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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区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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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对!$世纪>$年代以来国际上干旱区生态系统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方法@技术@成功经验@政策与管理措

施等的分析中得出如下进展<世界各国都在普遍推行国民经济的生态化与经济社会活动的生态化3普遍把生态重建转变

成一种政府行为8采用了一系列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方法8初步建立起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指

标体系8开始加强生态预报3建立生态安全监控预警系统8开始研究国家生态安全地理定位3并制定国家外部生态安全战

略8涌现出了一系列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用技术E这些进展将对我国西北干旱区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提供有益的借鉴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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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_̂*1c-c.c10/’c_+a_ )̂a-)c‘a0_((a_&c">>$2

’]c’0+a303a_+c)_̂+a0_̂1c&010‘a&̂1&0_3c)c_&ca_">>?,̂ (+0(/̂)5/15‘+]̂++]cc&010‘a&̂1,̂ 0(03

_̂+a0_̂1c&0_0’02’]cc&010‘a&̂1c&0_0’a&(0(+c’(a_&15-a_‘03c&010‘a&̂1̂‘)a&51+5)c3c&010‘a&̂1a_-5(+)03

c&010‘a&̂1+05)a(+,c)cc(+̂*1a(]c-2

,_0)-c)+025a&5c_&05)(c03c&010‘a&̂1)c&0_(+)5&+a0_ _̂-c&0_0’a&(5(+̂a_̂(*1c-c.c10/’c_+a_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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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向新世纪的全球性经济发展征程中O伴随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O人类正在以

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强度创造着财富和文明O同时又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强度影响P破坏和改变着自然生

态系统O使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持续性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O生态威胁正在上升成为全球最大的安全威

胁Q国内外无数生态破坏与环境恶化的沉痛教训告诫人们O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恢复生态学理论为指导O
借鉴国内外经验O着重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角度O重建西北干旱区已经破坏的脆弱生态环境O在此基础

上 寻求经济可持续发展方略与途径O进而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R西北地区SO将是摆在 HB世纪的紧迫任务

和首要战略Q详细分析 EC年代以来国际上干旱区生态系统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P方法P技术P成

功经验P政策与管理措施O可以得出如下进展Q

T 普遍推行国民经济的生态化与经济社会活动的生态化

BEEU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生态会议的主题O就 是 研 究 面 向 HB世 纪 解 决 世 界 生 态 问 题 的 重 大 任 务 及 途

径O倡导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国民经济的生态化与经济社会活动的生态化O建立以生态农业P生态工业P生

态旅游等生态产业为主的生态经济体系Q全俄第一届自然保护大会GBEEU年I重点探讨了国民经济生态化

的若干重大问题O包括俄罗斯向稳定发展模式过渡的生态经济问题O经济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地区问题<生

态信息P生态教育与妇女社会生态安全问题O工业综合体与农工综合体的生态问题O并因此提出了一系列

推进国民经济生态化的优先支持生态研究项目Q

V2W2XYZ[\]在其新著的 生̂态经济相互作用分析_一书中O提出了R生态债务是可持续发展的显示器S
的观点O并分五章内容详尽论述了经济分析的生态因素P保护周围环境的经济指标P经济分析的生态化P基

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经济结构调整P生态与自然利用经济学相互作用模型P生态破坏造成经济损失的指标

估 价等‘BaOb2W2c[defgh在 生̂态学与自然利用经济学_一书中明确指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生态化方 向O认

为必须研究整个国民经济与经济发展生态化的重要地位O降低经济发展作用于自然环境的负荷O通过调整

经济结构P改变出口政策P变更公债条款P革新工艺技术等途径加速国民经济的生态化进程O进而分析了经

济 生 态 化 的 最 终 后 果O经 济 生 态 化 与 摆 脱 生 态 危 机 的 关 系O社 会 生 态 经 济 系 统 的 分 析 与 预 测‘HaQW2i2

jklmngh强调俄罗斯的社会进步必须要根本改变生态政策O重新审查国家的长远规划O减少非生产性投资

与 国 防 开 支O大 大 增 加 使 国 民 经 济 生 态 化 的 拨 款O向 人 们 提 供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和 生 态 状 况 的 信 息‘Fa<j2o2

jg\kd]kpqh把现在世界分为人口增长P森林砍伐P沙漠化P生态多样性丧失P环境污染P气候变化共六大生态

问题O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不掌握在学者手中O而是掌握在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手中O他们应制定防

止造成生态损失的政策O并强调利用自然资源者要承担主要的财经责任O从经济上鼓励推广综合生态要求

的 生 产 工 艺O对 所 有 的 工 艺 进 行 生 态 论 证 和 对 有 人 为 负 荷 时 生 态 系 统 稳 定 性 限 度 做 出 评 估‘ra<s2W2

t\ud[]\gh通过对 BHCCC年人类经济文化发展造成的积极后果和消极生态危机分析之后O认为人类经济社

会发展消耗的生物产品不能超过其总产量的 BvO否则将出现生态危机O狭义的技术至上是很多生态灾难

的根源OHB世纪必须把技术进步与保持和健全人类生存环境结合起来‘Ua<c2w2cglexqh认为OHC世纪 EC年

代是生态危机的 BC&O生态危机已扩展为整个文明的危机O摆脱此危机必须控制人口增长O在生态条件下促

使社会经济稳定发展O制定生态道德规范O广泛开展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合作‘Ka<y2i2imkngh倡导生态社会

主义社会O提出社会生态学的根本任务是制定社会生态化方案O防止全球社会生态危机O分析经济决策者

的生态失误‘Ja<W2i2X]zeZghfn[{倡导经济活动的生态化O并把管理自然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作为经济活动

生态化的基础‘LaQc2t2s]|[\fn[{在 社̂会生态学基础_中将社会生态学划分为地生态学P工程生态学P生态

法学P生态技术与工艺学P生态化学P生态经济学P工业活动生态学P农业生态学P运输生态学P生态伦理学P
生态心理学P文化生态学P生态教育学P课间休息生态学P普通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等门类O并对各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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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进行深入分析!"#$

% 涌现出了一系列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用技术

为了加快干旱区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进程&役使受损生态系统尽快康复并尽早发挥其经济’社

会与生态功能&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先后研制成功并采取了一系列生态重建的

生物技术’工程技术和管理技术(
在生态重建的生物技术方面&美国在干旱区采用免耕技术和农田覆盖技术&促进生态系统重建和提高

粮食产量!)*#(阿根延在干旱区+干旱区面积占全国 ,-./采用低投资和劳动密集型技术筛选出适宜在干旱

缺水和土地贪瘠条件下生长的植物种进行种植&发展生态农业!))#(蒙古制定了 0**-年前科技综合发展规

划&提出在畜牧业发展方面合理进行轮牧&每年都要开发最佳牧场和牧场保护区&修建梭梭林带&使荒漠牧

场得到根本改良!)0#(加纳北部地区在恢复重建中大力提倡植树造林&扩大农村电力生产和节能炉灶&向人

口稀少区移民等技术(博茨瓦纳和赞比亚西部地区采用组培和诱变技术提高作物耐盐力&通过 1)种最有

生产力的禾本科植物22蒺藜草’狗牙根’紫狼尾草等提高牧场产量!)1#(利比亚在干旱区采用给土壤施入

橄榄油饼粉技术提高土壤保水性与产出效益&当施入 0*.的油饼后沙土和沙壤土的有效水分分别比未施

前提高 0$1倍和 0$0倍!)3#(马里和萨赫勤地区最尖锐的社会经济与生态问题是沙漠化问题&但马里经济增

长主要依靠外援&国债累累&生态恶化&马里为此制订了一系列生态政策和沙漠化防治规划&通过在沿撒哈

拉22萨赫地 带 建 立 绿 色 屏 障 和 根 据 农 业 生 态 区 划 促 使 耕 作 集 约 化 等 技 术 进 行 生 态 重 建 与 经 济 发 展 工

作!)-#(尼日尔通过提高生物燃料利用率’建立薪林基地’广泛开发利用新能源等技术缓和日趋严重的燃料

短缺矛盾&进而促使被伐林地尽快恢复&该国人们不得不到 -*45以外地方去樵柴(咸海地区在被疏干的咸

海 底部建立梯级式6沿海垸田7系统&包括 0*450长有繁密芦苇及其他植物的流水水体系统 建 设&)0万 公

顷被淡化的砂质土地疏干带的生物改良和促使其本身生态重建与自然生态平衡!)8#(印度在干旱区采用增

播适宜草种&并在初期禁牧&营造生物栅栏&建立合理的放牧制度’实施保水技术’追施肥料’引进满足不同

需要的多用途树种如合欢树等生物技术&来恢复和提高生物产量&促进干旱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巴基斯

坦正采取控制放牧和建立永久性围拦区的措施恢复生态系统!)9#(
在生态重建的管理技术与社会措施方面亦取得不少进展(如独联体国家制定了防治干旱荒漠生态重

建规划&适时培训干旱生态重建专家及方案设计人员&建立国家荒漠干旱监测网&发展保护区系统&寻求国

际合作解决国家固沙’改善牧场’森林土壤改良’里海水位升高等传统生态问题&成立一系列生态重建机构

如国家间生态委员会’国家间咸海流域问题委员会’国际生态重建设计中心等!)"#:马里政府制定了沙漠化

防治规划&建立了国家研究监督’制定防治沙漠化方案和中心&组织防治沙漠化的全民专业培训中心&以协

调防治沙漠化规划的行动!0*#(俄罗斯把干旱区生态重建的社会措施确定为提高对干旱区地质’生物’社会

经济的认识水平&研究制定治理沙漠化的长期战略&建立生态监测系统&在实施各种开发自然资源计划时

确定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用现代技术对干旱区生态系统进行研究&为干旱区设计专用建材’设备等&组织

并扩大集约化生产:制定并实行社会经济发展规划!0)#(阿根廷巴塔戈尼亚地区近年来利用美国国家海洋与

大气管理局高分辨率辐射仪卫星遥感资料结合地面考察编绘了该地区沙漠化治理规划图&提出的治理措

施为加强资源管理&实行轮牧制&长期或短期禁牧以恢复植被&建立自然保护区等!00#(

; 初步建立起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

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是指直接反映特定区域生态重建目标’经济发展目标’内容等

不同属性特征的指标+可度量参数/按隶属关系和层次原则组成的有序集合(由于各国各地区生态系统退

化情势不同&生态重建模式’思路’技术与目标不同&经济发展基础与发展方向不同’国情与体制不同&所以

建立的指标体系内容与格式’侧重点’涵义与目标亦不尽相同&比较有代表性的生态重建指标有 3种(

+)/生态重建与稳定发展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由 <$<$=>?@A>BCD建立&具体指标包括五大方面!01#E

F 人口和居民健康状况指标:G 生产’需求与工艺指标:H 可更新与不可更新自然资源指标:I 环境动态

指标:J生态统一性和相互联系性指标(

+0/生态重建评估鉴定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由 K$L$MN>?OAD建立!03#&他认为生态重建评估鉴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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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六大子系统!即景观"地理子系统!生态子系统!人口子系统!城市建设与人口分布子系统!生产子系

统和旅游保健子系统#在生态重建评估鉴定指标选择时要考虑如下几大指标$% 生态重建条件指标要选择

那些总与气候无关并取决于经济影响的指标&’ 经济影响指标要选择那些适应于破坏状况的指数&( 根

据局部指数确定的破坏性级数建立局部类型&) 上述指数中再选定那些有生态和经济意义的指数&*建立

破坏的综合分类指数#

+,-生态重建的自然生态负荷标准指标体系 生态重建的自然生态负荷标准是指生态系统受外力作

用后能保持其结构和功能并回复到原来状态的能力上限标准#./0/123456789:;认为<=>?!在选择生态重建

的自然生态负荷标准时应突出以下几项内容$%确定作用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临界因素!分析生态平衡最敏

感的要素&’决定生态系统允许负荷量!如最大容许浓度@最大容许排放量@最大允许物理作用强度等&(
确定自然利用的各种法定定额!把生态系统人为负荷量限制在最大允许负荷之下&)制定和运用各种生产

工艺及方法!以制约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降低生态环境的损失程度#A/1/B32C:D27等人采用人为因素对

地区生态环境影响的系列图法确定生态总负荷指标<=E?#

+F-生态重建的资源生态强度分类指标体系 该分类指标由 G/0/HI6J4KL92建立<=M?!他认为生产"资

源关系是进行生态重建与评价的重要手段!制定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战略关键是!使经济政策与生态政策

保持协调与平衡!工业生产是生态问题的主要因素!可称之为地区资源生态强度#通过计算地区资源生态

强度来描述生态经济状况#

N 开始加强生态预报!建立生态安全监控预警系统

生态预报是指对构成生态系统的诸要素未来变化趋势和影响生态重建与良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化趋势

所做的预测!包括人为影响预报@景观变化预报和社会经济后果预报三大类#研究生态预报最先始于俄罗

斯!O/P/Q25R327把俄罗斯科学院地理所编制的全苏尖锐生态状况分布图+S$TUU万-作为国家生态预报的

基础<=T?!图中将全苏分成灾难性@危机性和临界性共 ,级生态状况!=UU余个生态状况尖锐区#据此图预报

结果!将全苏生态重建状况归结为以下 ,种方案$%根据 =U世纪 MUVTU年代形成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预报!总的生态面貌会更加恶化&’向市场经济过渡后可能会降低生产!而自然生态保护措施将时弱时强&

(建立强有力的经济技术基础!实施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通过生态预报告诫人们!如不及时采

取生态重建措施!过 SUV=UW后生态重建费用将比现在高得多!难度将比现在大得多#
继俄罗斯之后!欧美国家分别从不同侧面开始做生态预报#如美国为了防治西南部大草原的沙化!开

始把植物之间的裸露区指数@牧草盖度@长命草盖度@营养性繁殖体盖度等作为沙漠化的早期预警指标!采

用卫星监测和地面观测 相 结 合 的 方 法 确 定 草 场 生 态 系 统 由 正 常 发 展 到 有 风 险 和 沙 漠 化 不 同 阶 段 的 临 界

值<=X?#
在生态预报的基础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建立起了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生态安全监控预警系统#国际应

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拟定的 SXTXVSXX=年管理全球安全和危险性的方案中!提出要建立优化的全球生态安

全监测系统!生态安全监测资料和生态状况发展趋势评价应为所有国家享用#同时指出生态安全的涵义是

指在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的资源@社会秩序@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

方面不受到威胁<,U?!认为生态安全在全球安全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保障全球生态安全的决定性途径在

于采用优化的全球生态安全监测系统!对生物圈和环境进行跟踪监测!及时发现危险性的变化!实施净化

生产工艺战略和限制消费战略#
总体而言!生态安全监控预警系统主要解决五大类基本问题<,S?$第 S类为生态状况监测!主要监控不

同时空尺度生态系统变化@内因生态系统因素的变化!被监测区的生 态 危 险 程 度 以 及 人 为 景 观 变 化&第 =
类为不同的自然和人为外因因素对生态系统影响的监控!主要监控不同类型经济活动产生的污染@生物资

源 的 消 耗 等&第 ,类 为 非 常 生 态 形 势 监 控!包 括 不 同 客 体 技 术 事 故 以 及 自 然 灾 害 监 测!太 阳 活 动 加 强@水

灾@风暴@台风@地震@泥石流等的监测&第 F类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资源安全监测&第 >类为有关地球基

础科学如气象@气候@海洋等研究的监测等#

Y 广泛采用了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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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技术!"#$%&遥感技术!’$%&智能技术&决策支持系统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越

来越多地被应用于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实践中)地生态分析法*+,-&地生态区划法&生态应力图法&生

态地理鉴定法&生态安全度法&生态不稳定指数法等新的研究方法在生态重建与生态安全监控系统建设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01 地生态分析法 地生态分析是对开放的地理系统进行生态评估&生态预测&生态鉴定&生态优化&生

态监测的一种方法2地生态分析坚持普遍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因地制宜原则和预防为主的原则2经常分析

地 理系统生态状况变化的时间参数2分析短期&中长期生态后果!积极的和消极的%2阐明采用新工艺后可

能产生的生态状况变化等.在地理系统开发与管理的所有阶段2从设计&开发到改造都必须进行地生态分

析2只有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2把生态重建工作做得更为及时2更见成效.

/03 生态应力法 生态应力是指特定区域生态问题的尖锐程度或紧张程度2主要通过居住条件&人们健

康状况与发病率&自然资源潜力保存性与枯竭程度&景观结构稳定性与功能&区域生态完整性与破坏程度

等方面反映*++-.具体方法是4第 5步先将特定区域的生态状况分为很尖锐&尖锐&稍尖锐&有条件地满意共

6种类型)第 ,步在特定区域的某个生态状况类型内划出生态应力各不同的部分2生态应力!紧张程度%可

依次分为很低&低&相对低&中等&相对高&高&很高共 7个级次.根据生态应力大小确定特定区域生态重建

的时序&难度与紧迫性和重建方案.

/08 生态地理鉴定法 生态地理鉴定是按照国家机构&主管部门&企业和社会倡议而组织实行的有关专

家 的 科 学 评 价 活 动2其 目 的 是 就 各 种 经 济 社 会 活 动 的 自 然 保 护 和 生 态 政 策 制 定 和 实 施 时 的 决 定 进 行 论

证*+6-.9:;:<=>?@ABCDEB认为区域生态地理鉴定是通向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2生态地理鉴定法应坚持综

合原则&区域原则和景观系统原则2在鉴定时把地理系统划分为 F种相互联系的子系统2即自然系统&生态

系统&工艺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2各子系统鉴定的本质与任务各不相同2其中经济子系统的生态鉴定

是最复杂的任务.开展生态地理鉴定有助于特定区域在科学决策的基础上2开展基于生态保护为前提的各

种经济社会活动.

/0G 生态区划法 生态区划法是对特定区域的生态状况按尖锐程度或破坏程度等综合性指标所做的区

域类型划分.如前苏联 H:I:HCJ=KDEB按生态尖锐程度把生态状况分为尖锐区&危险区和灾难区)H:L:

MNJBODE按生态问题的尖锐程度2并考虑自然景观变化性质与程度&技术改造严重程度&自然利用矛盾程度

以 及经济社会后果!损害人体健康&破坏经济结构影响人口分布&改变地区职能&干扰社会政治稳定等%因

素*+F-2将特定区域的生态状况分为生态满意区&生态对抗区&生态危机区&生态灾害区&生态灾难区和严重

生态事故区共六大生态区.<:P:QBJCDEB按工艺负荷指标&对工业专门化依赖关系&人口数&自然环境特点

等依据对俄罗斯 5FR多个城市的生态危险度划分为极高生态危险度&高生态危险度&中等生态危险度&略

微生态危险度 6个级次.

/0/ 生态不稳定指数法 生态不稳定指数是所有外力因素相对值的乘积.对于干旱区的生态系统来说2
由于其十分脆弱2所以在很小的外力影响下即可能恶化2假定外力因素的相互作用是累加的2则干旱地区

的生态不稳定指数比中生生态系统两个数量级以上.若把 5视为无外力2低于此值表示外力增加2将不稳

定性指数用常用对数表示2则不稳定指数为 R时表示不存在外力2为 5时表示生态稳定性最大为 5R*+S-.由

此可见2生态退化的可能性或潜势可用各种胁迫因子值计算的不稳定指数表示2此值越大2则表示生态胁

迫力越大.

T 开始研究国家生态安全地理定位2并制定国家外部生态安全战略

国家生态安全地理定位是指在地域和水域生态重要性方面2该国在地球上所处的位置2生态安全地理

定位取决内外部因素2但首先取决于外部因素2即在生态上受周围环境影响的地理客体位置.在现代世界

性生态危机情势下的生态安全地理定位又首先取决于邻近地区和国家向本国输送污染物的消极影响.研

究国家或地区的生态安全地理定位2主要分析本国本地区在全球生态系统中的地域生态功能2本国本地区

自然环境在人类活动作用下的稳定性&本国本地区人口&物质与文化&珍奇自然景观的空间分布2来自国外

或区外的生态灾害源以及生态灾害自然的和人为的扩散渠道2进而制定出科学的国家外部生态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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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国土面积(森林面积(未开发土地面积(保护区面积(水资源(人口密度(排废量等 )*个参

数占世界水平的百分比确定了俄罗斯的生态安全地理定位+同时引述国外 ,-个邻国有关资料进行对比分

析后发现+俄罗斯由于其自然地理位置处于与邻国隔绝状态+因而对其邻国的生态危害较少+倒是邻国对

它的生态危害大些+俄罗斯的铀积累量大+外加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等会对邻国构成潜在的生态威胁+如果

今后的经济政策不从生态上改造生产+则俄罗斯的生态问题必将日益严重+对其邻国的生态安全威胁必将

越来越大./012除俄罗斯外+波兰亦重视对国家生态安全地理定位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波兰的生态安全地

理位置不佳+由于气团的西方输送+从欧洲邻国输入大量污染物进入本国+最严重的德国每年进入波兰的 3
达 )4")万 5+67)08"9万 5+外部输入的污染量超过本土的污染量./412除外部因素外+波兰的生态安全定位

还受本国粗放型经济(经济配置不均衡(南部负担过重(区域政策不力(技术落后(大型企业多(传统工业部

门过多等的影响+受内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在波兰形成了 )0个生态危险区2

: 通过机构设置+普遍把生态重建转变成一种政府行为

生态威胁是当今世界与战争威胁同等严重的全球三大威胁之一+为了减缓这种威胁+联合国及各国政

府先后成立了多种生态重建组织+采取多种重建措施遏制减轻生态威胁对人们健康状况的危害+并把生态

重建工作普遍当作一项政府行为+由政府有计划地组织实施2如今具有全球规模的与生态重建相关的机构

有 全球生态监测系统;<=>3?(全球海洋观测系统;<773?(全球气候观测系统;<@73?等+具有国家规模

的机构有俄罗斯科学院生态安全中心(美国(英国(中国(加拿大(德国的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等+其中中国的

生态系统研究网络;@=A6?于 ,B44年建于中国科学院+从全国 9-处野外研究设施中选择了研究环境良好

的研究单位;西双版纳(千烟洲(沙坡头(禹城(太湖等等?+分农业生态(森林生态(草地生态(水域生态 -个

部门成立生态系统实验中心+进行动植物(气候(水文(土壤等方面的合作研究2研究方向主要为C恢复(再

生恶化了的生态系统D合理开发和持续利用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物资源D对生态灾害进行监测(预测(警

报D研究主要作物栽培体系与气候变化(人类活动的关系D主要地区的自然环境变化与改善D未开发地区的

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D农林牧渔业生产力和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D
中国资源(环境的变化动向与对策./B12除各种生态重建的政府机构外+许多国家还成立了生态重建与环境

方面的非政府机构+如拉丁美洲自 4*年代以来生态政治与环境方面的非政府机构迅速增多+,B4*年只有

-*个+到 ,BB/年已有 8**多个区域的或国家的这类机构+以及 0***多个活跃于社区的团体.-*1+这些机构

在拉丁美洲生态重建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采取生态与环境保护的行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

E 生态重建经验对我国西北干旱区的借鉴

综观 )*世纪 B*年代以来全球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近进展+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在生

态重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与教训2我国西北干旱区在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

发展过程中应从其中汲取借鉴2

;,?应当继续建设干旱区以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以生态产业为主的生态经济体系+形成生

态型产业结构+倡导国民经济的生态化和经济社会活动的生态化2

;)?应当建立和完善干旱区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充分发挥指标体系对干旱区生态

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现状描述功能(结果评价功能和预警监控功能2

;/?应该加强干旱区生态预报+包括人类经济活动影响预报(生态景观变化预报和经济社会后果预报+
建立干旱区生态安全监控预警系统2

;-?应该做好干旱区生态经济区划(生态功能区划和生态重建区划+并根据区划结果确定干旱区生态

环境重建的优先顺序和行动计划2

;8?应当制定各种生态政策+把生态政策与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紧密结合起来+逐步改变投资导向+加

大生态拨款+追求生态效益前提下的经济社会效益2

;9?应当做好干旱区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由调

节作用+吸引外资加快干旱区生态重建步伐+逐步形成开放型生态经济体系2

;0?应当做好国家或地区生态地理定位+加强生态安全体系建设+制定国家或区域的外部生态安全战

B9,,0期 方创琳等C干旱区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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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把生态重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地区总体发展战略!把地区生态安全战略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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