是远古世界的主宰者

,
~

现代人面对恐龙化石
,

得到的

启示是现代人干万别重胭恐龙的复辙石 谁破坏了生态平衡
,

生态将以喻竟夭择
、

造者生存
”

的规律力量惩罚破坏者
,

强制恢复生态的平衡
。

为了避免恐龙的悲剧
,

现代大认饮自己在生

态系统
、

.

餐疥系统
、

·

生态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

保搏它们
.

的率衡显得尤其重要
。

`

誉厂

.1
’

生态系统
: : · 卜

、
’ _

一

,卜 ”
’ `

:
’

一 介
’ 、飞 `

-

_

生态
;
系统加撰念由想斯黎 (A

.

q aT 如扬幼于注。肠年首次提出
。 。

它是生麟与其周圈的自然

环境相互作用进行物康撼能最交换所构成的自
;

然练合体
` 由于科举钓不断进步

,
’

生态李的研究

范围逐渐扩展
,
一

攀历了以个体~ 一廿群体~ 份群落 , 一生态系统的发艇遏巷鞠璐代生态学的研

究中心
,

是在自然界物质和能量转化基础上的人与生物圈御关萦澎
、

所谓生物留
,一貌是自:然葬

中生物与其生活环境的总和
。

生物圈本身是一个 巨大而精密的生态系统
。 介 二

.

生奇系维肉四个部缝组成可生产者 (或生养生物 )
:

`
4

具有叶缘素的绿色植钳时感概议水
、

二氧化碳及营养盐类为材料
,

由钟绿素吸收太限能制成碘水化合哪
,

一

同时释放出翁代
, ):把无

机物变成有机物
。

消!费者诚异养生物 l :

把生产者制造的有机物消食掉认类也庸于梢费者 )

的各种动物
。
分解都或还原者)

,

大部分绩敬 真菌及其它一些微生物
、

它们祷动握物户休

及排泄物分解为无机物
,

把有机质还原为非生物的无机环境
。

非生脚树质 (无机哪境对光献
温度

、

水分卜
、

j

李雄 , 穿气。 矿物等等
,

它们是绿色植螂进行生命清动的必需物赓` (见图 1)

` 1 3 `



生物部分 部分

生态系统具有以下特性
。

第一
、

物质循环性和能量转换性
。

钾经今一
二 台产塑还箫

)

生产者 物质代榭材料 物质循乐
-

生产者褚植物 )

一
草食动物一肉食动物

分解者 (细菌
、

真菌等 )

杏

—
无机物 (矿物素

、

营养元素 )
、

!食物ǎ有机物à l水
、

氧

1
·普养盐类 !二氧化谈 !太阳能ǎ光 )r

消费者
!

动物

!第三消次费者
l

大型肉食动脚 !第二次消者费
!

食肉动物 l第一次漪费者
!

植物动物

!光合成植 .

门

能量转换
:

太阳能

l化学合委 .森

今
、 ,

生产者 (植物通过、 草食动物今肉食动物

基层
?
岩丙砂

、

冻
、

泥户王媒质
!
水

、

空气
、

分 土坡解者
!
有机营养分生物

能量合成原生质过氧无化机物获

浮游植物草原植森林 物植物

lf

光合作用把太阳能吮
转化为化学潜能 ) 分

壁
`细菌

、

真菌 ,

无机物 (矿物质
、

营

养完素等化学潜能 )

图 1
’ :

图示表明
,

生态系统内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的主要内容
,

反映在食物链的联接上
。

所

谓食物链
, {

是指通过动物摄食和被摄食所梅成的全物能量转移的索瓣 食物链越长
,

营养级

越多
。

由于食物链的这种串连作用
,

使它成为
,

生态系绕中一个重要的予系统、
、

· -

第二
、

子级性
。

按生态系统的构成划分
,

有生物子系统和环境予系统
,

’

按种类划分
,

有
-

森林生态子系统
、

草原生态子系统和土壤生态子系统等等
; 按空间划分 (广义的生物圈概念

就是空间概念 )
,

有各个不同的纵向衫缈卿
仁如夭雄地兵些态子系统

、

丘陵地区生态子系

统
、

山地地区生态子系统等等
,

不同的区域之内
,

生物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具有自己的特性
。

由于不同地理类型的县域恰好具有不同的生态特征
,

所以实标上
,

县域可以作为生态系统的

空间子系统
。 、 卜

’

一
’

、

,

第三
、

内部主体性
。

、

当态系统的内部主体是它的子系统~ 一布森林生态系绷
`

由于森林分

布广范
,

植物种类多种多样
,

_

其结构又是多层垂直
,

’

食物链比较复杂临
于

所以森林生态系统在

生态系统中生产力最高
。

_

;
’

、 _ · 了

州
一

、

森林生态系统的功能是多层次的
。

具体表现为
:

调节气徽稳定温度湿度幸 增加降雨
,

抗御

千早
,涵养水源

,

保持水土
; 阻挡风沙

,

减弱风速 ,净化空气
; 防止污染

; 美化环境、保护人类健康
。

森林生态系统的主体作用
,
体现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之中

。

天为地破坏森林
,

将使生态系

统的结构稳定失去平衡的墓础
, 世界上文化比较发达的文明古国

,
、

裸林破坏比较严重
,

生态

性灾难也比软突出
.

例如金字塔阵故乡
`

埃及
,

璐在几乎成为一个无夫然林的国家
,

森林覆盖

率不足 .0 1肠
,

90 务以上的国土已成为热带沙摸自
, 1

.
、

2
.

生态经济系统及功能 护
’ _

单纯地考察生态系统
,

是绘态学研究的任务
。

经济学应诙庚生悉莱统与经侨素统的关系

上找出各特性类别
,

并依据这些类别制定相应的生态—
经济发展对策

。
.

生态系统有自身保持平衡的内在规律
,

.

经挤系统也有自身运行的规律
。

对生态系统内在

规律与绳济系统内在规律在同一大系统内的同时作用和相互关联的
.

认识
,

’

是我们进行大系统

状态类别侧度的理论依据
。

·

生态系统内在规律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系统整体性
。
系统论的创始人贝



塔朗菲认为
,

整体的功能大于它的各个部分功能的总和
’ 。

生态系统的全部子系统的整体功能

也具有非加和性的特点
。

第二
,

循环平衡性
。

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的不断进行
,

推动自然界

演变
,

使生态系统处于平衡一
不平衡一

平衡的发展过程之中
。

如果循环和转换处于协调

状态
,

生态系统则趋向平衡
。

这时
,

输入超过逸出
’

,

系统中的能库 (主要表现为森林贮存的

生物能 ) 就随系统中的生物量的增加而增加
,

生物种类增多
,

数量增大
,

繁殖增快
。

即使突

然遭到外界一定程度的冲击
,

系统内的反馈机理发生自我调节作用
,

容易恢复相对平衡
。

如

果循环和转换处于不协调状态
,

能量的输入低于逸出
,

这时如遇到外来的冲击
,

超过生态系

统的反馈能力 (如地震礼暴雨等 )
,

食物链条就会突然断裂
,

生态系统就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稳

定状态
,

失去相对平衡
。

物种多
,

物质能量转换的环节就多
,

整体循环平衡性就好
。

所以
,

人工造林
,

大面积种草种树
,

,

可以在比较短的时期内改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讹的环境
,

缩短

由于 自然的演替而恢复平衡的时间
。

第三
,

生物与环境适应性
。

不论是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学

说
,

还是达尔文的白然选择学说
,

都是对生物与环境的适应作出各自的解释
。

生 物 学 上 的
“

适应
”

表现为
:

鱼类的流线体形和用鳃呼吸是适应于水中生活的标记
,
兽类的四肢构造和用

肺呼吸是适应于陆上生活的标记 ;
树叶的片状结构和生在枝茎上的四向展开

,

是争取光照
、

适应于合光作用的标记
。

所 以
,

只有当生物与其环境条件高度适应时
,

才能获得自身的 良好

生长
,

有效率地完成对下一级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
。

经济系统内在规律性的突出特征
,

表现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

物质利益 关 系 是 生

产
、

分配
、

交换和消费各经济环节联系的纽带
。

经济系统分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层次和人与

物之间的关系层次
。

经济系统的后一个层次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最为密切
。

马克思指出
: “

社会

化的人
,

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

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

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子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
” 。

所 以
,

经济系统的人

与 自然的物质变换和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

能量转换共同构成一个大系统
,
它被称 之 为

“
生

态经济系统
”

(E
。 io on

o m ic S ye et m )
。

目前正兴起的一门边缘学科— 生态经济学把这个系统

作为研究的对象
。

在生态经济系统中
,

纯经济系统的物质利益关系就演化为经济效益与生态

效益之间的关系
。

这种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有形与无形的关系
。
经济利益的得

失往往是有形的
,

而生态的利益得失往往不容易在短期内为人们所认识 ; 由于存在生物资源

韵再生性和利用极限的问题
,

如果单纯追求经济效益
,

对生物的利用超过极限
,

就会破坏生

物与无机环境因子之间及生物之间的比例关系
,

破坏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
,

从而也就破坏了

生态平衡
。

例如
,

在农业种植业中
,

一味追求高产而忽略提高土壤肥力的
“

取 大 于 补
”

的 做

法
,

会导致养分失调
、

地力下降
;
畜牧业中

,

一味追求牧养头数
、

不顾畜载能力
,

会导致草

场资源的破坏
,

等等
。

第二
,

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的关系
。

从森林生态经济系统来看
,

木材

的直接经济效益远远低于它的间接生态
、

经济收益
。

乱砍滥伐的木材经济收益根本无法补偿

由此造成的一系列经济损失
。

第三
、

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的关系
。

工业生产在追求经济效益

时
,

如果单纯注重产品产量的提高
,

不注意
“

三废
”

的治理
,

超过自然净化和稀释的极限
,

会

破坏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
,

造成生态系统中食物链的断裂
,

危害人的健康
。

因此
,

生态经济

系统的整体性要求
,

使人们在面临短期与长期效益的选择时
,

首先应考虑后者
。

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 内部规律的共同作用
,

决定了生态经济系统的整体功能
。

人类与自

然之间以及 自然物之间的物质变换
,

也就是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实现过程
。

经济系统

把活劳动与物化劳动通过技术环节转化为物理能
、 ’

化学能和化学物等输入生态系统
; 生态系

统把物理能
、

化学能和化学物变换为生物产品
,

又通过技术环节变换为经济产品
,
这些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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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与生产
、

分配
、

交换和消费等各环节后又变换为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再物入生态系统
,

使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进入甲二轮循环周期
。

_

’
、 `

生态经济系统的整体功能表现在它的各个子系统中
。

生杏经济系统的子系统包括生物子

系统
、

坏境子系统和人类社会劳动子系绕 (见图 2 )
。

生物子系统的功能就是李态系统中生物

的生产 f 清费和分解功能 ,
一

其功佬的发挥就是把拾入的太阳能
、

矿物食养物质等转化为生物

化学能二 转化为碳水化合物
、 、

精卜蛋由屏势
,

成为整个大系统的生物能捧和冬类所需要的食

物
。

生物予系统中的农亚生物是生物圈中经过人员培育
、

驯化的部分
,

一般也分为生产者
、

悄费者
、

分解者三大珍能类群
,

一

分别拍成盒物链上的植物生产
、

动物生产和有机质分解等基

本环节
。

坏境矛系统的功能就是生态系统中非生物物质的功能
。

其功能的发挥是为生物的舆
长提供空祠毛物质和能最

。 /

人契救会劳动蚤系统的功能比棘复杂
、 它是人类科学技术水平

、

管理水平
、 `
劳动者的知识技术等的功能群

。

简单说来就是根据生奔信息指标和社会经济条件

把劳动
·

(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啡用王住态系统
。

因为人梅过自己的劳动能够拟动物消耗 能 和

植物贮藏能的夭然机能结合起来
。

一

:
一 `

`

廿 乳
.一

这幼拢态经挤系纷功能改善的对策
, , _ , 、 _

_ _

:

肠 川制定改著班域生鑫经济系统功能对策必须遵循生鑫系统的系统旅件性
、

循环平衡性, 牛

物与玮境适世性的内在规律的要求和经济系统的物质利益规律的要求
, 领导者在对策制定过

粗中需要考虑怎样正瑞处理经济增振何生奔淤翻的关系
、

经济效益与失裔教益的关系
、

近期

总体效益与远期总体效益的关系
`

1

有形蒯益有乖形损害的关系
,

丹而对策赵定的指导思想是
;

在生态系统不遭受孩坏的藕提下毛 使经济和生态两个子系统的结合达到最伟郑、 力争扩大对

生态系统的人工输入、 {
促使经挤增长

。
’

·
一 `

_
、

.

一

对策的总体构思扩苏联学者安达诺夫斯基所择出的年产发展与生赤瞬济模犁给拼们的梅

思启发很大
, :

如图
`

3 。

厂
`

一

, `
-
、

4 . , `

内 ”
-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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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3 生态经济系统困示

人们对于自然资钾的利用方法 (通过一系列中间程序 )对于改善或者破坏生态经济系统的
飞

功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 同时

,
, 几

利用自然资源方法的实施所导致的生态状况和经济状况又

佩过头来决定下一步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方法
。

因此
,

领导者在进行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

战路晚筑的时候
,

充分俄计和精确恻算措施实行的
:

涟领反应
”

是十分必要的
,

那种只顾眼前
、

不顾长远的做法只会带来区域生态丝济系统整体功佬的不断降低
,

甚至危害宏观层次的生态

经济系统的功能
。

`

;
.

一
·

卜
`

「

一 犷
.

欢善生残经济系统功称的战瘫设想
,

·

可以放在完善地域生态经济组织和调整产业结构方
`

面、时于前者
,

应进一步放松发展地域生态经济组织的经济
、
政治等环境约束

,

疏通各种渠道
,

加双资金
、

信
一

息
、

、

技术等要素传递 , 对于后者
,

列涉及区域签挤总体发展裁籍劝这方面应根

据不同 区域的绎济地理特性
、

处于大工业与农业传递的不同梯度等多种因素制定相应的产业
.

蛾构调整战略
. 一 水

-
、 一

! ; 犷
`

-
·

_

’ `
、 ` . ~

几 、

三
、

城乡一体
、

区域生态经济系统与区缚坪科
_

,

区域经济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位置
。

区域
、

地区
、

区划
、

经济区是有联系又相区别的概

念
。

地区是地球上的任何一部分
,

是任意划定的
。

区划是根据行政管理的需要而划定的
。

区

域是有内聚力的地区
,

这种内聚力是因政治
、

经济
、

文化传统或其他晶核形成的
,

因而区域

所含的地域空间具有同质性
、

整体性
、

渗透性和关联度高等特点
。

经 济 区是 区 域 的
“

墨迹

区
” 。

未来的区域经济
,

应是一个城乡一体的
,

开放有序的
,

功能完备的
,

既参与国民经济和

生态的宏观循环
,

又有区域经济和区域生态自我微循环的有机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
。

区域规划



.

应该反映这个综合的复杂的系统的要求
。

现在许多区域规划虽然采用了仿真技术
、

动力系统

工程模型等现代方法
,

但仅此还不能使规划有效地反映这个系统的客观要求
。

笔者认为
,

区

域规划还应注意以下几个何题
。

一

、 -

一
,

1
.

理论依据
。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大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进步会使生产 日益 集 中

和社会化
。

近百年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史泉全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
。

同时
,

我们还应

该看到
,

在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条件下
,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一种二重化的趋势
。

一方

面大机器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进步使社会生括民益蔚
和社会化

。

如国际贸易空前发展
,

资

金跨国往返流劫加速
,

人员
、

技术国咏业益犷大
,

_

鼠际型企业
、

跨国公司增多
,

世界经济一

体化
、

集团化
、

辱举坐趋势加舜加强
。

日益分散化
、

钾小
化权

妙杯
更细更

孤立主义保护志
.

义也哪钾头气
_

另二方面社会生产也

们止确理解城
卿彝

i
一

妙林

寥承卑与燕异

识社会

经营等

土重化趋势
,

是我

论钥匙
。

系统观 该有系统观念 应该靓海亘蜘醚夏经济
系统观念

,

生态

经济社会大系统 顶邓划` 仅有交通系统观念是不够的
,

仅仅规划吨公里
、

通车里程
、

路面等级
、

车站桥梁渡口
、

乡乡村村通汽车是不够的
。

机场
、

铁路
、

拖拉机
、

板

车
、

自行车
,

集镇乡村建设
, 一

生春环嶂项化都应在交通规姗的视野中、 系统观念要求注意系

统的衔接和接口落
一正确认识区域的地位和功能

,

国家把本区域置于什么地位
,

要求区域扮演

什么角色
,

赋予本区域什么宏观目标
,

这是区域规划的前提
。

既要使区域经济充满活力
,

又

要使区域经济活动符合国家赋予的宏观目标
。

系统观念坯要求注重规划运行机制的支撑
。

没

有高效的运行机制支撑的系统
,

它的系统功能效应是负数
。

、 `

3
.

优劣势分析的方法论
。

、

国土资源调查和评价及优劣势分析是研究战略制定规划 的 基

姗工作
。

现在许多区域规划文本中关于优劣势分析的观点和文宇都九乎雷同
。

讲祝势都讲人

力资源丰富
, 、 “
物宝天华

、 :
人杰地灵

” ;
讲劣势都讲缺资金福缺技禾

、 一

缺人才屯缺管理
。

对优

劣势的认识
,

应该有弃证的方法
,

」

应区别潜在的优势和现实的优势扩应看到现在的优势会变

成未来的劣势 犷应看甄既是优势又是劣势 (如
一

由区
,

一

优势在山
,

劣势也在曲认在方法论上还

应有这样一种认识
:

别人都有
,

我也有
,

等于无
;
别人都无

,

我也无
,

等于有犷
4

. ,

正确选择发展极
。 一

发展极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婆概念`澳展经济学认为任何地区
、

任何行业
、

部门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
,

这种不平衡性是某杯国家
、

地区
、

行业
、

产品幸先发

展幅射带动的结果
。

衡以我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
、

发展战路及区域规划的实质性工作就是企

确选择发展极
卜

,
就是正确努析经 济

、

社会
、

生态条件
,
合理组织生产要素和生态要素

,
: 、

选择经

济
、

社会
、

生态效应最大的某一部门
、

行业
、

地区
、

产品
,

倾斜发展
,

以渗透效应
、

跟进效

应
、

幅射效应
、

聚变效应等方式带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

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 良性循环
。

汪
,

决 沂
,

娜 二
一

长一冷 一

C 此部分摘自笔者主编的欢甚经济概论方艺书二

(本文责任编样 邹悉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