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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的池州市生态足迹驱动机制研究
张 勇１，２，张乐勤３，陈发奎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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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足迹是近年来广泛运用于评价区域发展可持续性的重要方法。基于生态足迹计算模型，对安

徽省池州市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生态足迹 进 行 测 算，并 选 取 了 社 会 经 济 相 关 指 标，运 用 主 成 分 回 归 方 法，基 于

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构建了影响生态足迹增长的驱 动 力 因 子 模 型。研 究 结 果 表 明，池 州 市 人 均 生 态 足 迹 均 呈

上升的趋势，且生态足迹的需求远远大于生态承载力，出现了生态赤字，且有进一步扩大的态势，表明池州

市处于相对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驱动机制 分 析 模 型 表 明，池 州 市 工 业 经 济 发 展 对 人 均 生 态 足 迹 增 长 具

有强烈的驱动作用。近年来，随着池州市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工业强市”战略的大力实施，工业经济规

模不断扩大，都极大地推动了生态足迹的增长和生态赤字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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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足迹分析（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ＥＦ）是 定 量

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工具，也是度量人类活动

对生态系统的压力和影响的一条新途径，已经得到了

广泛的关注。近年来，有些学者试图从生态足迹增长

与社会经济因素的相关性入手，对全国或一些典型区

域生态足迹增长的驱动机制进行探讨，并提出科学合

理的区域可 持 续 发 展 对 策，此 方 面 的 研 究 成 果 渐 趋

丰富［１－４］。



定量测度生态足迹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分析

生态足迹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探究生态足迹增

长的社会经济驱动机制，可以更好地为区域未来可持

续发展和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目标

提供明确的政策导向。但现实中很多影响生态足迹

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是非平稳的，在未对区域生态足

迹与社会经济相关因素进行时间序列平稳性进行检

验的情况 下，直 接 对 其 进 行 回 归，容 易 产 生 伪 回 归

问题［５－６］。

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将环境研究领域的ＩＰＡＴ等

式的随机形式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 引 入 到 人 均 生 态 足 迹

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机制研究中［７－８］，先对驱 动 力 因

子与人均生态足迹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偏相关分析

加以检验，再对驱动力因子进行主成分分析，进而基

于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构建人均生 态 足 迹 与 社 会 经 济 驱

动力因子的计量经济模型［９－１０］，得到各社会经济驱动

因子对人均生态足迹增长贡献率大小的弹性系数，依

据弹性系数即可比较分析各驱动力因子对人均生态

足迹增长贡献的程度［１１－１２］。据此结合池州市人均生

态足迹驱动因素及自然与社会实际条件，提出相关政

策建议，为池州市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池州”乃至建

设“美丽安徽”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为地级市尺度相关

研究提供借鉴。

１　研究区概况

池州市位于安徽省西南部，长江下游南岸，东与

铜陵市、芜湖市相依，北滨长江与安庆市隔江相望，南
与黄山市毗邻。池州市地貌类型以丘陵山地为主，气
候属暖湿性 亚 热 带 季 风 气 候，植 被 类 型 有 常 绿 阔 叶

林、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针叶林、竹林等，市域内拥

有较为丰富的森林、水、矿产、旅游资源，森林覆盖率

达到６０％。池州 市 是 国 家 级 生 态 经 济 示 范 区，是 皖

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态

安徽”建设试点市，先后获得过“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中国旅游竞争力百强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荣誉

称号。池州市现辖青阳县、东至县、石台县、贵池区和

九华山旅游风景 区，国 土 面 积 为８　２７２ｋｍ２，２０１０年

全市总人口为１６１万人，ＧＤＰ为３００亿元。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本研究中生物资源与能源消费量数据来源于《池
州统计年鉴》（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由于大多数据直接来

源于居民人均消费量，故贸易调整不做考虑。影响生

态足迹的社会经济因素数据来源于《池州统计年鉴》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和《安 徽 省 统 计 年 鉴（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

关于影响生态足迹的社会经济因素指标的选取，
本文借鉴国内多位学者对驱动因子的选取方法，结合

池州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从若干社会经济因素中筛

选出以下８个因素作为生态足迹的驱动力因子加以

分析研究，分 别 为 总 人 口、地 区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人 均

ＧＤＰ、城镇化率、城 乡 居 民 家 庭 恩 格 尔 系 数、人 均 消

费性支出、工业总产值、第二产业比重、单位地区生产

总值能耗。在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时，需要利用统计分析软件ＤＰＳ　７．０５将原始数据先

进行标准 化 处 理，以 消 除 量 纲 影 响，使 数 据 具 有 可

比性。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生态足迹模型（ＥＦ模型）　生态足迹是指在

一定的经济规模条件下，维持特定人口的资源消费和

废弃物消纳所必需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包括化石能

源地、耕地、林地、草地、建筑地、水域６种类型［１３－１４］。

生态足迹的计算基于以下两个基本事实：（１）人类能

够估计自身消费的大多数资源、能源及其所产生的废

弃物数量；（２）这些资源和废弃物流能折算成生产和

消纳这些资 源 和 废 弃 物 流 的 生 态 生 产 性 土 地 面 积。
由 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等创立的综合法计算生态足迹，是目

前应用范围较广的一种方法［１５－１６］。本文采用此方法

计算人均生态足迹（ＥＦ）、人均生态承载力（ＥＣ）和生

态盈余（或赤字）（ＥＤ或ＥＲ），计算公式分别为：

ＥＦ＝∑
６

ｊ＝１
（ｒｊ×∑

ｉ

ｃｉ
ｇｐｉ
）＝∑

６

ｊ＝１
（ｒｊ×∑

ｉ

ｃｉ
ｌｐｉ
×ＹＦｉ） （１）

ＥＣ＝∑
ｊ＝１
ｒｉ×（∑

ｉ

ｎｙｉ
ｇｐｉ
）＝∑

ｊ＝１
ｒｉ×（∑

ｉ

ｎｙｉ
ｌｐｉ
×ＹＦｉ） （２）

ＥＤ（ＥＲ）＝ＥＦ－ＥＣ （３）

ＥＰＩ＝ＥＦ／ＥＣ （４）
式中：ＥＦ———人均 生 态 足 迹；ＥＣ———人 均 生 态 承 载

力；ＥＤ（ＥＲ）———人 均 生 态 赤 字 或 人 均 生 态 盈 余；

ＥＰＩ———生态压力指数；ｊ———生物生产土地的类型，
包括耕 地、林 地、草 地、水 域、能 源 用 地、建 筑 用 地６
类；ｒｊ———ｊ类土地利用的均衡因子；ｉ———消费项目

类型；ｃｉ———ｉ商 品 的 人 均 消 费 量；ｇｐｉ，ｌｐｉ———第ｉ
种消费项目单位面积的全球产量和研究区域平均产

量；ＹＦｉ———产量因子；ｎｙｉ———第ｉ消费项目的区域

总产量。

计算时，均衡因子ｒｊ 和 产 量 因 子 ＹＦｉ 取 值 参 考

张乐勤等［１１］采 用 ＮＰＰ计 算 得 到 的 结 果，ｒｊ 取 值 如

下：耕地和建筑用地均为１．１５，林地为０．８７，牧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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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０．４８，水域为０．３８，化石燃料用地为０．８７。ＹＦｉ 取

值如下：耕地和建筑用地均为１．６６，林地为０．９１，牧

草地为０．１９，水域为１，化石燃料用地为０。

２．２．２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 型　美 国 生 态 学 家 埃 里 奇

（Ｅｈｒｌｉｃｈ）和康 默 纳 （Ｃｏｍｎｏｎｅｒ）于２０世 纪７０年 代

提出了关于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关系的ＩＰＡＴ模型：
即Ｉ＝ＰＡＴ。Ｒｏｓｅ等 在ＩＰＡＴ的 基 础 之 上，通 过 对

人口、财富和技术的回归，进行环境压力的随机估计，
提 出 了 环 境 压 力 随 机 模 型，简 称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

型［１７－１９］，表达公式为：

Ｉ＝ａＰｂＡｃＴｄｅ （５）
式中：Ｉ，Ｐ，Ａ，Ｔ———环 境 压 力、人 口 数 量、富 裕 度 和

技术；ａ———该模型的系数；ｂ，ｃ，ｄ———人口数量、富

裕度、技术３项人文驱动力指数；ｅ———模型的误差。

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是 定 量 分 析 人 文 因 素 对 环 境 压 力 影

响的一种有 效 的 方 法，目 前 已 被 广 泛 应 用 于 生 态 足

迹、能 源 足 迹 和 ＣＯ２ 排 放 研 究 中。本 研 究 借 鉴

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构建出生态足迹变化与其驱动力因

子关系模型［１２，２０－２１］，其模型的表达式为：

Ｙ＝ＫＰａ１Ｇａ２Ｕａ３Ｆａ４Ｅａ５Ｉａ６Ａａ７Ｈａ８ε （６）
为了通过回归分析确定参数，对式（６）两边取对

数，得到：

ｌｎＹ＝ｌｎＫ＋ａ１ｌｎＰ＋ａ２ｌｎＧ＋ａ３ｌｎＵ＋ａ４ｌｎＦ＋
ａ５ｌｎＥ＋ａ６ｌｎＩ＋ａ７ｌｎＡ＋ａ８ｌｎ　Ｈ＋ε （７）

式中：Ｙ———人均生态足迹；Ｋ———常数；Ｐ———总人

口数；Ｇ———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ＧＤＰ表征；Ｕ 为

城镇化水平，以城镇化率表征；Ｆ———城乡居民家庭

恩格 尔 系 数；Ｅ———人 均 消 费 性 支 出；Ｉ———工 业 总

产值；Ａ———第二产业比重；Ｈ———单位地区生产总

值能耗；ε———随机模型项；ａ１，ａ２，ａ３，ａ４，ａ５，ａ６，ａ７，

ａ８———模型的 弹 性 系 数，表 示 当Ｐ，Ｇ，Ｕ，Ｆ，Ｅ，Ｉ，Ａ
和Ｈ 每变化１％时，分别引起Ｙ 的ａ１％，ａ２％，ａ３％，

ａ４％，ａ５％，ａ６％，ａ７％，ａ８％变化。

２．２．３　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１）驱动因 子 偏 相 关 分 析。采 用 统 计 分 析 软 件

ＳＰＳＳ　１７．０中的偏相关 分 析 法 对 上 述 驱 动 力 因 子 与

人均生态足迹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偏相关分析（分析

某个变量与人均生态足迹相关性时，将其他变量作为

控制变量），可得到各个驱动因子与人均生态足迹的

相关系数，并经过显著性经验后可以判断是否可以作

为生态足迹的驱动力因子。
（２）驱 动 力 因 子 弹 性 系 数 确 定。首 先，通 过

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对原始自变量进

行分析与筛选，提取出对原始变量解释性最强的综合

变量，即构建 出 综 合 变 量 与 自 变 量 之 间 线 性 关 系 模

型；其次，将综合变量与因变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

归，可得因变量与综合变量的线性关系式；最后将综

合变量与自变量间的线性关系式代入因变量与综合

变量的 线 性 关 系 式 中，可 得 因 变 量 与 自 变 量 间 关

系式。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生态足迹计算结果

以池州统计年鉴（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中相关数据为

基础资料，利用式（１）—（３）可计算出池州市人均生态

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或盈余）及生态压

力指数（表１）。

　表１　池州市２００１－２０１０生态足迹时间序列 ｈｍ２／人

年份
人均生态

足迹
人均生态

足迹
生态赤字

生态压力
指数

２００１　 １．２４６　 ０．４０１ －０．８４５　 ３．１０４

２００２　 １．３０９　 ０．３９９ －０．９１０　 ３．２８１

２００３　 １．４４３　 ０．３９８ －１．０４５　 ３．６２３

２００４　 １．５７６　 ０．４００ －１．１７６　 ３．９４０

２００５　 １．６３７　 ０．４１３ －１．２２４　 ３．９６４

２００６　 １．８９０　 ０．４１５ －１．４７５　 ４．５５１

２００７　 １．９６５　 ０．４１４ －１．５５１　 ４．７４３

２００８　 ２．１５２　 ０．４１２ －１．７４０　 ５．２１９

２００９　 ２．１２７　 ０．４２４ －１．７０３　 ５．０１５

２０１０　 ２．２４８　 ０．４２２ －１．８２７　 ５．３３２

从表１可 以 看 出，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 池 州 市 人 均 生

态足迹变化 较 快。从２００１年 的１．２４６ｈｍ２／人 增 加

到２０１０年 的２．２４８ｈｍ２／人，共 增 加 了１．００２ｈｍ２／

人，且生态足迹变化呈递增趋势。生态足迹一直处于

赤字状态，由２００１年的－０．８４５ｈｍ２／人上升到２０１０
年的－１．８２７ｈｍ２／人，且生态赤字呈逐年扩大态势；

生态压力指数由２００１年的３．１０４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

５．３３２，增加了１．７２倍，也呈现出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上述结果表明，近年来随着池州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池州市的生产消

费活动负荷 已 超 过 其 生 态 安 全 度，生 态 供 需 矛 盾 尖

锐，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安全风险性和不稳定性在增

加，生态负荷压力较大，生态已处于不安全状态。

３．２　驱动力因子偏相关分析

以人口 数Ｐ，人 均ＧＤＰ　Ｇ，城 镇 化 率Ｕ，城 乡 居

民家庭恩格尔系数Ｆ，人均消费性 支 出Ｅ，工 业 总 产

值Ｉ，第二产业比重Ａ，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Ｈ 作

为解释变量，以Ｙ 作为因变量，运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统计

软件进行偏相关分析。分析结果显示８个驱动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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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与人均生态足迹相关系数均在０．８４以上，且显著

性检验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相关，故所选的８个驱动

力因子均为生态足迹的驱动力影响因子。

３．３　驱动力因子主成分分析

将前述８个驱动力指标和人均生态足迹原始时

间序列数据取对数。为了消除驱动力因子间量纲关

系，使数据具有可比性，将取对数后的数据输入ＤＰＳ
７．０５统计分析软件先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 纲

影响，使 数 据 具 有 可 比 性。将 标 准 化 后 的 数 据 以

ＴＹ，ＴＰ，ＴＧ，ＴＵ，ＴＦ，ＴＥ，ＴＩ，ＴＡ，ＴＨ表示，然后将

ＴＰ，ＴＧ，ＴＵ，ＴＦ，ＴＥ，ＴＩ，ＴＡ，ＴＨ 输 入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如表２—４所示。

表２　驱动因子主成分分析解释总方差 ％

成分
初始特征值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１　 ７．７２３　 ９６．５３１　 ９６．５３１　 ７．７２３　 ９６．５３１　 ９６．５３１
２　 ０．１８３　 ２．２８６　 ９８．８１７　 ０．１８３　 ２．２８６　 ９８．８１７
３　 ０．０４６　 ０．５８１　 ９９．３９８
４　 ０．０３３　 ０．４１４　 ９９．８１２
５　 ０．０１３　 ０．１５７　 ９９．９６８
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７　 ９９．９９５
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９９．９９９
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０　

表３　驱动因子主成分得分系数成分矩阵

自变量
主成分

１　 ２
ＴＰ　 ０．１２９　 ０．１０２
ＴＧ　 ０．１２８　 ０．１１０
ＴＵ　 ０．１２１　 ０．０９０
ＴＦ －０．１２６ －０．１２０
ＴＥ　 ０．１２９　 ０．１００
ＴＩ －０．１２９　 ０．１０５
ＴＡ －０．１２７　 ０．０９６
ＴＨ －０．１２９　 ０．１５０

表４　驱动因子回归模型系数

项目
非标准化

系数Ｂ
标准
误差

标准
系数

ｔ检验 ｓｉｇ．

常量 －０．６０１　 ０．２２６ — ２．６６３　 ０．０００
Ｆ１ ７．７８２　 ０．３０８　 ０．５５０　 １．５９９　 ０．００１
Ｆ２ ４．８９０　 ０．４３７　 ０．３６２　 ２．００１　 ０．０００

由表２可 知，对 自 变 量 ＴＰ，ＴＧ，ＴＵ，ＴＦ，ＴＥ，

ＴＩ，ＴＡ，ＴＨ 进行分析与筛选后，可 以 提 取２个 主 成

分（即综合变量），以Ｘ１，Ｘ２ 表示，两个综合变量可以

解释因变量的９８．８１７％，且ｔ检验的ｓｉｇ（单 侧）值 小

于０．０１，说 明 拟 合 程 度 非 常 好。从 旋 转 成 分 矩 阵 可

以看出，主 成 分 因 子Ｘ１ 与ＴＰ，ＴＧ，ＴＵ，ＴＥ即 总 人

口，人均 ＧＤＰ，城 镇 化 率，人 均 消 费 性 支 出４项 指 标

呈高度正相关，而与ＴＦ即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呈高度负相关，因此该主成分因子主要是经济发展水

平、人们生活消费水平及消费 支 出 结 构 的 综 合 反 映，
包含 了 原 始 变 量 的 信 息；主 成 分 因 子 Ｘ２ 则 主 要 与

ＴＩ，ＴＡ，ＴＨ即工业总产值、第二产业比重、单位地区

生产总值能耗有较强的正相关性，说明上述３个指标

反映的是产业和工业结构及 能 耗 水 平。通 过 表３主

成分得分系数成分矩阵可得到综合变量Ｘ１，Ｘ２ 与因

变量的关系如下：

Ｘ１＝０．１２９ＴＰ＋０．１２８ＴＧ＋０．１２１ＴＵ－０．１２６
ＴＦ＋０．１２９ＴＥ－０．１２９ＴＩ－０．１２７ＴＡ－
０．１２９ＴＨ （８）

Ｘ２＝０．１０２ＴＰ＋０．１１０ＴＧ－０．０９０ＴＵ－０．１２０
ＴＦ＋０．１００ＴＥ＋０．１０５ＴＩ＋０．０９６ＴＡ＋
０．１５０ＴＨ （９）

以因变量 ＴＹ为 被 解 释 变 量，Ｘ１，Ｘ２ 为 解 释 变

量，通过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中的最小二乘法（ＯＬＳ）进行

回归，得 到 模 型 Ｒ２ 为０．８９０，估 计 的 标 准 误 差 为

０．０１０，ｔ检验的ｓｉｇ值为０．０００，小于０．０１，说明模型

拟合非常好。
根据表４中的模型系数，可得到综合变量Ｘ１，Ｘ２

与ＴＹ的关系式为：

ＴＹ＝７．７８２　Ｘ１＋４．８９０　Ｘ２－０．６０１ （１０）
将式（８），（９）代入（１０）中，可得：

ＴＹ＝１．５０２ＴＰ＋１．５３３ＴＧ＋１．３８２ＴＵ－１．５９０
ＴＦ＋１．４９３ＴＥ＋１．５７８ＴＩ＋１．６３２ＴＡ＋
１．７２４ＴＨ （１１）

由式（１１）可得人均生态足 迹 的 驱 动 力 因 子 的 计

量经济模型：

Ｙ＝ＫＰ１．５０２　Ｇ１．５３３　Ｕ１．３８２　Ｆ－１．５９０　Ｅ１．４９３　Ｉ１．５７８　Ａ１．６３２

Ｈ１．７２４ε （１２）
由式（１２）可 知，影 响 人 均 生 态 足 迹 变 化 的 总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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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人均ＧＤＰ，城镇化率，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人均消费性支出，工业总产值，第二产业比重，单位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能 耗 的 驱 动 因 子 的 弹 性 系 数 分 别 为

１．５０２，１．５３３，１．３８２，－１．５９０，１．４９３，１．５７８，１．６３２，

１．７２４。表示当人口数每增加１％时，人均生态足迹将

增加１．５０２％；当人均ＧＤＰ每增加１％时，人均生 态

足迹将增加１．５３３；当城镇化率每增加１％时，人均生

态足迹将增加１．３８２％；当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每增加１％时，人均生态足迹将减少１．５９０％；当人均

消费 性 支 出 每 增 加１％时，人 均 生 态 足 迹 将 增 加

１．４９３％；当工业总产值每增加１％时，人均生态足迹

将增加１．５７８％；当第二产业比重每增加１％时，人均

生态足迹将增加１．６３２％；当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每增加１％时，人均生态足迹将增加１．７２４％。以 上

定量分析的结果表明，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与人

均生态足迹增长的关系呈负相关关系，而其他７个影

响因素均为正相关，其影响程 度 按 照 大 小 顺 序 为：单

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第二产业比重＞工 业 总 产 值

＞人均 ＧＤＰ＞总 人 口＞人 均 消 费 性 支 出＞城 镇 化

率，其中，单位地区生 产 总 值 能 耗、第 二 产 业 比 重、工

业总产值是人均生态足迹增长的主要驱动因子，总人

口、人均ＧＤＰ是人均生态足迹增长的重要驱动因子，
而城镇化率和人均消费性支出对人均 生 态 足 迹 增 长

的贡献较小。由此可 知，单 位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能 耗、第

二产业比重、工业总产值、总人口及人均ＧＤＰ的逐年

增加，城镇化率和人均消费性支出水平的逐步提升是

池州市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 人 均 生 态 足 迹 不 断 增 加、生 态

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生态安全压力不断加大的原因。

４　结 论

通过对安徽省池州市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生态足迹

进行测算，分别计算出人均生 态 足 迹、人 均 生 态 承 载

力和生态赤字。计算结果显示 人 均 生 态 足 迹 均 表 现

出上升的趋势，且生态足迹的需求远远大于生态承载

力，出 现 了 生 态 赤 字。同 时 依 据ＳＴＩＲＰＡＴ模 型，采

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对生态足迹增长的社会经济驱

动机制进行 了 定 量 测 度，得 出 以 下 结 论：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池州市人均生态足迹不断 增 长 同 人 口、经 济 发 展

水平、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水 平、第 二 产 业 对 经 济

贡献值、工业总产值、城镇化水 平 和 人 均 消 费 性 支 出

水平存在较大关联，其中，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第
二产业比重、工业总产值是人均生态足迹增长的主要

因素。究其原因，主要是近年来随着池州市工业化进

程的加快，“工业强市”战略地大力实 施，工 业 经 济 发

展水平不断提高，工业经济规 模 不 断 扩 大，这 些 都 极

大地推动了池州市人均生态足迹的递增趋势，导致了

生态安全压力不断加大。
鉴于上述结论，结合池州市作为国家级生态经济

示范区和“生态安徽”建设试点市的实际情况，为了促

进“生 态 池 州”和“生 态 安 徽”建 设，提 出 如 下 政 策

建议。

（１）要进一步确立“生态立市”发展理念，结合资

源禀赋优势，对现有产业结构 进 行 适 度 调 整，控 制 过

度扩张的 工 业 经 济 规 模，充 分 利 用 池 州 市 丰 富 的 农

业、旅游资 源 优 势，积 极 发 展 第 三 产 业，增 加 三 产 占

ＧＤＰ比重。
（２）要积极倡导“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淘汰高能

耗、低效益的落后产业，大力发展科技含量高、低碳环

保、高效益的新兴科技型产业，严 格 执 行 国 家 节 能 环

保政策及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防范“三高一低”风

险企业及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进入池州，实现由资源

推动型向科技创新型转变。
（３）要严格执行新一轮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保

证耕地、林地、水域、牧草地等具有生态功能和价值的

土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提 高 区 域 土 地 生 态 承

载力水平和生态安全指数。

（４）要积极 倡 导 低 碳、绿 色、环 保、节 俭 理 念，建

立资源节约型、能源高效型、消费生态型、生产环保型

的社会生产和消费模式，强化 节 约 能 源 资 源 意 识，实

现社会生产生活的“低碳化”、“绿色化”、“生态化”，同
时要进一步调整能源结构，大 力 开 发 清 洁 能 源，如 太

阳能、水能、风能等，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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