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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年前的一个暑假，我和同事去了甘肃省张掖等地方，从黑河源头走到位于黑河末端的内蒙古额
济纳旗的居延海。沿着黑河一路走来，亲眼目睹了沿河两侧郁郁葱葱的树木，欢快地泛舟于东居延海
的清澈水波之上。　　然而，兴奋之余，更多的是震撼。在黑河的上游，草原已经失去了过去的“绿
装”，再也找不回往日的风采，大片的土地经受风和雨的洗礼，被裸露了出来，还原成黄土的本色。
黄沙也不再温和了，随风飞舞，如帘似幕横扫大地，吞噬着一棵棵的沙棘；沙漠和太阳共享夏日激情
，如火般地从脚跟烫到脚背，让凶残的本性暴露无遗。西居延海至今仍然处在沙漠化进程中，干涸多
年，两边的树木在逐渐枯萎，面临着死亡的考验，至今回想起来，这一切依然历历在目。　　几十年
前，这里曾经是一片绿地和茂密的树林，如今满目疮痍的千年古树见证这里的过去。为什么在如此短
暂的时间里发生了沧桑巨变？这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的思考：这到底是自然的变化规律还是人类自身的
过错？这是自然界的造化还是人类发展的同时，也让自然走向毁灭的边缘？难道这是人类发展经济的
必然归宿吗？　　所有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要坚定不移地写一本书，来唤醒人们：生态
环境是自然界赋予我们的无价之宝，是无法用金钱来置换的。尽管我的呼声是微弱的，但给社会传递
了一种信息：经济发展要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样才能造福社会，造福我们的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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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内容：几十年前，这里曾经是一片绿地和茂密的树林，如今满目疮
痍的千年古树见证这里的过去。为什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发生了沧桑巨变?这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的思
考：这到底是自然的变化规律还是人类自身的过错?这是自然界的造化还是人类发展的同时，也让自然
走向毁灭的边缘?难道这是人类发展经济的必然归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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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民族地区发展中小企业具有战略意义　　民族地区的中小企业数量巨大，覆盖面广，是民族
地区的重要财政来源，它不仅担负起经济职能，而且还担负着社会稳定职能和民族团结的职能。从增
加地区经济收入和改善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来看，中小企业的发展关系到民族地区千家万户农牧民的切
身利益，是国家政权组织得以稳固的重要保障；从中小企业波及的地域和人口规模来看，中小企业的
发展关系到地区的安全稳定、社会和谐，是国家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石。　　同时，中小企业发展对推
动西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工业化和
城镇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
、相互促进的，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进程，没有工业化，也就没有现代意义的城镇化；城镇化又促进
工业化的发展，没有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东部地区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20多年
来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奇迹的秘诀就在于中小企业发展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
展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发展机制。西部地区工业化落后于东部地区，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因为其城
镇化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落后从一定意义上说与工业化水平落后于东部地区是分不开的
，工业化水平的落后关键在于中小企业发展的质量不高、发展的速度缓慢以及效率的低下。事实上，
这三者之间相互掣肘，导致了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综合症”。所以，发展西部民族地区中小企业
，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是从大局出发在战略上考虑的着眼点，也是民族地区经济发
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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