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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对策建议1 

 

王素萍
2
 

 

直面山西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生态文明建设困境，透过导致生

态危机频发的种种现象，来揭示利益冲突的本质，就可以抓住了山西

生态矛盾凸显和生态危机频发的实质和根源。生态问题上的利益冲突，

主要表现为面对有限的生态资源以及在生态治理上投入、在经济利益

上的获取与纷争，为利益的最大化，以牺牲他人利益来满足自己获利

的极端利己主义，只考虑眼前利益而忽视山西整体利益发展等。基于

山西转型发展中所面临的困惑所提出如下建议。 

一、优化资源型地区产业结构，促进传统产业的低碳发展 

改变传统的运作方式，优先改造升级生态产业结构，提高资源型

产品的产出效益和价值，引领更多新兴产业的发展，从粗放向集约型

转变，要加强创新型产业的发展，促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从源头对

山西省资源消耗型产业进行调整改造、加强创新型产业的发展，走产

业的低碳发展之路。 

二、加强公众自然资源有限利用的生态资源价值观教育 

加强对公众自然资源有限利用的生态资源价值观教育，让“绿色、

低碳、”成为一种主流的生活方式。并且在政府网站、居民社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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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栏、以及新闻媒体等，增设生态文明教育等相关内容知识，围绕

生态问题，有针对性地扩大宣传范围和力度。真正认识到水资源、土

壤资源、森林资源以及矿物资源等的稀缺性与不可再生性，以及其污

染对公众的身心健康造成的久久危害，从而达到资源保护共识和责任

共识。树立“ 大环保” 意识，即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从生

态观念、政策、法制法规、科技、公德等方面的教育,提升公众的生

态保护意识。 

三、制定生态合作治理方案，合力推进山西生态文明建设 

面对山西走生态合作治理之路何以可能的问题？首先解决经济

利益间的价值冲突碰撞是山西生态治理实践中存在的棘手问题。山西

走生态合作治理之路必须依靠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联动作用，即

强化整体性生态合作共治的知行合一，以整体性生态合作共治的制度

设计，营造绿色高效型、法治型、服务型的政府，优化政务环境。公

平公正、民主、法治等是山西生态合作治理给予的基本原则，提升多

元主体合作共治凝聚力，从而实现民众生态合作治理的参与权、 话

语权、知情权等，有助于制定出更加客观合理公正以及“以人为本”

的山西生态合作共治制度，合力推进山西生态文明的新发展。 

四、制定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绩效评价考核制度 

从生态环境资源占用者向国家或公众利益代表进行资源使用补

偿，企业在取得资源开发权时，需要向国家交纳资源占用费，对造成

生态污染者要进行破坏生态者等的责任追究等。主要针对行为主体对

公益性的生态环境造成从而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退化的行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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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追责。提高生态保护补偿标准，形成生态保护补偿工作合力。健

全和完善生态保护配套制度体系，实现 “政府主导监督与公众参与”

相结合。山西基于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方面，也要不断完善生态

评价考核制度，对资源环境破坏程度的严重程度、对公众造成身心健

康的伤害等都要纳入到山西经济发展的评价监督考核中，加大评价考

核的严肃与公正，有利于促进山西生态文明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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