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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然资源日益枯竭、全球气候变化等多重危机胁迫背景下，绿色发展经历了由学术倡议到国际共识的巨大

转变，已经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及地区探索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及途径。随着绿色发展战略的不断推

进及所取得的成就，绿色发展领域也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日益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趋势。地理学作为有关

资源、环境结构变化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应用性基础学科，其独特的学科视角在绿色发展研究中发挥着日益

重要的作用。基于国内外绿色发展研究文献资料的回顾，论文对绿色发展研究缘起进行介绍，阐述绿色发展内涵

及分析框架，梳理出地理学视角下国内外绿色发展研究的7个主要议题：① 绿色发展影响因素；② 绿色发展水平

测度方法；③ 绿色发展时空演变；④ 绿色发展与产业转型；⑤ 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⑥ 绿色发展效应；⑦ 绿色发

展制度建议。同时系统总结了相关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对未来中国地理学在绿色发展领域

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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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后，持续高强度的经济活动对生态环

境造成的胁迫日益增强。经济全球化在重塑世界

经济地理格局的同时，推动了资源要素与环境污染

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经济活动和环境问题交互的

空间尺度也随之改变[1]。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与全

球气候变化的交织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对现有经济

发展方式的反思，各国政府纷纷寻求新的经济发展

方式以摆脱现有发展危机，以实现地区长期稳定可

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思想一脉相承，

是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自 2008年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UNEP)发出全球绿色新政倡议后，绿色

发展正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共

识，成为探索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及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短短30余年时间完成了

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发展

任务。时空维度的急剧压缩使得中国所面临的区

域发展问题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复杂，这也对

政府执政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2]。当前，中国正处

于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重要时期，“稳增长、调结构、促发展”已经成为经济

新常态下中国发展的主旋律，未来发展道路的科学

与否不仅对本国人民至关重要，也会对未来世界发

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作为继工业文明后的新兴

文明范式，近年来生态文明已经成为新时代实现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构想。生态文明强调以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3]。而绿色发展的根本指向就

是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生发展。显然，绿色发

展正是适应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发展理念和

发展模式，生态文明则是绿色发展的建设目标和客

观结果。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得到更多的认可，学术界对

绿色发展领域的研究也迅速升温，吸引了包括地理

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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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关注。基于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

库，以“green development”或“green economy”为主

题对1990—2018年论文、会议论文和综述文献进行

检索，共检索到 49438篇(图 1)。可以看出，有关绿

色发展的文献数量呈快速上升态势，特别是自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该方向研究论文数量年均

增幅达 12.03%。以同样方式在 CNKI 数据库中共

检索得到核心期刊及硕、博士论文5428篇。相较国

外兴起较早的绿色发展研究热潮，国内相关研究起

步较晚，2000 年后相关文献数量开始增多，并在

2008年后大幅增加。可以看出，目前绿色发展已经

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地理学是关于资源、环境结构变化和区域可持

续发展研究的应用性基础学科，不仅在于解释过

去，更重要的在于服务现在、预测未来[4]，其主要任

务即研究当代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大

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5]。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

理学有关理论、方法和技术已经成为解决相关问题

的基础[6]。一系列诸如综合性、区域性、交叉性的学

科特点同样使得地理学在绿色发展领域研究中具

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基于此，本文对绿色发展研究

缘起、内涵及分析框架进行阐述，从地理学角度出

发概述国内外绿色发展相关研究进展及存在问

题。通过系统总结与回顾，对未来中国地理学在绿

色发展领域的研究进行展望，以期为更好地明确研

究方向、凝练研究问题提供相应的参考。

1 绿色发展研究缘起、内涵及框架

1.1 研究缘起

绿色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思想的范式转变，最早

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博尔丁的宇宙

飞船经济理论及后来戴利、皮尔斯等有关稳态经

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的一系列论述[7]。早期多应

用于指导生态产业发展，后逐渐扩展到整个经济系

统。早在 2002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8]研究中国问

题时便提出绿色发展构想。此后，为解决亚太地区

日益严峻的经济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间的矛盾，联

合国亚太经济与社会委员会(UNESCAP)提出绿色

发展战略[9]。后金融危机时代，绿色发展作为一种

应对人类发展危机并提供有益解决方案的新经济

发展模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诸如经合组

织(OECD)、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

的关注。201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大会上，绿色发展被正式确立为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以及高强度的资源开发，中国人地关系演进呈现出

多元复杂且步步趋紧的特征[10]。进入21世纪后，中

国政府便致力于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

发展，陆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建设“两型社会”

的发展理念，并于 2009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循

环经济促进法》，以法律形式促进可持续发展。

2013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

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

环发展、低碳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将

绿色发展上升为指导中国“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

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随着绿色发展理念逐渐成

为全球共识(图2)，相关研究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

阶段。

1.2 内涵及分析框架

绿色发展属于第二代可持续发展观(强可持续

发展)，是对“弱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反思，即在弱可

持续发展基础上增加了对生态极限的思考，强调自

然资本并不能被人造资本完全替代，需要关键自然

资本的非零增长[11-12]。随着绿色发展研究的不断深

入以及不同学科间的交融，绿色发展内涵也在不断

图1 1990—2018年绿色发展文献统计分析

Fig.1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green development,

1990-2018

图2 绿色发展: 全球共识

Fig.2 Green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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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由早期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统一发

展[8,13]向更加多维化方向演变。当前主流是从区域

经济系统应对资源环境问题并提高人类福祉角度

出发进行定义。UNEP指出绿色经济是一种旨在长

期提升人类福祉的同时并不给下一代带来显著的

环境风险及生态稀缺性的经济活动，具有低碳、资

源有效、社会包容3大特征[14-15]。世界银行[16]认为绿

色增长是一种高效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最小化环

境污染及影响并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的增长方式。

诸大建[17]认为绿色经济相对传统以效率为导向的

经济模式增加了规模、公平2个重要维度，具有经济

高效、规模有度、社会包容3大特征。

尽管不同机构及学者对绿色发展内涵的研究

视角及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在绿色发展本质上达成

一致，即在资源环境约束下，通过发展低碳经济、循

环经济，追求经济、社会与自然系统的共生发展并

实现发展效益最大化。

针对绿色发展问题，众多国际机构及组织都提

出了各有侧重的绿色发展分析框架。其中 OECD

建立的绿色增长框架被广泛采纳和应用 [18]。该框

架由环境和资源生产率、自然资产基础、生活质量

的环境因素和政策响应 4个方面组成，其最大特点

便是充分考虑了自然资源的价值，并将其他商品和

服务视为生产要素，注重运用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式

来缓解环境压力。此外，学术界也对绿色发展分析

框架展开研究，涌现出众多探讨绿色发展各组成要

素相互作用关系的分析框架，如胡鞍钢[19]提出了绿

色发展的“三圈模型”，该框架囊括经济、社会、自然

系统，3大系统的共生性形成了绿色增长、绿色财富

和绿色福利的耦合关系。综合来看，绿色发展理论

已经得到有效扩展，逐步形成“经济—环境—社会”

全面协调的理论描述和框架建构，日益呈现复合系

统的研究。

2 绿色发展主要研究议题

2.1 绿色发展影响因素

绿色发展影响因素是绿色发展研究的重要内

容之一，直接揭示了绿色发展水平变化原因及作用

途径，为预测区域未来发展并制定相应对策提供决

策依据。已有研究多采用回归模型、障碍度模型、

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绿色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剖

析。总的来说，无论在任何时期区域绿色发展总受

到多重驱动力的共同作用，其影响因素大致可划分

为自然因素及社会经济因素2类。但对自然因素的

研究相对较少，更多地集中在社会经济因素方面，

多将自然要素与现阶段发展问题进行结合，如Feng

等[20]研究指出，居住在海拔较低地区的人们在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时态度更加积极，相应的区域

绿色发展水平也较高。

由于地球已经进入人类世，社会经济因素更为

活跃且易于探测，其影响途径也更多地受到人们关

注，涉及经济发展、产业结构、金融工具、环境规制、

公众行为等方面(图3)。通常认为，经济发展基础较

好的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穆学英等[21]

研究指出经济基础是绿色发展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经济发展基础好的区域并不一定拥有较高的绿色

发展水平。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宏观经济呈现不

确定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绿色发展战略的

实施。Jin等[22]以中国为例，指出宏观经济不确定性

对发达城市和沿海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影响较小，但

对欠发达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抑制作用较为明

显。技术进步及其偏向性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

改善协调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孙才志等[23]的研究

表明，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资本偏向均能够推动

本地绿色经济增长，而资本偏向还可带动邻近地区

绿色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作为

人类经济活动作用于生态环境的主要环节，产业结

构的合理性及高级化有助于推动区域绿色发展水

平的提升[24]。从产业规模来看，产业集聚与区域绿

色发展效率呈“U”型关系，随着产业集聚水平的增

强，绿色发展效率先下降后升高[25]。

图3 社会经济主要因素驱动区域绿色发展变化示意图

Fig.3 Main socioeconomic factors driving the change of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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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环境规制、金融发展与绿色发展

间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Wang等[26]认为正式及非

正式的环境规制均能够促进区域绿色发展水平提

升，但二者作用方式存在显著差异。彭星等[27]将环

境规制划分为命令控制、经济激励及自愿意识 3种

类型，指出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

规制的增强能够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及促

进工业绿色转型。金融发展则从资本支持、资源配

置、企业监督及绿色金融 4个方面影响区域绿色发

展[28]。同国外相比，中国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制

度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何爱平

等[29]认为地方政府间竞争会抑制绿色发展水平的提

升，同时政府在经济赶超与环境规制间选择的摇摆

不定使得中国绿色发展效率在低水平上持续波

动。近年来，公众经历了从被动反应到主动参与的

转变，作为环境治理工具的重要补充，非政府组织

(NGOs)在全球气候变化及环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效果取决于民

众的受教育水平和政府治理的决心[30]。

2.2 绿色发展水平测度方法

开展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研究不仅有助于学者

和决策者了解区域绿色发展现状，更有利于探索阻

碍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影响因素并制定差异化的

发展对策，对于绿色发展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目

前，相关研究积累了大量方法，大致可以分为绿色

效率评价、单一指标评价及综合指标评价3类。

与传统效率评价法相比，绿色效率评价增加了

对经济系统运行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的考量，强调以

更少的资源投入在获取较高经济收益的同时产生

较少的环境污染。目前有关绿色发展效率计算的

方法较多，较为常见的为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经过多年的发展，DEA模型不断完善，诸如三阶段

DEA 模型 [31]、SBM 模型 [32]、Super- SBM 模型 [33]、

Malmquist-Luenberger[34]等均得到了广泛应用。除

对宏观经济系统绿色效率测度外，地理学者也围绕

土地利用绿色效率[35]、水资源绿色效率[36]、绿色创新

效率[37]等方面对各产业部门进行了实证研究。随着

测度内容的逐渐丰富，绿色效率模型指标选取也在

传统的投入(劳动力、资本、资源)及产出(经济效益及

环境污染)基础上增加了对科技及环保[38]、雾霾[39]等

要素的考量。

单一指标法即基于一定框架从绿色发展的某

个侧面进行分析，较为常见的为绿色GDP核算、脱

钩指数及碳盈亏。绿色GDP即针对传统国民经济

核算弊端，将资源、环境成本作为经济成本纳入国

民经济生产核算中，应用较为广泛。雷敏等[40]根据

联合国制定的SEEA2003核算体系分析了资源型城

市绿色GDP；张虹等[41]则利用能值分析法对福建省

绿色GDP进行了核算；Kunanutakij等[42]建立了基于

环境扩展投入产出模型(EIO-LCA)的绿色 GDP 模

型并以泰国为例展开研究。脱钩起源于物理学领

域，后被应用于资源环境方面研究，OECD[43]将其界

定为打破环境负荷与经济发展关联。卢强等[44]将

脱钩指数作为考察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动态指标

并以广东省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随着人们对碳

排放的关注，引入了碳源/汇的概念，其形成的碳盈

亏成为制定区域政策的重要依据。赵荣钦等[45]对

中原经济区县域碳收支与碳平衡空间分异进行了

研究；王喜等[46]基于能源消耗数据、主要工业产品

数量、遥感数据分析了河南省碳盈亏时空变化。

综合指标评价法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区域绿色

发展水平，有助于理解影响绿色发展的各种因素，

因而得到了较多的应用。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绿

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内容日益丰富，侯纯

光等[47]从经济增长系统、绿色福利系统、绿色财富

系统及绿色治理系统5个方面构建绿色化评价指标

体系；Kim等[48]从生产过程中的环境及资源生产率、

消费过程中的环境及资源生产率、生态效率提高、

自然资产基础及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及经济主体响

应5个方面构建了OECD国家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孙才志等[49]基于信息熵和耗散结构理论从支持

型输入熵、压力型输出熵、还原型代谢熵和氧化型

代谢熵角度建立区域绿色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郭

付友等[50]基于“P-S-R”模型从绿色发展压力、绿色发

展状态、绿色发展响应 3个方面构建了限制开发区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总体而言，上述 3类方法在应用过程中逐渐吸

收了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研究方法，丰富了自身

研究方法。由于指标选取及权重确定存在一定的

主观性，基于效率评价及综合指标评价展开的相关

研究间可比性较差，而以绿色GDP核算等为代表的

指标法研究间具有一定可比性。在选取方法时，需

要充分考虑研究区实际情况及研究目的，以便达到

最佳评估效果，但各类方法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诸如

数据来源单一、时效性较差、难以在微观尺度进行

应用等一系列问题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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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绿色发展时空演变

时空演变分析是地理学较为常见的分析内

容。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绿色发展时空演变

问题，针对不同地区进行了大量案例研究。相关研

究多采用多时序统计数据，在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基

础上，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51]、收敛性模型[52]、核密

度函数[53]等方法并依托地理空间分析平台刻画绿

色发展空间格局及演变规律。

国外有关绿色发展时空演变的研究起步较早，

但多反映宏观层面即全球或地区国家间绿色发展

时空特征。Kumar[54]对 1971—1992 年全球 41 个国

家绿色发展效率的研究表明，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的国家绿色发展效率较高。Lin等[55]同样分析了

1981—2007 年全球 70 个国家绿色发展效率，研究

指出其间全球绿色发展效率得到明显提升，发达国

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绿色发展效率高于发展中国

家。除此之外，大部分相关研究集中在东亚[56]、拉

丁美洲 [57]、欧盟内部 [58]及 OECD[59]、G20[60]等地区及

组织内部。同国外相比，中国独特的发展环境也为

绿色发展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实证地域与素材，相关

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

果，研究尺度也较为完善。Sun 等 [61] 研究发现

2000—2014年间中国绿色发展水平虽然有所提升，

但绿色发展水平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且东中西部

间绿色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除了探讨全国以

及市域[62]、县域[63]等行政区域尺度的绿色发展时空

演变外，对于典型区域如城市群[64]、长江经济带[65]、

老工业基地[66]、资源型城市[67]也有涉及。大量研究

成果表明，不同国家、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在不同

时间段内呈现较为不同的变化趋势，地域性、动态

性及差异性特征明显。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绿色发展水平在2008年后出现下降，而随着经济发

展方式的转变及环保政策的再次强化，绿色发展水

平开始反弹。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逐渐开始探索网格

尺度的绿色发展评价研究。如贠银娟等 [68]基于

MODIS-NDVI数据对石羊河流域内碳源/汇空间分

布进行了详细研究；刘军会等[69]基于土地覆被等数

据划定了中国典型陆地生态系统固碳重要区。随

着地球大数据的不断兴起，未来网格尺度的相关研

究将成为研究主流。

2.4 绿色发展与产业转型

绿色产业是绿色经济的重要分支，是绿色发展

目标实现的有效切入点及重要推动力量。绿色产

业可通过产业绿色转型及建设新型绿色产业2种途

径来实现[70]，体现了绿色产业发展的不同思路。

产业绿色转型指产业在发展结构和发展效率

上均向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方式转变[71]，是对现有

产业发展模式的革新。产业绿色化程度的度量是

产业绿色转型的关键，学者多采用脱钩模型、EKC

曲线、环境熵等方法展开相关研究，如王君华等[72]

利用Tapio脱钩模型分析了中国工业全部行业以及

分要素密集度行业经济增长与 CO2排放间的脱钩

关系；Fujii等[73]利用EKC曲线测度了OECD国家 9

个行业的绿色化程度；刘鹤等[74]以SO2排放量为例

构建产业环境熵及区域环境熵对成渝经济区产业

结构绿化度进行研究。产业绿色转型路径同样是

学者关注的焦点，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2类:一类

基于静态视角探讨产业结构优化问题，如宋涛等[75]

构建能源—环境—就业三重约束下的线性规划模

型分析了京津冀地区产业优化路径；另一类则基于

动态视角分析产业结构调整的动态演化，如朱永彬

等[76]通过构建分部门跨期优化模型对中国产业结

构优化方向及碳排放趋势进行模拟研究。在此基

础上，部分学者进一步结合区域发展情况对产业发

展进行定位，引导产业的空间布局[77-78]。

新型绿色产业方面，学者主要从空间布局及其

影响因素方面进行相关研究。但由于各国统计部

门尚未给出官方标准的新型绿色产业统计口径，这

也给有关新型绿色产业研究的开展带来一定的困

难。为此，学者开始探索“自下而上”的数据收集方

法。除专业统计数据库外，Shapira等[79]提出了一种

采用语言文本结合的搜索方法以确定绿色企业，并

以英国中小绿色食品企业为例进行实证研究。Park

等 [80]基于韩国商业调查数据库数据对 2006—2012

年间韩国新型绿色产业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指

出韩国新型绿色产业在倾向布局于传统制造业集

中地区的同时，也形成了新的绿色产业聚集区，绿

色城市产业部门倾向于集中或靠近大城市布局，而

新能源产业则倾向于远离大城市布局。Yi等[81]则

基于 Dun&Bradstreet 百万美元数据库分析了中国

绿色新兴企业的空间分布，研究发现中国新型绿色

产业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布不均衡性，位于推行清洁

能源能源政策省份的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多出了

54.3%的绿色就业岗位及 61.8%的绿色企业。总体

来看，新型绿色产业的界定及有关数据的匮乏在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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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制约了新型绿色产业方面的相关研究。

2.5 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城

市转型”研究热潮。与田园城市、紧凑城市、生态城

市、低碳城市相比，绿色城市是一种动态的、和谐高

效的综合发展模式，旨在通过减少环境负外部性，

降低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负面影响以促

进城市经济绿色增长[82-83]。资源型城市是依托资源

优势迅速发展起来的城市，由于过分强调资源型产

业的发展以及缺乏长远统筹规划，资源型城市普遍

面临资源枯竭及替代产业乏力等问题[84]。自 20世

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一直是政

府和学界关注的重点。国外资源型城市转型起步

较早，转型过程中充分体现了绿色发展理念，如德

国鲁尔区于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以环境技术领域

多元化战略为代表的新工业化政策 [85]、日本北九

州的产业多元化发展战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模

式[86]均为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提供了较好的思路。

自 2001年起中国便开始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

工作。2008年山西省太原市发布了《太原市推进绿

色转型条例(草案)》，成为全国第一座以地方立法形

式推进绿色转型的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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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绿色发展作为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在此

背景下，中国学者将绿色发展理论与资源型城市转

型结合，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内涵、时机、路径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般来讲，资源型区域绿色转型是从传统“黑

色”发展模式向理想的“绿色”发展模式逐渐过渡的

过程，核心是推动产业发展及经济增长方式的绿色

化，资源型经济与绿色创新的融合是推动绿色转型

的动力机制，绿色转型制度体系的建设则构成了绿

色转型的保障机制 [87]。绿色经济的实现并非仅为

避免“矿竭城衰”，而是在探讨如何有效“利用资源

可持续发展”的问题[88]。由于资源型城市间生命周

期存在差异，仅通过严格控制主导资源开发强度难

以调控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必须制定全面系统的

生命周期优化调控措施[89]。因此，资源型城市绿色

转型是一个“寻优”而非“择优”过程[90]。资源型城

市绿色转型应选择在资源型产业成长期、成熟期和

衰退前期进行[91]，可采取“资源接续+资源替代+承

接产业转移”3种模式并存的方式实现产业转型升

级[92]。而对于产能过剩或环境状况较差的城市，产

业规模控制更为重要[93]。

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绩效同样是学者们关注

的热点问题。Li等[94]对中国116个资源城市绿色发

展效率的研究指出目前大多数资源枯竭型城市仍

存在发展无效率情况。曾贤刚等[95]针对 16个煤炭

资源枯竭型城市绿色转型绩效的研究表明煤炭资

源枯竭型城市绿色转型尚处于初级阶段，转型路径

选择的差异使得不同类型城市间转型绩效差别较

大。在政策实施方面，郭淑芬等[96]分析了“资源型

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山西省资源型地

区的影响，研究表明该试验区的设立通过促进工业

产业多元化发展推动了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但第

三产业多元化效果仍不明显，同时政策实施效果

存在滞后性。

2.6 绿色发展效应研究

绿色发展作为各国政府应对多重危机挑战的

共同选择，战略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对经济发展、生

态环境及社会生活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使绿色发展

与经济—环境—社会系统之间形成复杂的反馈关

系。绿色发展战略的实施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影

响人类社会发展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一般来讲，绿色发展战略主要通过影响产业结

构、产业经营形态、产业经营环境等方面对经济系

统带来影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传统“褐色经济”

向“绿色经济”过渡，带来新经济增长的活力。一方

面，在推动绿色转型过程中，需要付出包括因推行

节能环保技术而引起的增量投资、宏观经济损失等

代价，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还存在一定的沉没成

本；另一方面，则会产生节能收益、创造新的经济增

长点等收益[97]。丰超等[98]以中国为例对转型成本—

收益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的

经济收益大于成本，能够实现环境经济的双赢发

展，这一经济效应约占GDP的 3%~10%。Hall等[99]

分析了美国新型绿色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效应，

结果表明新型绿色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经济效益的

提升。

其次，就业岗位的变化是绿色发展战略最为直

观的体现。随着传统“三高”产业及劳动密集型产

业的转型升级，传统制造业部门会带来大量的岗位

流失，但绿色产业的发展能够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Yi[100]系统分析了 2006年以来州及地方清洁能源和

气候政策对美国大都市地区就业的影响，结果表

明，州及地方政策的实施对城市层面的就业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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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影响，每增加一项政策大都市区绿色就业就会

增加 1%；Lehr等[101]模拟了不同情景下可再生能源

对德国就业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情景都显示出积极

的净就业效应，根据预测总就业人数将从2009年的

34万人增加到2030年的50万~60万人。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绿色化，绿色发展

战略实施所带来的环境效应逐渐显露。环境效应

主要体现在碳减排、主要污染物排放下降、环境质

量改善等方面，且在传统工业布局较为密集地区更

为明显。Musango等[102]模拟了4种投资发展情景下

南非绿色经济发展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绿色经济

干预措施能够显著减少碳排放，降低产业尤其是电

力行业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推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周熊勇等[103]以福建省为例分析了不同政策

对节能减排的影响，研究指出不同政策节能减排效

果不同，税收、环保和产业政策对节能减排产生效

果最为明显，而金融、财政和科技政策节能减排效

果较为微弱。Rivera 等 [104]分析了碳税对墨西哥碳

排放的影响，表明在没有经济补偿的情况下，到

2050年碳税的实施会使碳排放下降75%。

2.7 绿色发展制度建议

绿色制度是绿色文明在制度上的投射，是引导

和约束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博弈规则[105]。如

果不能很好地考虑包括政策、经济及文化在内的

多方面限制因素，绿色发展战略并不能取得理想

的结果 [106-107]。因此，绿色发展制度的完善对于推

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障绿色发展目标的实现

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推动和政策支持是当前绿色发展的基本

特征。世界各国纷纷以战略规划为指引，在产业、

财政、能源利用等方面出台指导性政策，推动绿色

发展制度的确立。首先，绿色发展路线和行动方案

应涵盖可持续发展各维度的关键因子，明确所要达

到的短期、中期、长期目标及约束性指标[108]。其次，

作为对现行发展模式的革新，政府应明确分析绿色

改革进程中各群体的根本利益，使发展目标更加包

容化[109]。在具体政策制定过程中，Mathews[110]以韩

国为例指出由政府主导产业绿色化政策在民主国

家是完全可行的；Ringel等[111]指出积极有效的能源

政策是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因此能源政策应在总

体战略制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Dulal等[112]认为

区域绿色发展战略应该包含积极有效的财政政

策。市场化机制的引入可以形成绿色发展“双轮驱

动”的发展机制。市场化机制主要在明确政府对环

境资源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归属及分配的基础

上，确立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与环境产权交易制

度，建立多元化的生态补偿及环境付费机制，如绿

色关税、碳排放交易、碳税等，其中碳税有更好的减

排结果[113]，但如果区域内征集碳税可行性较低，可

以通过对可再生能源使用进行补贴来替代[114]。

法律法规是保障和规范绿色发展制度的重要

基础。目前，国外相关法律法规日趋完善，且更为

具体。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陆续完善有关生态环

境保护及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如“可再

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大气十条”“水十

条”“土十条”等。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尚

未形成相互协调配合的、完善的绿色经济发展法律

政策体系[115]。杨解君[116]认为未来中国需要推动绿

色发展从政策引导、政策行动走向法律调整及落

实，将绿色发展政策升级为法律制度形态，注重政策

导向与法律导向的统一。现阶段中国绿色发展立法

重点应放在气候变化、能源及绿色金融领域[117]。此

外，良好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是绿色发展制度较好

的补充，需要逐渐打造以政府监管为主、民间组织

监督为辅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3 评述与展望

绿色发展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

性已经得到了政府及学者的广泛认可。地理学作

为研究地球表面人地关系的学科，在绿色发展领域

研究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学者从地理学视角

出发对绿色发展进行了诸多的研究与实践，涉及影

响因素、测算方法、时空格局演变、绿色发展与产业

转型、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效应及制度

建议方面，对今后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与

国外相比，中国绿色发展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

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由于国

内外经济发展基础及所面临发展问题不同，绿色发

展目标也存在一定差异，如国外经济体及机构较早

便开始关注绿色发展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贫困

削减方面的作用，而国内则由侧重经济发展与生态

环境保护向增加人民福祉转变。在此背景下，国内

外绿色发展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在研

究方法选取、研究尺度等方面。虽然，绿色发展研

究领域日益丰富，但由于绿色发展的复杂性以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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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研究方法的不完善，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的薄弱

环节。随着生态文明及美丽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

新时代背景下，未来中国地理学亟待在以下方面进

行深入探索和研究：

(1) 绿色发展涉及经济、环境、社会3个子系统，

具有多维性及复杂性，属于复杂的巨系统。“过程—

格局—机制”是地理学综合研究的方法与途径，现

有研究已经对绿色发展时空格局演变进行了详细

的刻画，并分析了时空演变的影响因素。但将“过

程”及“格局”进行耦合，系统分析绿色发展机制的

研究相对较少。地理学具有鲜明的综合性，未来亟

需建立以地理学为基础的具有本土特色的分析框

架，将各个尺度进行嵌套，分析绿色发展各要素间

相互作用机理。绿色发展机制分析有助于帮助学

者更好地模拟不同情景下区域绿色发展演变趋势，

为有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2)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核心研究问题，始终贯

穿于地理学的各个发展阶段。近年来，随着外部发

展环境的变化，人地关系作为“人”与“环境”间的桥

梁，相关研究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新时代背

景下，如何将人地关系理论进一步具体化到实际研

究和实践应用中，是地理学者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绿色发展研究同样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

状况的变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未来绿色

发展研究应以此为切入点，加强不同时空尺度下绿

色发展与人地系统要素的集成与耦合，并将人地关

系研究纳入绿色发展决策与管理中去。

(3) 近年来，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城市群”

“长江经济带”“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重要区域

发展倡议及战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然而，现阶段各政策辐射区均面临着不同程度

的资源环境压力，亟需进行新旧动能的转换，实现

高质量发展。地理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与

国外相比，中国地理学在国家重大发展决策上做出

过巨大的贡献，有力地指导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建

设。因此，为优化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充分发

挥发展倡议及战略政策的有效性，需要从地理学视

角进一步细化典型区绿色发展相关研究。

(4) 绿色发展研究需要多角度分析和多研究手

段的结合。目前，绿色发展研究主要采用社会经济

统计数据获取理解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时空演变

等所需的信息。近年来专业统计数据库、遥感数

据、问卷调查数据等虽有应用但仍有不足。研究方

法上多采用描述性分析、计量手段分析绿色发展各

要素作用关系，缺乏传统方法与新技术手段的综合

集成。研究手段及研究数据的不足导致现有研究

在尺度和精度上无法很好地兼顾。建议有关部门

尽快针对绿色产业制定统计规范标准，建立更为完

备的数据资料库。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遥感地理

信息技术的进步，获取大范围高精度表征人类活动

的时空大数据成为可能。在此背景下，利用时空大

数据进行绿色发展时空分析和预测模拟分析值得

学者们不断去尝试。

(5) 绿色发展是一门涉及众多学科的跨学科研

究主题。地理学视角下绿色发展研究已经取得了

一定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7大主要研究议题，但在

整体上仍存在一定的不足。近年来，地理学在分析

研究相关问题的时候引进了经济学、生态学、管理

学等学科方法，并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未来仍

需加强学科交叉研究，促进如经济学、生态学、管理

学等不同学科研究视角的融合，形成系统的、整体

的研究视角，推动绿色发展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

如在绿色发展制度建议方面，应针对中国现有绿色

发展制度不完善的特点，进行多学科集合以便加强

顶层设计，提出完善的解决方案，更好地为绿色发

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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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gree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REN Jiamin1,2, MA Yanji1,2*

(1. Northeast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Agroecology, CAS, Changchun 130102,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made great efforts to

create a sustainable future, and green development has been seen as the most important pathway to sustainability.

As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in the area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een development has drawn great

attention from academic researchers globally in recent years and has become interdisciplinary- oriented. As an

applied basic research field for exploring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eography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research of green development. Based on an

in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connotation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green

development at first, then systematically outlined the progress of green development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and extracted seven themes, that i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een development,

assessment methods,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green development, green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 based cities, the effect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green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Comments were made on the existing studies and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research were analyzed. Finally, future research emphases were discussed, with the aim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studying gree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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