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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理念下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内涵及实现

路径 

杜超 

(菏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人们更加关注生态文明建设。要想实现生态文明，就不断的深化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内涵。在
全新的社会环境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要根据自然资源的属性和特征，进行科学的保护和利用，从而通过一定的资源规划和引导，
来形成一定的自然资源节约集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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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people ar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achiev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e must continuously deepen the conno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In the new social environment, carrying ou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requires scientific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based on the attribut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order to form a certain path of natural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through certain resource planning and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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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我国全面改变了传统的经济社

会发展模式，这也进一步体现了生态文明的理念价值。对于生

态文明理念来讲，在新的发展阶段，进一步体现自然资源节约

集约的内涵。 

1、新发展阶段生态文明的理论内涵 
生态文明作为全新的发展战略，在新的发展阶段，其思想

理念体现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新模式。 

1.1 生态文明的资源特征 

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中，进一步体现了经济主体的资源价

值，对于我国来讲，国土面积较为广阔，是一个区域属性特殊

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存在不同的生态资源，在工业化发展阶

段，为了提升经济的发展速度，中国将 GDP 作为经济发展主要

指标，它没有关注生态资源的保护价值。长期以来，随着我国

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结构在不断的优化，对于过去

而言，主要通过依靠资源的开发，来实现经济的全面增长，随

着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模式，进一步满足

了绿色经济的发展要求。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生态文明首先改

变了资源的利用模式，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在区域资源

开发过程中，要根据自然的总量情况，来进行计划性的开发；

二是区域资源在开发过程中，进行了全面的保护和管理，在整

体的发展阶段，不止单一的追求经济总量，而会更多的考虑生

态环境的破坏问题。基于此，在新的发展时期，生态文明理念

的提出，进一步实现了资源的有效保护和管理。 

1.2 生态文明的资产属性 

对于现代经济体来讲，它具有资源资产化的基本功能，对

于资产化而言，它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不管是传

统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他们都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改

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模式，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形成，加强了自

然资源开发的强度，现代经济体在财富积累过程中，也主要依

靠环境资源，这也是当前关注生态资源资产化的主要原因，由

于生态资产在形成阶段，形成了新的发展方向，实现了生态资

源的资产化，从而让生态资源拥有更多的价值，这使得中国提

出了全新的发展路径，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新道路。 

1.3 生态文明的资本功能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生态资本是经济体在发展阶段，

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高级资本模式，它的出现和产生，是随着社

会文明的发展所形成的，它主要依靠外来的生态资源。由于生

态资源的数量有限，存在一定的稀缺性，在其受到破坏之后，

不能进行全面恢复，这也在经济活动中，形成了相应的资产属

性。资产概念一旦产生，就具有相应的资本功能，不管任何资

源要想实现市场价值，就必须要具有资本功能，这也是资本流

通的主要表现。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来讲，它能够实现资源

的长期保护，从而形成更强的资本价值。从当前的生态资源来

讲，在产品的形成发展阶段，也影响着生态资产的交易行为。

对于生态资产而言，它具有一定的天然属性，需要依靠高级的

文明社会制度，例如在当前的世界碳交易中，就需要按照世界

相关经济体的协议要求，来开展资产交易活动，这就形成了一

定的资产资本属性。 

2、生态文明下的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内涵 
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理念的产生，是生态文明理论形成的基

础，也是党和国家生态文明战略产生的基础。从概念上可以得

出，节约集约的核心是对自然资源进行科学利用，这种科学的

利用模式，既满足了社会的供应需求，也实现了资源的有效储

存。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社会资源的开发强度越来越大，

单个资源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多，这就进一步体现了节约集约的

理念价值，它也是国家发展的主要战略方向，随着社会经济发

展需求的产生，将进一步体现其内涵的价值，通过相关政策的

制定和完善，来形成新的社会发展方向。 

2.1 节约集约理念提升了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率 

按照其相关的属性，对于节约集约理念来讲，是为了满足

自然资源的管理要求，它具有相应的资源属性，对于相关国家

政策来讲，在属性评价工作中，只根据地区的资源形式进行单

一应用，没有形成高效的资源利用结果，利用的程度也不够高

效，而节约集约理念的产生，形成了新的资源利用技术，并形

成了全新的发展政策，通过政策的引导和宣传，使得各项资源

在开发阶段，形成了全新的节能理念，进一步实现了资源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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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的理念价值。例如自然资源部在成立之后，在开展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工作中，通过相关理念的应用，解决了多个部门的

规划冲突，防止了资源不合理利用现象的产生，这就进一步体

现了生态资源节约集约的理念价值。 

2.2 助推生态资产的高效流转和盘活 

在地方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生态资源就具有生态

资产的属性，它主要体现在一个地区对社会生产要素的资金吸

引力，它需要依靠地方的生态环境，并将生态资产作为主要的

竞争指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就激发了地区的发展活力，

这既提升了生态资源的开发效率，也实现了生态资源的资产化

和资本化，所以通过节约集约理念的应用，进一步实现资源的

有效利用，实现了资源的多层次开发，实现了地方生态资产的

盘活和流转。当前而言，我国在大力开展自然资源负债编制工

作，通过对地方生态资源的资产化分析，并借助会计记账的模

式，来了解地方的资源资产情况，通过进行定量分析，进一步

实现节约集约的核心理念。 

2.3 促进生态资本的良性有序流通 

在生态资源资产化之后，能够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进一步

体现其资产价值，从而进一步实现生态资源的资产化，地方在

具备一定的资产流动性之后，就会激活内部的驱动力，相比而

言，生态文明在落实阶段，就会产生一定的内部驱动力，从而

实现地方资源的有效流通。在资产资本化的阶段，节约集约理

念的应用，能够通过政策的基本保证，来形成主体之间的良性

互动，即一个区域生态资本在流通之后，就能产生节约集约的

价值，其主要表现在生态资本的合理利用，也表现在生态资本

的区域流动中，这种有效的资本流通，产生了一定的杠杆效应。

例如，在耕地流转生产过程中，整体而言，就是资源资本化的

形式，虽然这种流通模式要在特殊的政策环境下形成，但这种

流通模式的形成，进一步满足了生态资源的发展指标要求，满

足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在整个发展阶段，其中政策

起着主要的刺激作用，一方面对于生态资本来讲，它满足了国

家经济的发展要求，另外一方面在生态资本流通阶段，通过跨

区域的活动，形成了一定的杠杆效果，从而实现了社会的富民

增收。 

3、生态文明理念下提升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的路径选择 
在全新的生态文明背景下，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理念的形成，

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作用，从资源到资产的变化，每一

个层次的发展阶段，都形成了不同的理念模式，它也是生态文

明建设形成的社会产物。基于此，在全新的社会环境下，通过

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开展，构建了全新的资源节约集约路径。

具体而言，首先，节约集约理念的产生，要站在一定的宏观和

微观角度来进行具体分析，要按照国土空间的规划战略要求，

将节约集约理念融入到各项发展指标中；其次，要形成全新的

自然资源管理政策，通过制定的相关管理制度，对节约集约进

行专项政策评估；再次，要加强节约集约技术的创新，通过典

型案例的推广，来增强技术的影响效果。 

3.1 规划——节约集约理念的先导性植入 

在国土空间规划工作中，要按照自然资源的纲领要求，进

一步实现自然资源的管理职能，这也是地方政府在开展规划工

作的主要方向。所以，在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中，要有相关的原

则和底线，按照节约集约的思想路径，来形成一定的发展策略，

并将其作为先导性的领域，植入到编制工作中，无论在任何的

规划管理阶段，都要在节约集约的理念指导下开展，这是进一

步保证的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的理念价值。 

3.2 政策——节约集约理念的全流程评估 

虽然目前自然资源政府部门在关注资源的节约集约工作，

然而从资源的节约集约的利用角度来讲，仍然需要加强政府政

策的引导力度。在没有形成内在驱动力以前，地方在开展资源

利用工作中，要按照政府的政策要求，来开展自然资源的节约

集约工作，并且要不断更新地方的节约集约理念。政府要通过

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来保证节约集约理念的有效普及。只有如

此，才能解决更多关键性的问题，从而实现各重点领域的节约

集约理念的落实，从而实现地方经济社会的有效治理。 

3.3 技术——节约集约理念的案例性推广 

当前而言，在节约集约理念的推广工作中，要通过相关的

评估策略。对大部分推广工作来讲，都是一些鼓励性的方式，

它们更加关注环境节约集约技术，这些技术在成熟之后，需要

建立相关示范案例，在全国进行示范推广，从而起到更好的宣

传效果。实际而言，在技术完善之后，从推广的角度来看，一

种节约集约技术的产生，不能适用于所有的社会经济环境中，

例如在沿海一些发达地区，其相关技术在贫困地区则无法有效

落实，所以从实操的角度来讲，在节约集约技术推广阶段，要

根据实践情况，来进行案例总结，按照全国经济的发展环境要

求，建立区域性的示范标准，通过相关制度的有效约束，从而

将不同地区的节约集约技术案例，借鉴到其他的发展地区，从

而形成更加良好推广效果。 

总结 
对于我国来讲，在生活经济发展阶段，生态资源已经成为

重要的资产资源，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它改变了传统的

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未来，随着全球资源的稀缺，资源的利用

价值会越来越大，所以，要对其内涵进行全面研究。自然资源

节约集约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策略，在其研究过程当中，

要按照市场的发展要求，在资源和资本的转化过程中，要进一

步体现节约集约的思想，从而在生态资源的资产化阶段，能够

实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从而构建更加完善的节

约集约发展路径，进一步实现生态资源的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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