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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生态文化发展的定位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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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林学院，湖南长沙，410004) 

摘要：湖南生态文化是一种湖湘特质的地域文化，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和相对的独立性。它既是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的方向引擎，又是建设绿色湖南和生态强省的精神动力。湖南生态文化建设要立足湖南实际，以弘扬生态文明为 

主旋律，积极构建生态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发展生态文化产业，加强对生态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 

强化相关政策、资金和组织保障，实现湖南经济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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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包容性很强的命题， 

是一种探讨和解决人与自然之间复杂关系的文化，其 

核心是“以人为本” ，体现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 

回归思想，强调了发展应该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的 

发展，而不是毁坏前人智慧、创造、财富基础之上的 

发展，只有在“尊重前人”基础上的发展，才是人与 

自然之间真正的 “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 面对日益 

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人类在逐渐反思自己行为的同 

时，开始善待大自然。与此同时，生态文化已成为生 

态文明建设的主旋律。在这一背景下，中共湖南省委 

提出的“绿色湖南”恰好契合了生态文化的本质内涵 

和总体要求。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绘就了文化 

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的战略目标，尤其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 “把生态 

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 [1] 这些纲领性 

文件无疑对湖南生态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

一、湖南生态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 

湖南生态文化涵盖湖南经济与社会、 地区与地区、 

城市与农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当代人 

与后代人之间的协调发展。它既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又注重社会文化艺术的 

发展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丰富，还要求良好的生态环境 

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湖南生态文化发展的实 

质就是要充分利用湖湘的独特自然与人文历史资源， 

形成生态特色品牌效应，发挥生态优势，将湖湘生态 

特色转化为生态建设的动力。党的十七大以来，湖南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把文化强省放在富民强 

省大局中来推进，呈现出文化与经济同步发展、文化 

与社会同步繁荣的大好局面。这就为湖南生态文化发 

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 产业优势 

生态文化产业链条长，市场潜力大，涉及三大产 

业，对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十分广阔。推动文化 

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既有国际先进经验， 

又有国内成功实践。近年来，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呈 

现增长较快，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一直保持 

强劲发展的势头。随着产业两型化发展水平的明显提 

升，湖南坚决淘汰了一批落后的产能，传统产业改造 

升级成效显著。可以说，湖南良好的发展势头和巨大 

的发展潜力，尤其是文化、旅游产业保持较快发展， 

已成为湖南生态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十一五”时 

期，湖南文化产业年均增速达 20%左右，成为湖南七 

大千亿产业之一。2011年，湖南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约  8%，成为湖南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 

一极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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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资源优势 

湖南山清水秀、水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高，生 

态环境好。这是湖南最大的自然优势，也是湖南生态 

文化建设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目前，湖南“两型社 

会”建设已经进入纵深推进的阶段，初步建立了试验 

区空间动态管理系统，探索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融资规划“四规 

合一”的有效途径，湘江流域综合治理取得实质性进 

展，湘江水污染整治效果明显，湘江风光带建设顺利 

完成，积极探索了环境保护的市场化运作机制，推行 

垃圾分类处理。 特别是生产要素集聚效应的日益显现， 

足以表明绿色湖南建设取得的实效。 
(三) 政策优势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适度调整，将财政支出 

更加注重民生领域倾斜， 更加注重支持重点领域改革。 

长株潭城市群在获批国家“两型社会”试验区后，又 

获批国家级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化融合”试验区，湘 

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在全国第一个获得国 

务院批准。全省三大区域全部纳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层面，环长株潭城市群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湘 

南地区获批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大湘西地区 
31 个县(市)列入国家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 

试点，湘东  6 个县(市)列入国家罗霄山片区扶贫开发 

规划 [3] 。这些试验区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 

作用的日益增强，尤其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生态 

建设方面的力度不断加大，为湖南生态文化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政策保障。 
(四) 人才优势 

湖南基础教育发达，人才资源丰富，劳动力素质 

较高，生态文化领军人物和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显著， 

特别是生态文化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高端人才、 

复合型人才显著增多，国际化人才崭露头角，人才结 

构日益优化，造就了一批国内乃至国际具有较大影响 

的生态文化领军人才，增强了湖南生态文化长远发展 

的竞争力。目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和中南大学、湖 

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均拥有生态学博士 

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必将为推进湖南生态文化在产学 

研、农科教相结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据统计，长株 

潭城市群集中了全省 70%以上的高等院校，聚集了全 

省 90%的科研人员，全省 80%的高层次人才，人才总 

量占全省近 1/3，而且形成了门类较全、初具规模的人 

才队伍，具有省内其他地区乃至国内其他区域无法比 

拟的人才优势。这无疑为湖南生态文化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二、湖南生态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尽管湖南的生态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生态 

环境问题仍然是制约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 

因此，在客观分析湖南生态文化发展有利条件的基础 

上，理性思考湖南生态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是深入 

推进湖南生态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 
(一) 城市和乡村生态文化发展不平衡 

二元分割的城乡体制加剧了城市与农村在经济发 

展、社会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差距，而生态文化本身 

的差异又进一步扩大了城乡生态环境建设的差异。个 

别城市生态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 

烟尘、扬尘、粉尘物排放总量超标，城市热岛效应、 

温室效应比较突出，致使风、雹、干旱、酷热等城市 

病害逐年增加。正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突出， 

乡村生态文化建设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资源利用与 

生态保护不协调，森林过伐、草原过垦、湿地过毁、 

部分区域地下水过采、生物多样性减少，导致不少区 

域生态功能失调。不少地方变相将城郊农用地和耕地 

转为建设用地。由于使用化肥、农药不合理导致部分 

区域的农作物和蔬菜有毒物质含量超标，秸杆、畜禽 

粪便等各类种养殖业的废物排放、生活污水和垃圾未 

经处理直接排放，市区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加重了农 

村生态环境的破坏。 
(二) 生态城市建设缺乏地方人文特色 

随着城市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与城市人口密度发展 

的扩张性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不少城市忽视了地方 

特色的保护，虽然兴建了大量的高度混合的住宅，增 

加了社会交通的成本，但城市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大。 

新建的公共建筑和商业场所缺乏必要的停车场所，新 

建的住宅小区缺乏公共绿地和地下停车场，行人过道 

完全被车辆挤占，城市居民缺乏应有的生态安全，商 

业中心地段高楼林立，到处都是拥挤的人流和生硬的 

建筑，造成城市交通拥挤。一些地方为了过分追求形 

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习惯于硬质景观建设，往往不太 

注重对乡土植物的研判，从而使城市建设丧失了生态 

特色。有的地方对老城区建筑的修缮，忽视了历史文 

化遗产的保护，从而使老城区原有的生态风貌遭到严 

重破坏。 
(三)  生态文化建设所需的环境资源约束日趋紧 

张 

虽然湖南正处在工业化、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 

但也面临着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生态平衡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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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形势更加严峻等问题。在资源约束方面，湖 

南人均资源占有水平较低，生态能源紧缺的问题已经 

严重制约了湖南生态文化的发展。目前湖南人均土地 

面积不到全国水平的一半，加之水资源利用率不高， 

生态功能脆弱 [4] 。有的风景区生态旅游服务区功能布 

局不合理,旅游服务设施建在核心景区或环境脆弱地 

带,对风景区景观和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干扰和破坏。 

在环境约束方面，湖南铅、镉的排放在重金属污染物 

中所占比重达 80%、90%，致使一些河流、土壤存在 

较为严重的环境安全隐患，同时增加了生态环境的治 

理任务。 
(四) 生态文化配套措施亟待加强 

生态文化管理的体制机制不够畅通、科学化程度 

不高，管理体系不完善，管理手段落后，综合决策机 

制不健全。比如，环保部门是作为地方政府的一个职 

能部门，直接隶属并依赖于地方政府，它既要履行保 

护环境的职责，又要服从地方政府的领导。由此，现 

行的环保体制导致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督能力不强，环 

保监督效果不明显。有的地方缺少对生态文化市场的 

研究,生态文化项目设计存在主观臆断,随意决策等现 

象。全民的生态观念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 公众参与 

生态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不高，主动性不够。有的地方 

对自然与文化景观的保护措施不力,严重破坏了自然 

景观的原生风貌。 

三、湖南生态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 

湖南生态文化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是 

“两型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柱，也是建设“绿色湖南” 

的具体体现。要实现“生态湖南”的科学发展，重要 

的一环就是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和政府在生态文化建 

设中的引领作用，不断为公众参与生态文化建设积极 

创造条件，共同打造湖南生态文化品牌。当务之急就 

是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湖南生态文化发展要与绿色湖南建设结合 

起来 

湖南生态文化发展是绿色湖南建设的重要途径， 

也是湖南加快推进“四化两型”战略的重大举措。湖 

南生态文化发展要以绿色湖南建设为契机，以倡导生 

态自觉和文化自信为目的，以壮大绿色产业、美化城 

乡环境、推动绿色消费和增强环境承载功能为主线， 

以长株潭城市群、环长株潭城市群、郴资桂城市群、 

邵东东部城市群、衡阳西南云大经济圈、永州冷零祁 

经济圈、怀化鹤中洪芷经济圈、湘西吉凤花城镇带等 

城市(镇)群为格局，努力打造以洞庭湖为中心，以武 

陵雪峰、南岭、罗霄−幕阜山脉为构架，以湘、资、 

沅、澧水系为脉络的“一湖三山四水”生态安全屏障。 

以名人文化、伟人文化、 民俗文化和湖湘文化为载体， 

凸显生态文化在湖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集群效应，集 

中力量打造生态文化聚集区， 抓好大项目的全程管理， 

实现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新拓展、新突破，建 

设一批生态文化示范创建工程，打造一批生态文化建 

设标杆，促进产业结构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方向发 

展。围绕绿色转型升级，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 

原则，在保护中开发建设，在开发建设中保护，逐步 

建立循环经济和生态工业园区。充分发挥政府在生态 

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加强政策保障和制度安排， 

积极调动全社会参与生态文化建设，保护生态环境， 

把生态文化建设贯穿于每个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通 

过地域文化与国际文化的深度融合，提升生态绿心地 

区文化的多元化和国际化，把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 

要求落实到湖南社会生产、建设、流动和消费的各个 

领域，促进湖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  湖南生态文化发展要与产业结构体系结合 

起来 

突出发展“两型”产业发展，大力发展绿色建筑 

业、生态农业、环保型产业和现代旅游服务业，推动 

产业向低消耗、低污染、经济效益高、生态效益好的 

方向发展。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生态企业、工业园 

区集聚，重点扶持绿色产业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 

生态企业发展， 推动工业园区由综合型向专业型转变， 

重点提升长沙、株洲、湘潭、益阳高新区和岳阳、常 

德、经济开发区的园区发展水平。抓好工业、建筑、 

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节能减排，鼓励企业建立循环经 

济联合体，支持清洁生产，推行产品生态设计，促进 

长株潭、环长株潭、湘南、大湘西四大区域的协调发 

展。发挥湖南省“出版湘军”“广电湘军”“动漫湘军” 

的优势，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广泛 

开展生态文化建设宣传教育活动，围绕节约资源、保 

护环境、绿色消费等主题，组织动员全体社会成员参 

与到生态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来。以项目建设带动生态 

文化建设，加快建设一批两型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 

目、环境整治项目和生态建设项目，着力发展低碳经 

济，倡导绿色建筑、绿色消费，严格执行投资项目用 

地、节能、环保、安全等准入机制，建立产业提升和 

落后产能推出机制，对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产 

业项目，该改造的坚决改造，该关闭的坚决关闭。推 

进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 

能保护区、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强化对湿地、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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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体、森林等生态资源的保护和修复， 着力构建森林、 

农田、流域、湿地和城市五大生态系统。新建一批国 

家森林公园和国家湿地公园， 重点推进以南岭、雪峰、 

武陵、罗霄山为主体的自然生态屏障。 
(三)  湖南生态文化发展要与城乡统筹发展结合 

起来 

从旅游活动的产生和客源市场的需求来看，城市 

一直是生态旅游的主要场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生 

态文化强调园林建筑与山水花木的有机结合，凸显生 

态意境美，能够为市民提供休息、娱乐的生态活动空 

间。就此而言，湖南生态文化不仅能够为城乡居民提 

供雅致、优美的风景图画，而且能够陶冶人们的思想 

情操，激发人的最大潜能，提升生态旅游的服务质量 

和水平。统筹城乡发展实际上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文 

化的一体化发展，是深入推进湖南生态文化发展的关 

键。可见，湖南生态文化与统筹城乡发展是一脉相承 

的，其目的就是全面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城乡 

一体化是湖南生态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和有效载 

体。湖南生态文化发展必须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下 

进行，绝不能脱离城乡统筹这个大原则。各级政府在 

城镇化进程中要充分发挥丰富城乡生态文化的主导作 

用，积极创造有利条件，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 

态文化建设的关系。 湖南在加强城市文化建设的同时， 

要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规划建设一批具 

有地域特色、民族风格的生态文化基础设施，积极帮 

助基层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兴办生态文化馆、 图书馆、 

剧团，配备生态文化服务车、电影放映车和流动舞台 

等，加强 “乡镇生态文化站”“农村生态书屋” 的建设， 

创新生态文化建设机制，引导各个区域合理调整产业 

结构，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继续抓好天然 

林资源保护工程，全面开展生态公益林建设，加强野 

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加大森林公园和城 

市公园绿地建设，最大限度地发挥森林的生态效益。 
(四)  湖南生态文化发展要与体制机制创新结合 

起来 

加大生态文化体制改革力度，积极引导非公有制 

经济进入生态文化产业，促进生态文化产业主体多元 

化发展。成立由省委书记任组长、省长任副组长的湖 

南生态文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主 

管林业行政的副省长担任，副主任由文化厅厅长和林 

业厅长担任。积极探索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等省内高 

等院校、省社会科学院开展生态文化合作共建，成立 

湖南生态文化研究中心或基地。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 

生态文化建设中的巨大作用，探索建设生态城市、生 

态校园、生态社区、生态家园，让生态文化走进千家 

万户，惠及子孙后代。生态文化是一种公众参与的文 

化自觉。只有人们从文化层面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 

关系, 树立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价值观，才能使可持续 

发展的生态理念内化于心,把善待自然成为人类生活、 

生产的共同信念和价值取向,进而转化为人的自觉行 

动。各级政府要积极拓展生态环保信息公开制度，引 

导人民群众公众参与生态文化建设，加强人民群众对 

生态环境的监督，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生态文化的强大 

合力和浓厚氛围。对涉及重大环境影响的项目，要通 

过公示、听证等形式，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加 

快推进生态文化示范带(区)建设，集中支持建设一批 

生态文化建设示范工程，总结推广一批生态文化建设 

示范模式，充分发挥生态文化在生产、生活和消费领 

域的聚集效应。从文化渊源分析，生态文化以道家思 

想为底蕴，融合儒家礼教、佛教禅宗等多种思想流行 

的精华，始终贯穿着和合文化的精髓，蕴含着“天人 

合一”的价值内核。这就要求城市规划师、建筑师、 

景观设计师、园林设计师和环境保护等工作人员必须 

增强生态保护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摒弃传统过时的各 

种偏见，协调和平衡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觉履行 

生态文化行业章程和相关管理制度，更好地服务于生 

态环境保护 [5] 。同时要建立健全全省统一的生态文化 

考核指标体系，具体包括生态环境指标、社会和谐指 

标、文化生态价值指标、文化生态资源指标、文化设 

施指标、文化娱乐消费指标、文化产业发展指标、文 

化可持续发展指标等， [3] 注重过程考核和动态考核， 

将生态文化考核结果纳入各级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 

标，把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落实到每个单位、每 

个家庭。 
(五)  湖南生态文化发展要与政策法规完善结合 

起来 

《21世纪议程》把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视为 

不可分割的整体，认为环境与发展密不可分。显然， 

这种可持续发展观契合了生态文化的基本要义。这就 

要求湖南生态文化发展必须统筹考虑生态保护与环境 

治理，通过社会机制和科学技术创新,引导人类保持对 

环境和资源的永续利用，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资源效益、环境效益的有机结合和相得益彰，进而规 

范和引导各级政府的科学决策，做到发展不能以破坏 

生态平衡为代价，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保 

护之间的协调，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 

人的发展:既要满足本地区、 本国人民的需要,又不损害 

其他地区人民的需要。要围绕湖南省委“四化两型” 

战略的实施，加快生态文化顶层设计编制，制定《湖 

南生态强省实施战略意见》等文件。加强自主性、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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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性立法，重点加强湖南生态文化建设、统筹城乡发 

展等方面的地方立法，尽快颁布实施《湖南生态文化 

建设实施条例》《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保护条例》《环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保护条例》《武陵山片区生态绿 

心保护条例》等法规。出台鼓励资源节约和节能减排 

方面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绿色建筑、交通节能，推 

广新能源公交，从源头上降低能耗总量。大力推进资 

源环境、财税、投资融资等方面的改革，积极争取环 

境税制改革、碳交易改革、排污权交易等国家改革在 

湖南试点。落实《洞庭湖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 

规划》，加快洞庭湖保护立法工作。完善“谁开发谁保 

护、谁破坏谁修复、谁使用谁建设”的生态补偿机制， 

早日把湖南建成“一个山清、水秀、地绿、天蓝、气 

爽”生态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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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entation and path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ecoculture in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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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nan  ecological  culture  is  a  regional  culture  of  Hu  Xiang  characteristics  regional  culture,  has  strong 
continuity and relative independence. It has the direction engin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Hunan. It also 
has the spirit power of the building up of green Hunan and ecological province. The building up of Hunan Ecological 
Cultur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Hunan realities, regarding promot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the main theme, it should 
build  the  public  service  system  of  ecological  culture,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ultural  industries,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eco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and useful, prominent the relevant policies, financial and 
organizational security, so as to achieve to Hunan Economic leaps and bounds. 
Key Words: ecological cultur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reen Hunan; reform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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