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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意义］生态经济学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其包含的研究内容十分庞杂，研究方法比较复杂，学科边

界也相对模糊，这为生态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为了进一步明确生态经济学的内涵、学科属性，梳

理了１９８７—２０１８年的关于生态经济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文献。［方法／过程］对生态经济学若干理论问题进行梳理，

对相关文献进行评析。［结果／结论］以文献评析为基础，得出如下结论：目前对于生态经济学的内涵、学科属性的

界定、学科的应用领域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学术界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生态经济学的若干理论问题，具

体如下：一是进一步界定生态经济学的学科属性；二是关注生态经济学学科发展出现的交叉化趋势；三是关注生态

经济学研究方法出现定量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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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性学科，生态经济学的“内涵尚不够充实、明晰、成熟和稳定”［１］，其研究内容

庞杂，研究方法比较复杂。生态经济学的学科边界相对模糊，学科立论的基础也游移不定。这为生态经济学

的进一步研究和学界内部的交流带来了诸多不便。所以，明确生态经济学的内涵、学科属性，以及阐述生态

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相互之间的学科差异和学科的应用性等问题非常必要。鉴于文献较

多，本文只选取了４０余篇文献，对１９８７—２０１８年国内外研究生态经济学的文献进行综述。通过综述，本文

梳理出生态经济学的内涵、学科属性、相互间的学科差异、生态经济学的应用领域等内容，希望通过本研究能

够为进一步深化生态经济学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１　生态经济学的内涵

１．１　国外关于生态经济学内涵的研究

生态学是德国生物学家Ｈａｅｃｋｌｅ于１８６６年提出的，比生态经济学的出现大约早一个世纪。１９３５年英国

生态学家Ｔａｎｓｌｅｙ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为后来生态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基础。正是

由于生态系统思想的产生，人们才有可能把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

Ｓｐｅｎｃｅｒ（２０１８）［２］提出现代经济社会系统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基础上的巨大开放系统，以人类活动为

中心的社会经济活动都在生物圈中进行。一方面，任何经济社会活动都有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环境，

这两者是以生态系统运行于发展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的。同时，任何生产都需要来自于生态系统的物质和

来自于太阳的能量。另一方面，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矛盾中，人既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因此，

人类只有积极促进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才能实现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Ｂａｒｂｉｅｒ（１９９４）［３］认为生态经济学不是一门新的学科，但是生态经济学是解决单一学科不能胜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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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环境相互作用问题的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或方法的综合。Ｓｈｍｅｌｅｖ（２０１２）［４］认为生态经济学是一门全

面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关系的科学，这一关系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众多紧迫问题（如可持续性、酸

雨、全球变暖、物质消失、财富分配等）的根源；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经济亚系统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

分，而且这个亚系统的存在和发展是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所以人类的经济系统必须要和生态系统保持协

调。ＡｓａｆｕＡｄｊａｙｅ（２０００）［５］认为，生态经济学和自然环境经济学都是环境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生态经济学不

是环境经济学或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同义语。生态经济学与自然环境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生态经济学除了

研究资源开发以外，还要考虑社会和伦理问题以及强调对生态过程的研究。

生态学家则与之相反，把经济看作环境的一个子系统”。美国学者布朗（２００２）［６］在其著作《生态经济：

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中提出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的观点，并将这一思想同哥白尼挑战 “地

心说”对人们世界观的影响相提并论。他认为如果经济子系统的运作，不能与大系统———地球的生态系统

相互协调，势必两败俱伤。

１．２　国内关于生态经济学内涵的研究

国内学者的研究与国外基本一致。国内学者对于生态经济学内涵的理解基本上等同于可持续发展的概

念，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其表述也不同，常见的有：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和稳定、生态

经济平衡、生态经济效益、生态产业等。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综述生态经济学的内涵。

１．２．１　生态经济协调发展问题

许涤新（１９８７）［７］认为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态经济系统。它是在生态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上，以生

态学原理为基础，经济学理论为主导，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围绕人类经济活动和自然生态之间相互发展

的关系这个主题，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经济系统。刘思华（２００７）［８］认为生态经

济学是在生态学和经济学结合基础上，围绕着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

需求与自然生态环境供给之间的矛盾，旨在协调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寻求生态与经济

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平衡和协调发展。袁本朴等（２００１）［９］认为“生态经济”应是以生态平衡为基础，以经济

可持续增长为目标，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间合理配置物质、能量、信息、价值和人才等资源，实现生态和经

济良性循环的经济结构，其基本特征是可持续发展。王松霈（２０００）［１０］提出生态与经济协调理论是生态经济

学的核心理论，并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他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三个基本理论范畴：生态

经济系统、生态经济平衡和生态经济效益。其中生态经济系统是载体，生态经济平衡是动力，生态经济效益

是目的。梁山等（２００２）［１１］指出生态经济学是通过对生态系统中自然再生产过程的解析，同时研究经济系统

中经济再生产的作用机理和运动规律，探索持续提高人类社会发展的途径。

１．２．２　生态经济效益方面

尤飞（２００３）［１２］认为生态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达到生态与经济的平衡，实现生态经济效益。柳

杨青（２００４）［１３］认为生态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地方，在于它独特的研究方法，即经济分析方法，它以价值

为分析工具，以实现人的最大经济利益为目标，以生态需要方面的投入产出为比较，以确定一定量生态需要

满足是否有效率，从而是否值得进行研究的分析方法。

１．２．３　生态产业发展方面

唐建荣（２００５）［１４］提到生态经济内涵是指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

方法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挖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潜力，发展一些经济发达、生态高效的产业。傅显捷

（２０１５）［１５］从武陵山片区酉阳县生态旅游与精准扶贫出发，提出应以地理标志性产品作为重要抓手，通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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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农（林）业同步现代化，发挥地理标志产品产业化在综合旅游产业中的积极作用，实现产业集群、串联互

动，从而推动武陵山区旅游产业的发展。

２　生态经济学的学科属性

２．１　国外关于生态经济学学科属性的研究

学术界对生态经济学的学科分类非常明确，如第七届和第九届国际生态学大会均将生态经济学列为生态

学的重要分支学科。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博士在其著作《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中提出经济系

统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的观点，也说明国外学界普遍认为生态经济学应纳入“生态学”的分支学科。

２．２　国内关于生态经济学学科属性的研究

国内关于生态经济学学科属性的界定主要有以下三个派别：１）没有必要确定生态经济学的学科属性。

如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１９９５）［１６］认为，在交叉地带或边缘地带完全没有必要去划定这一学科与另一学科的

边界；戴锦（２００４）［１７］认为生态经济学不宜强行地归属于经济学或生态学某个学科领域。２）生态经济学应

归属于经济学。马传栋（１９８６）［１８］认为生态经济学在学科性质上属于边缘综合性理论经济学，在学科地位上

与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等学科并列。正如赵成美（２００７）［１９］所言，“对‘生态经济学’的正确释意应该

是‘考虑生态制约的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就是考虑了许多影响其发展的自然环境因素，谋求其在更长的时

期内持续健康发展的经济学。赵金龙（２０１０）［２０］认为生态经济问题研究的出发点是经济目的而非生态目的。

经济系统是生态经济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态经济问题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持续和高效的经济

系统。因此，生态经济学应归属于经济学。３）对生态经济学的学科属性持中立态度。如杨文进、柳杨青

（２０１２）［２１］认为生态经济学是从一个新的角度，也就是生态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人类原有的经济活动（效

果）的一门新兴经济学，或者说生态经济学就是利用经济分析工具，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社会经济活

动的一门特殊经济学。

３　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的辨析

３．１　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４个概念之间的联系

１）追求的目标相同。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追求目标都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

（苏振峰，２０１０；杨运星，２０１１）［２２－２３］。２）本质内涵相同。强调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

处（杨美蓉，２００９；杨运星，２０１１）［２３－２４］。

３．２　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４个概念之间的区别

１）提出的背景不同。杨运星（２０１１）［２３］认为“生态经济”提出的背景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生态环境和经济

发展的矛盾加剧；“循环经济”提出的背景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环保运动；“绿色经济”提出的背景是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的绿色运动；“低碳经济”起源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气候问题。２）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杨美蓉

（２００９）［２４］认为循环经济强调在经济活动中如何利用“３Ｒ”原则，以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生态经济的

核心是经济与生态的协调，注重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有机结合。绿色经济强调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

分配。低碳经济是针对碳排放量比较低的经济形态。

４　生态经济学的应用领域

４．１　生态产业领域

对于生态产业的研究，学界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１）从省域层面探讨生态产业问题。如王

晓云、丁四保（２００８）［２５］以海南省为例，对其经济发展条件与生态系统状态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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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功能区划，然后根据区划结果对海南省未来产业发展的空间结构布局进行评述与建议。王继东、王杰

（２００９）［２６］基于生态经济理论，对广西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研究。２）从生态农业领域，探讨发展生态农业的

若干问题。蔡文春等（２００５）［２７］以墨玉县为例，探讨了干旱区绿洲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结构与功能。刘彦随等

（２００６）［２８］以陕西绥德县为例，探讨了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村特色生态经济模式。罗昆（２００８）［２９］突出生态经

济特色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以宣恩县为例，提出了要突出生态经济，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潘旭东等

（２０１１）［３０］对石河子绿洲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结构与功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３）从生态林业领域，探讨发展

生态林业的若干问题。荆立新（２００９）［３１］基于国有林场实际，分析了发展林业生态经济的现实需求。贺景平

（２０１０）［３２］对生态经济的现代林业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研究。荆立新（２０１０）［３３］分析了大兴安岭区发展林业生

态经济的有利条件，提出了促进大兴安岭林区发展林业生态经济的对策。

４．２　关于生态系统的研究

学术界对于生态系统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１）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方面。如刘兴元、王锁

民等（２００４）［３４］对半干旱地区农业资源的复合经营模式及生态经济耦合效应进行了研究。杨世琦、高旺盛等

（２００５）［３５］运用生态经济耦合评价模型对湖南资阳区的生态经济系统协调情况进行度量。王继军、姜志德

（２００９）［３６］利用耦合理论，对７０年来陕西省纸坊沟流域农业生态经济系统耦合态势进行了研究。熊宏涛、郭

枫（２０１１）［３７］对武汉市城市圈的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状况进行了研究。２）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如

尤飞、董锁成（２００２）［３８］基于安庆市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

价，提出了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卓玛措、冯起等（２００８）［３９］采取能值分析方法，对近２０年青海省生

态经济系统各能值指标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青海环境负荷率低、废弃物占总能值使用量的比也较低，人口

承载力较低。汪晓文、衣婧（２０１０）［４０］，运用生态足迹模型，衡量了甘肃省２００７年生态承载力及可持续发展

程度，并得出当前甘肃省的发展是通过消耗自然资本存量来弥补生态承载力不足的结论。３）生态系统管理

方面。闫军印、赵国杰（２００７）［４１］在分析系统场及系统场控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上，以区域资源开发、经济发

展、环境保护的协调运行为目标，构建了区域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经济系统管理机制。陶表红、焦庚英（２０１０）［４２］

通过对生态经济体系的内涵和结构的分析，阐述江西省生态经济体系构建的目标与意义，并结合江西省省情提

出江西省生态经济体系的构建思路及措施。李斌（２０１２）［４３］针对汶川灾区经济高碳化引发生态经济次协调的

现状，从时空结构和运行结构两个层面分析次协调状态的演化机理，提出了震区生态经济次协调要进行低碳控

制管理。黄智洵、王飞飞、曹文志（２０１８）［４４］以闽三角城市群为例，基于供求关系理论，构建了生态系统服务供

求关系的动态模型，论文提出实现分区管理是缓解城市群生态安全空间差异的有利途径。

４．３　关于生态经济效益的评估

马永欢、樊胜岳（２００５）［４５］以民勤县为例，对民勤县农户的退耕还林意愿和退耕还林政策的生态经济效

应在农户中的响应进行了调查，对沙漠地区退耕还林政策的生态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张雄、张安录

（２００９）［４６］在区域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测算湖北省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主要类型农地资源的价值。张晴、孙

彦骊（２０１１）［４７］以洞庭湖湿地为例，采用市场价值法、费用支出法、支付意愿法、机会成本法、碳税法和造林成

本法及影子工程法来对洞庭湖的湿地发展循环经济进行生态经济价值的评估。

５　研究述评与展望

５．１　研究述评

本文对国内外生态经济的内涵、学科属性、几个相近概念之间的辨析以及学科的应用情况四个方面的相

关研究文献及研究成果作了简要的梳理。但是该问题的认识还处于初步阶段，还有很多地方有待进一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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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或者求证，具体如下：

第一，在生态经济内涵的阐述上，具有如下几个方面：１）从宏观层面上看，生态经济研究从生态平衡论，

拓展到相互协调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及研究主题，已经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论变为

生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论。２）产业层面来看，学界主要探讨生态农业、生态林业，对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

内容涉及得很少。３）生态经济学的本质内涵及研究对象已从“相互关系论”走向“可持续性论”。在国际生

态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初期，西方学者一般认为，生态经济学研究的是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相互适应、

相互作用的发展关系，是一门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即生态经济系统的矛盾运动发展规律的

科学。４）地域层面：侧重于生态城镇的建设，从生态村拓展到生态乡、生态县、生态市和生态省。５）生态经

济学的研究范围已由“生态—经济”二维复合系统扩展到“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即生态向度

是以生态发展为基本内容；经济向度是以经济发展为基本内容；社会向度是以社会发展为基本内容。在这

里，我们可以看出，目前西方生态经济学已经走向可持续性科学。

第二，在生态经济学的学科属性的界定上，虽然大都认为生态经济应该是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协调发

展，但其出发点却不尽相同。“经济学家把环境看作经济的一个子系统，生态学家则与之相反，把经济看作

环境的一个子系统”。还有学者持中立态度认为没有必要划分生态经济学的学科属性。

第三，综上，笔者发现生态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１）生态经济理论内涵比较

薄弱，导致学科发展缺乏理论基石。学界提出了生态经济学内涵包括生态经济系统、生态经济平衡和生态经

济效益等概念，但是这些概念并不被所有学者所接受。因此，导致生态经济学内涵比较薄弱。学科的发展往

往游离不定，有时偏向于资源经济学，有时偏向于环境经济学，有时又等同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有时又等同

于资源经济学、低碳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学科的大拼盘。由此，导致生态经济学的学科发展缺乏统一的理

论体系，难以进一步延伸下去。２）学科属性的界定比较模糊。从生态经济学的研究现状看，其学科属性在

国内外也未达成共识。在学科建设中，将经济学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学科门类。在学位和研

究生教育系统中，也没将“生态经济学”纳入理论经济学或者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申请指南中曾将其规划为“理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后来又归为“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这种学科性质

的不确定性，严重制约着生态经济学的良性发展。

５．２　研究展望

虽然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生态经济学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是，从总体上来看，目前对于

生态经济学的内涵、学科属性的界定、学科的应用领域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学术界需要理论上进一步

探讨生态经济学的若干理论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５．２．１　进一步界定生态经济学的学科属性

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自身已比较复杂，生态经济系统就更复杂了，通过一门学科解决所有的生态经济问

题是不现实的，即生态经济学只能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确定生态经济学的学科属性。第

一，这是生态经济教育发展的需要。生态经济研究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需要通过高等教育来培

养，而生态学和经济学分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类学科间的共性很少，导致这两类人才的教育通常在不

同的院系中进行。所以，只有明确生态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才能确定开设专业的院系，进而培养生态经济学

方面的相关人才。第二，这是生态经济学者间交流的需要。知识之间的交流需要一个平台，即交流者必须要

有共同的知识背景，这样才能相互启发、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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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江霞．生态经济学若干理论问题研究综述［Ｊ］．西部
经济管理论坛，２０１９，３０（５）：６６－７２． ２０１９年

５．２．２　生态经济学学科发展的交叉化趋势

生态经济学属于综合性的交叉学科。在学科交叉中不断产生的新的生态经济理论增长点，是生态经济

学发展的重要经验。这种交叉既包括理论与理论的交叉，也包括研究方法的交叉，如生态经济问题与系统分

析方法的交叉，形成生态经济系统分析方法和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

５．２．３　生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定量化趋势

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将定量的研究方法引入到研究中去，尽管定性研究在生态经济学研究运用得比

较广泛，但是很难让读者知晓某一研究成果是建立在何种理论基础之上的。因此要将数理统计的研究方法

运用于生态经济研究中，即是生态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生态经济学实践运用的需要。

５．２．４　推进生态经济产业发展

过去２０年，我国生态经济学界对产业生态经济研究，因某些客观原因，重点放在农林等农业生态经济学

研究方面。相比之下，对工业生态经济问题的研究比较薄弱，至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工业生态经济学方面的

专著，这是不适应我国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的。２１世纪前期，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基本

任务，仍然是实现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因此，学界需要对生态工业经济学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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