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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民生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基于四川省南充市的实证分析

郭红兵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南充

【摘要】民生建设一直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生态民生是在工业化以及人类社会快速的

大背景下，为了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号召而提出来的新型民生思想。为新时代生态民生建设指明了

道路和方向。南充市作为建设成渝经济圈的重要城市，深刻把握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科学内涵，

推动了生态民生创新实践，形成了生态与民生协调共进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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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 of ecological people's livelihood constructio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Nanchong City, Sichuan Province

Hongbing 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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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has always been a major issu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Ecological people's livelihood is a new type of people's livelihood thought proposed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new call for 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man and na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iali-
zatio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t points out the road and direc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
logical people's livelihood in the new era. As an important c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engdu-Chongqing eco-
nomic circle, Nanchong has deeply grasped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Marx and Engels' ecological philosophy,
promoted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ecological people's livelihood, and formed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tern in
which ecolog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are coord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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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充市生态民生创新实践的路径探索

1.1 落实政策，以生态思想贯彻实际行动

当地始终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增进民生福祉

的不竭源泉，深刻认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大意义，

明确生态文明建设是高瞻远瞩、目光长远、成就非

凡的重大战略安排和创新制度举措，增强各级生态

保护单位和负责人的责任心、使命感，以态度坚决、

措施有力、行动迅速和成效显著的生态理念和实践

举措延续南充市的生态民生建设路径。

1.2 因地制宜，以生态产业发展经济优势

为了打造“一带一路”战略重要节点城市，塑

造川东北、经济、物流、商贸和金融中心，南充市

推进全市绿色发展，以嘉陵江为轴线，培育绿色生

态经济发展新动能。首先，南充市深度整合生态旅

游资源，形成成以生态旅游带动经济增长的长效机

制。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南充市实现

生态了旅游经济较快发展，2019年游客接待居全省

第四位。

1.3 项目建设，以生态宜居带动民生改善

为了让南充市更加山清水秀，让生态环境改善

的成果惠及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南充市不断拓宽生

态环保项目建设，以以生态宜居带动民生改善。据

了解，2012仅南部县就实施了 119个重大民生项目，

特别是有关生态环境工程的建设大部分已经投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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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0多万群众享受到由生态环境改善带来的民生

实惠。而蓬安县为了决胜全面小康，打赢脱贫攻坚

战，在 2017年开始修建“蜀北桑海”园区，连片发

展万亩桑田，并配套生态酒店、桑博园、桑文化展

示厅和生态停车场等，有效推进了当地农业发展与

旅游生态有机结合，提高了农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并增设就业岗位，扩大新型农业就业规模，在有效

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提升了农民生活水平和人均收

入。

2 南充市生态民生建设实证分析

新时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就是生态环境改善的价值追求。当前，地区生态民

生建设涵盖了多层面、多领域、多学科等综合性概

念，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在民生建设中补足发展短板

与增加民生福祉。本文按照南充市生态民生建设的

主基调，选取相关性分析的自然科学方法，讲求实

事求是，选取最真实和合理的数据，构建最全面的

指标体系，来实证分析南充市生态民生建设的成效。

2.1 相关性分析概述

相关性分析，就是衡量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的

密切程度，换言之，可以验证一个变量的变化是否

可以引起另外一个变量的变化。本文通过标准化数

据，计算相应的统计量 P值，给定显著性水平α等

于 0.05，若 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这说明这两

个变量之间的具有密切的联系程度和显著的因果关

系。

2.2 指标的选取与说明

本文就南充市生态民生建设的成效进行实证分

析，考察南充市是否以生态环境改善促进经济增长、

是否以生态环境改善提高居民收入、是否以生态环

境改善推动文化繁荣。具体参数见表 2。
森林资源覆盖率是衡量一个地区自然生态环境

状况的重要指标，将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以及文化站个数作为民生建设的指标，

是因为这些指标和数据能够更好地说明南充市生态

民生建设的实际水平，展现了南充市生态文明建设

带来的实际效益，诠释了马克思关于自然生产力与

社会生产力相结合的学说。

表 1 南充市生态民生建设指标体系数据

Date
森林资源覆盖率

（%）

城市绿化面积

（公顷）

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城镇居民可支配

收入（元）
文化站（个）

2013 39.3 8926 12837110 19206 421

2014 39.63 9480 13916954 22074 421

2015 39.83 10023 14634031 23950 423

2016 39.96 10926 15929749 25993 423

2017 40.06 11703 18382466 28333 421

2018 40.648 12455 21157278 30810 424

2019 41.03 13540 23222249 33749 424

表 2 南充市生态民生建设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生态文明建设
自然环境保护 森林资源覆盖率 %

人居环境改善 城市绿化面积 公顷

民生建设指标

经济增长 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人居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文化事业 文化站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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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实证分析

人与自然的关系内在的包含了人与社会，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经济、政治、民生、文化和

生态等多个实践层面，它们是彼此贯通、彼此促进，

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南充市紧紧围绕以自然环境

保护和人居环境改善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规模、

增加人均收入和推动文化繁荣，进一步加强生态民

生建设。

首先，无论从自然环境保护还是从人居环境改

善来看，南充市的生态环境改善与地区经济增长都

有密切的关系，换言之，南充市着眼于“保护环境

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以生态

环境改善有效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其次，南充市

始终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生态环境改善的首要

目的，做到带给人民群众“绿叶子”，又装满了人

民群众的“钱袋子”。最后，南充市生态环境的改

善不仅夯实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基础，其精

神生活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对于新时代精神文明

建设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南充市生态民生建设的经验启示

3.1 以正确的生态理念指导民生建设

生态理念是指国家或者地区在进行生态文明建

设时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主要指导思想。随着社会生

产力的提高，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民生建设面临前所

未有的危机和挑战。人们在发展社会经济和保护生

态环境之间进行抉择，思考究竟以什么样的理念可

以指导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归和谐。

3.2 以特色的生态经济提升民生水平

生态经济是指自然环境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人

类运用生态理念和科学技术方法改变生产方式和消

费方式，挖掘地区特色的自然资源潜力，调整产业

结构，优化产业规模的新发展理念。生态经济是实

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有效保护的的纽带，

是实现新时代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统筹并

进的方式，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高度统一和可

持续发展的经济。

一是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生态经济。生态经

济作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必须结合地区

的区域特点和现实状况，全方面地挖掘生态经济的

发展要素和落实生态经济的基本原则。发展特色生

态经济，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是出发点，乡风文明

和治理有效是切入点，生活富裕是落脚点。二是要

保护环境，发展绿色生态经济。绿色生态经济是 21
世纪人类谋求新发展的全新方向，已经成为转变经

济风向、优化经济结构和实现经济增长的全新动能。

发展绿色生态经济，就是要培育绿色新兴产业，推

动绿色产业聚集。

3.3 以先进的生态科学支撑民生建设

建设生态科技，一是要加强生态技术研发，培

育发展生态领域内的人才，建立支持生态科技的产

业合作体系和生态人才培养激励机制。二是要完善

绿色科技和产业产品的认证标准，淘汰环境危害较

大、科研能力不足等不被人民认可的企业，保留和

鼓励具备生态生产能力、符合生态生产标准的先进

企业。最后，要加强生态科技供给，让生态科技成

果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要在生态科技的发展与创新

中追求知识和真理，以最安全的生态科技成果惠及

人民，以最高效的生态科技发引领社会经济发展，

增大生态科技成果供给，让人民享有更宜居的生活

环境。

3.4 以刚性的生态法制保障民生建设

生态法制，一方面指自然界存在的客观规律，

即约束人们在自然界开展实践活动的“自然之法”。

另一方面指人民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意识到

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由统治阶级制定的生态制

度法规，或者在社会范围内人们自发形成的生态道

德体系。

一是要健全生态法律法规。立法部门必须进一

步制定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加强

法律的可操作性，以最强硬的法律制度督促人们树

立正确的生态文明理念和转变自身不合理的发展方

式，形成人们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知法、懂法、守

法和用法的生态良好公民。二是要严惩对一切破坏

生态环境的行为。首先，领导人要带头遵法守法，

自觉践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勇于承担生态文

明建设的伟大使命，不断提高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从国家的高度和民族的

利益出发，为全社会遵守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营造良

好的条件，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参与保护生态环境

的机会。其次，对破坏生态环境，危害民生福祉的

开发行为予以坚决的取缔和打击，从根本上减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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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破坏的行为，从源头治理环境污染的活动，坚守

“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发展原则，

用最刚性的法律制度体系保证公民生态权益，以最

有底气的生态民生建设保障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

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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