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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以来，

生态文明建 设已融 入社会、经

济、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

全过程，成为了促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永

续发 展的必然要求。我国资源

丰富，在经济发展的历史中，众

多的资源型城市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但是，目前许多传统的资源

型城市在发展中面临资源枯竭，

经济发展不平衡，与生态环境不

协调，经济发展不 可持 续等问

题。2013 年，国务院印发的《全

国资源型城市可持 续发展规 划

（2013-2020 年）》中，首次界定

的资源型城市共 262 个，其中，

山西省所辖的 11 个地级市中，除

了省会太 原市，其余 10 个市大

同、朔州、忻州、阳泉、吕梁、

晋中、长治、晋城、临汾、运城

都被界定为资源型城市，还包括

孝义市、古交市等县级市。面对

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和山西资源

型城市的发展状况，山西资源型

经济转型发展迫在眉睫。

段奇芳

摘  要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

计。山西省作为典型的资源型经济区域，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目前面临发展观念相对落后、产

业结构不均衡、科技投入欠缺等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契机下，更新发展理念，完善产业体系，增加

科技投入，培养和引进人才才能促进山西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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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视角下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一、山西资源型经济发展

现状及所面临的问题

（一）发展观念相对落后

山西省是煤炭大省，各资源

型城市的发展长期依赖煤炭资

源。近年来，山西省煤炭的消费

量依然在持续上升，这样的经济

增长模式使得政府在追逐经济利

益时忽略资源消耗带来的生态破

坏，生态管理意识相对淡薄，发

展理念较落后。政府对生态经济

关注不足就会使政策颁布方向有

偏差，阻碍经济向绿色生态转型

的脚步。

在与煤炭相关的行业中，形

成了一大批诸如同煤、焦煤、晋

煤、晋能、潞安、阳煤、山煤等

大型企业，为山西省经济发展做

了突出的贡献。但是在企业发展

过程中，也造成了对资源的高消

耗和对生态环境的高污染，传统

的生产方式不再适应生态文明建

设的要求。

民众的生态文明意识还比较

缺乏，未能从内在树立生态文明

的理念，在选择生产生活方式时

依然比较传统，对于新能源、低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9 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生态文明视角下山西资源型经济转

型发展路径研究”，编号“2019W216”。

图    2010-2020 年山西省三大产业占 GDP 的比重

数据来源 ：山西省统计年鉴、山西省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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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生活、绿色消费等理念的普及

度还比较低，对于环境保护和生

态文明建设更多依赖于法律的惩

戒和监督。

（二）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向

的变化，以及能源需求的波动给

经济带来的影响，山西省资源型

经济一直在探索转型的出路，但

是纵观转型过程，产业发展主要

依赖煤炭资源，三大产业发展不

平衡。

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主要经

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产业结

构调整期。2010 年之前，受金融

危机的影响，煤炭产量下降导致

山西经济不景气，GDP 值和城镇

居民人均收入居全国末位，并且

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政府出台了

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政策，淘汰

了一 些落后产能。 但 是在 2010

年，山西省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

占到 60.1%，第一产业和第三产

业占比较低，没有改变依赖煤炭

的重工业经济。

第二阶段是综改试验区的建

设期。《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配

套改革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于

2012 年获批，山西资源型经济

在政 策指引下开始全面转型。

到 2015 年，第三产业占 GDP 的

比重为 49.8%，首次超过第二产

业比重 44.1%，产业结构得到优

化。但是从经济发展体制上，多

数地区的发展依然存在很多障碍。

第三阶段从 2017 年至今，是

综改示范区的建设期。在这个时

期，山西经济稳中向好，落后产

能得到提高，能源企业科技创新

力度提升，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但由于山西省长期作为国家煤炭

能源重要生产基地，各类经济长

期向煤炭资源发展倾斜，导致政

府干预过重，人才资源、科技要

素等流失严重，要进一步调整产

业结构还需很长时间。

（三）科技投入比较欠缺

从资金投入来看，2020 年山

西省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

费为 211.1 亿元，R&D 经费投入

强度 1.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4%， 从 整 体来 看， 全国 R&D

经费投入超过千亿元的省（市）

有 8 个，其中广东省为 3479.9 亿

元，山西省位于落后水平。并且

经费大多用于与煤炭相关的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为 156.2 亿元，

用于新兴产业的投入相对较少。

从人才培养来看，2021 年山

西省高考本科过线率仅为 37%，

在全国位于末位水平。并且，山

西省高水平的高校相对较少，从

侧面反映出山西省受经济发展等

因素影响教育质量，也间接影响

未来省内企业人才的供应。

从人才引进来看，近年来政

府颁布了一些人才引进的政策，

吸引高精尖 技术人 才来山西发

展。但由于山西省整体经济发展

状况在全国位于较低水平，并且

山西长期依赖煤炭资源发展形成

的传统传帮带的思想以及人才对

煤炭行业发展前景的考虑以及福

利待遇等问题，对资源经济转型

需要的人才吸引力差，人才严重

短缺。

二、生态文明视角下山

西经济转型发展的机遇

（一）生态建设推进经济发

展是政治担当

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山西省作为煤炭大省，各地区的

经济发展主要以煤炭以及煤炭

相关的电力、冶金等产业为主，

大多数会造成高污染，对生态环

境造成了破坏。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经济问

题，而且是政治担当，需要把绿

色发展与经济建设统筹起来，处

理好生态与经济的关系。这也为

资源型经济转型提供了很好的政

策引导和支持。

（二）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

实现互利共赢

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碳达

峰、碳中和”的目标，发展中要

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这

为资源型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思

路，作为新的动能，促进产业结

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同

时，经济转型发展的成果又能为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生态与

经济是相辅相成，互利共赢的，

需要相互协调。

（三）生态建设引导经济发

展能惠民利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只有坚持生态与经济的共同发

展，才能在良好的环境中生存，

生态 ECOLOGY北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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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健康才能有所保障。并且，

绿色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的产业的

培植，变生态优势为经济优势，

也能为民众发掘新的财富源泉，

在生态与经济共同发展中为民生

提供更多福利。

三、山西资源型经济转

型发展的路径

（一）更新发展理念，走低

碳、绿色发展之路

1. 加强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视和引导

山西省资源型地区的政府要

充分认识生态文明建设对于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加强

相关知识的学习，转变政 府职

能，变管 制型政 府为服务型政

府，根据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

展的双重目标进行战略选择和制

度设计，制定具体的执行方案，

在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方面起到

沟通协调的作用。政府的重视，

政策的倾斜与引导会提升企业和

民众的意识，向绿色、生态转变。

政府要发挥自身作用，引导

现代企业承担相应社会责任，为

现代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提供财政

和金融支持，积极开发新能源，

为新能源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和

政策补贴。另外，对企业和民众

违背生态文明的行为进行有效监

管，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2. 拓展企业发展的新思路

加大 对 绿 色 生态的宣传力

度，使大型企业认识到生态经济

的重要性和发展前景，走可持续

发展之路。各资源型地区的大型

企业要调整内在发展机制，主动

承担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重任和

社会责任。在生产过程中，加强

对资源综合利用 ；开发自然生态

绿色产品，减少对环境有害的产

品生产和消费 ；科学规划生产布

局和工艺流程，交 叉利用可再

生资源和能源 ；减少污染物生成

和排放，使工业产品与生态环境

相协调，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另

外，在转型中挖掘发展新思路，

在企业发展的同时，与地方政府

合作，兴办教育机构，对工人进

行技术培训。丰富企业文化，打

造工业园区，吸引观光旅游，延

伸产业链，实现企业发展的多样

性。

3. 提高民众的生态文明意识

资源型地区每一位居民都是

生态文明的建设者和直接受益

者，通过建设生态文明宣传教育

基地，将生态文明建设相关内容

写入书本，使之进课堂，并通过

传统媒体和现代自媒体等途径深

入普及生态文明常识，使民众更

新观念，提高素质，倡导低碳、

绿色的生活方式，将个人利益与

社会利益相结合。

（二）完善产业体系，均衡

产业结构

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升级关键

在调整产业结构，山西省目前的

经济转型处于关键时期，需要因

地制宜，发挥地区优势，完善产

业体系，促进三大产业的融合，

实现产业结构的均衡和循环发展。

1. 建设生态农业

围绕建设美丽、生态乡村的

目标，调整农业产业布局，促进

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向现代化农

业转型，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

污染。各资源型城市整合农业

农村资源，提高农产品质量，打

造优势品牌。并与第三产业结合

起来，开发“农业 + 旅游”的模

式，实现产业融合，建设生态农

业。

2. 推动第二产业转型升级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下，

对传统重工业生产工艺和生产

流 程 进 行 改 造， 鼓 励 绿 色 创

新。加强对废弃物的处理能力，

变废为宝，对高污染加大监管与

惩 罚力度，促 进产业 升级。打

造生态工业园区，发展园区层次

的生态工业，变上游企业的废物

为下游企业的原料，延伸生产链

条，并与第三产业对接，发展旅

游业，通过资源共享实现经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另外，根

据山西各地的资源，大力发展比

如山西汾酒、山西醋业等优势特

色产业。

3.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根据山西省的资源特色，大

力发展旅游业。进行三大产业融

合，发 展 蔬 菜 水果采摘、农产

品加工体验、生态工业园参观等

体验性强的旅游项目。在生态文

明建设理念下，积极培育附加值

高、污染少的绿色新兴产业，带

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ECOLOGY 生态 202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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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创新驱动，增加

科技投入

1. 提高自主创新意识

各资源型城市在发展中，应

解放思想，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

度看待经济转型，厘清经济利益

与生态利益的关系，从 观 念创

新、体制创新、政策创新、技术

创新着手，将政府宏观调控与市

场配置结合起来，推动煤炭相关

行业的智能化、信息化建设，促

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企业要提高

自主创新意识，改变传统的生产

方式，引入先进的技术，通过创

新的发展方式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2. 加大科技投入

政府应建立多阶段、多层次

的科技投入体系。首先，各级政

府设 立科创基金，为创新型企

业提供资金支持，发挥政府的乘

数效应，撬动企业的资金投入，

鼓励企业购买先进设备，创新生

产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开

发有益于生态环境的新产品。其

次，加大科研投入，加强政府、

企业与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的

合作，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发展，

重点支持资源转型中产业升级的

相关项目以及新兴产业领域的相

关项目，并尽快落地，实现项目

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另外，开展

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尤其加大绿

色信贷的力度，为有益于资源转

型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项目提

供资金支持。继续落实税收优惠

和补贴政策，为中小企业加大研

发投入和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提供

助力。

3. 培养和引进绿色创新人才

盘活现有企业工人的潜能，

根据目前工人的知识水平、工作

经验等制定专业化的培训计划，

使其在思想上更新观念，在业务

和技术上有所提升，在保障工人

稳定的基础上提升工人的素质。

增加教育方面的投入，优化教育

条件，提高升学率以及高等院校

的教育质量，为经济转型储备丰

富的高端创新型人才。加强职业

教育，加强山西省相关人员与其

他省份、国际间的交流，学习先

进的经验，为经济转型发展添加

新的动力。

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建立灵

活的人 才流动机制，打 破 工作

地域、工作年限、工作 方 式等

限制，开辟人才引进绿色通道，

吸引经济转型过程中急需的专业

人才。鼓励校企合作，政府、企

业、高校三方协调，探索新的人

才培养方式，使得高校为企业

输送专业 对口、技 术适用的人

才。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

革，建 立健全人 才引进与人 才

激励机制，吸引适于资源型转型

的人才进企业，形成一支结构合

理、素质够高、专业过硬的人才

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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