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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社会为主题，阐述了节约型社会对于未来中国发展的战略意义，总结了国内外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发展
循环经济的经验与教训。报告还首次提出了节约指数，对世界主要国家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状况进
行了综合评价，并指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发展粗放的客观事实；同时分析了全国及31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的节约指数变化趋势，给出了各地区节约指数的综合排名。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报告提出
了中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基本构架、发展目标和五大支撑体系，并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
具体对策和建议。
在历年战略报告的基础上，应用中国科学院设计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对于中国各地区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进行了全面地评估和数据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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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节约型社会思想的发展与成熟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中
国的国情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出版了一系列国情研究报告。在这些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的人口资源、
环境、经济要协调发展，要走非传统的现代化道路，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通过开源与节约
相结合，大力开发人力资源，解决人口过多和资源相对紧缺的矛盾。其中《开源与节约》报告中提出
了建设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的四个体系，系统地勾勒出&ldquo;节约型社会&rdquo;的基本框架：以节
地、节水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以节约运力为
中心的节约型综合运输体系以及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生活服务体系。　　1994年，中国政
府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mdash;&mdash;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提出&ldquo;促进
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以及人口、教育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rdquo;的总体战略和政策措施。然而
，《中国21世纪议程》的重点放在控制人口、保护环境、发展经济上，节约资源未被纳人中心议题
。2002年，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系统阐述了经济、社会与环境
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一个综合性、长期和渐进的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　　2004年初，中国政
府正式提出要&ldquo;建设节约型社会&rdquo;，目的是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措施，根本解决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保障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和健康发展。2005年初，中国政府
进一步提出&ldquo;构建和谐社会&rdquo;的设想，目的是保障中国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康，社
会更加和谐。　　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ldquo;节约&rdquo;的内涵随着历史进程的变化也在不断
地丰富和演进。在农业社会中，节约主要针对危及生存的资源如水、粮食和土地，所谓&ldquo;一粥一
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rdquo;就是明证。到了工业社会，节约除了对于危及生
存的资源外，对于危及发展的资源，尤其是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气候资源、矿产资
源，节约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到了信息社会，资源节约进一步扩大到人力资源的节
约、行政资源的节约、文化资源的节约、景观资源的节约乃至数据资源的节约。由此可见，节约型社
会是具有广阔内容和长远意义的建设目标。　　上述一系列变迁说明，中国政府的发展观在发生质的
变化，由以GDP增长为主要发展目标，逐渐转变到关注以人口、环境、资源、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
总体目标。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内涵在与时俱进地深化和拓展，至此，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节约型
社会之路初见端倪。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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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对于各级决策部门、行政
部门、立法部门，以及有关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社会公众，具有连续性的参考价值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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