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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土空间规划应对

谭益民，傅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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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破解湖南民族地区发展滞后、提高其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和保护水平的关

键举措。结合湖南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情况，分析了湖南民族地区的人口分布、自然地理、

经济发展和民俗文化等特征，提出了基于“两山”理念的湖南民族地区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即：加强

空间联动，优化民族地区空间布局；创新扶贫方式，构建民族地区特色产业体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加大民族地区生态补偿力度。同时，提出了湖南民族地区国土空间规划路径：加强“三生空间”管控，

转变依靠资源型致富的传统思维；创新生态治理方式，构建产业体系；注重生态系统整体保护，有效

提升空间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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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Space Planning Solu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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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a key measure to overcome the lagging 
development of Hunan minority area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governa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ecological 
environment system. Based o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Hunan minority area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physical geograph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olk culture, and 
puts forward the key points of land space planning on the concept of“two mountains”，namely to strengthen 
the spatial linkage and optimize the spatial layout of minority areas, improve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build 
the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system in minority areas. The key points of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have also been 
defined in terms of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increasing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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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ority areas.  At the same time, it puts forward the path of land and space planning in the ethnic regions of 
Hunan: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the“three births space”,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of relying on resource-based wealth; innovating ecological governance methods, building an industrial system; 
focusing on the overall protection of the ecosystem, and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spatial governance.
Keywords：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and space planning; Hunan minority areas

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整体推进的重要内容。中共

十八大以来，以《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为统揽，

遵照该行动指南和要求，从中央到地方有序推进

了各项生态文明建设改革措施。习近平指出：“牢

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

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中共十九大报告

全面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意义和实践要求，

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对生态文明的建设意义、

建设目标、建设路径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

了阐释，这将是我国未来生态文明建设遵循的基

本指导思想 [1]。

恩格斯在分析人类文明时指出，人类文明发展

的过程与生态环境是对抗的，产生了一系列负面

影响 [2]。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到华生等人的环境决

定论，再到后来的生态系统论，200 多年来，西方

国家涌现了大量关于人类与生存环境关系的论述。

习近平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

断是生态文明思想的经典表述，是马克思主义生

态文明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3]，也是马克思

主义生态文明观和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建设思

想相结合的创造性发展和升华 [4]，其既阐明了生

态环境与民生的关系，又提升了生态文明建设的

层次与意义。在中国实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中，生态文明与其他要素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需要以系统工程思维来构建体系 [5]。

生态文明建设是以国土空间为载体的。国土空

间开发失衡，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协

调，均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生态文明建

设与生态系统保护的结合，应首先在优化国土空

间开发格局上取得突破 [6]。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应

满足要素配置优化和要素合理流动的要求，促进

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并与人的

发展保持协调一致 [7]。长期以来，我国民族地区

发展普遍滞后，资源环境承载压力较大，只有经

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良性互动，才能实现民族地区

的跨越式发展 [8]。生态环境保护应采取“因地制宜、

分层推进、精准施策、协同治理”的原则，根据

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各领域、各要素

存在问题和治理空间差异，针对不同的经济社会

发展和自然地理本底特征，因地制宜制定和采取

有针对性的措施 [9]。从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出发，

因地制宜开展科学性和灵活性兼备的分类标准及

评价指标是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难点 [10]。国土空

间兼具载体、资源和生态三种属性，其治理关键

是明确不同属性空间收益的再分配机制，治理工

具的选择应基于国土空间属性用途管制制度 [11]。

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空间规划体系和空

间规划管理应具有基础性、指导性、约束性的功

能 [12]。生态文明建设对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倒逼作

用，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对促

进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体现高水平国土空间

开发与生态保护要求、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

积极意义。

长期以来，湖南民族地区受多种发展条件的制

约与影响，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一直存在。

生态文明建设既是民族地区发展面临的重要机遇，

也是严峻挑战。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民

族地区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

扶贫”概念。从人们对优质自然资源环境的需求，

以及全面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持续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来看，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民族地区

发展的最佳路径。当前，我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啃下民族地区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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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硬骨头”，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和脱贫攻坚

重要任务驱动下，全面提升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

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国土空间规划，

探讨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实施路径，以期为提升民

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 湖南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概况与

地域特征分析

湖南民族地区主要包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下辖 1 市 7 县），怀化新晃、芷江和通道等

3 个侗族自治县，麻阳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

自治县，邵阳城步苗族自治县，永州江华瑶族自

治县，以及 100 个民族乡，另有享受民族自治政

策待遇的桑植县、张家界市永定区等。民族地区

约占湖南省国土总面积的 28%。湖南省少数民族

的总体分布呈现出大杂居与小聚居并存融合的格

局，全省 14 个地州市中以湘西州、怀化和张家界

少数民族分布最为集中，加上永州、邵阳和常德

等地区，全省 96.86% 的少数民族分布于上述 6 个

地区 [13]。为数据统计口径一致，以下所称湖南民

族地区主要指湘西州和 7 个民族自治县。

长期以来，由于地理区位、环境、历史等多方

面的原因，加之自然资源禀赋、经济条件、文化

习俗等多种因素的地域分布差异，湖南民族地

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湖南省其

他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民族地区农村人口

多，城镇化水平低，成为制约其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难点问题。湖南民族地区长期以来经济

发展方式较为粗放，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资源

开发与利用效率不高，如何通过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提升民族生态生产要素合

理配置能力，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力，是民族地

区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一）自然地理和人口的空间分布

湖南是一个多山地和丘陵的省份，且地貌类

型多样，呈现出“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总体格局。

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各种地貌类型中以山地为主，

占全省总面积的 51.2%；其次是丘陵和岗地，占

全省总面积的 29.3%；平原较少，仅占总面积的

13.1%；水域占总面积的 6.4%。湖南省的东南西

三面环山并向东北方向倾斜，呈现出分布不对称

的马蹄状格局。

湖南人口总数较多的少数民族分布呈现高度

集聚并互相交错、少数民族与汉族交错杂居又相

对集中于一定区域的“三多三少”分布格局。“三

多三少”即湖南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多而东部

地区聚居少，丘陵山区聚居多而平原湖区聚居少，

城市人口较少而农村人口较多。单从地域分布特

征看，湖南西北至东南，主要集中于湘西州和 7
个民族自治县，分布于大湘西地区的武陵山和雪

峰山、湘南地区的南岭山脉、湘东地区的罗霄山区，

与湖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等外省交界的山区，

以及湖南的省界极端位置。各少数民族的主要聚

居地不同，如武陵山脉和雪峰山是土家族和苗族

的集中聚居地，侗族则主要聚居于雪峰山南麓，

瑶族主要分布于湘南五岭山区和湘东罗霄山脉等

地。统计显示，全省 92.44% 的土家族人口居住于

湘西州、张家界和常德，97.19% 的苗族人口聚居

于湘西州、怀化和邵阳，95.97% 的侗族人口聚居

在怀化市，72.82% 的瑶族人口聚居于永州市。

少数民族以山地为自然屏障，区域联系不畅

甚至隔离，这种独特的省际边缘区位，进一步影

响了其人口的空间流动，而人口分布的自然地理

特征会对人口的宜居和宜业程度产生影响。湖南

民族地区人口以农业人口为主，城市化水平远低

于全国和湖南省。据统计，全省有 100 多万少数

民族人口生活在海拔 800 米以上的高寒山区，这

些地区大多地处偏僻且交通基础设施落后，多为

山区和生态屏障，富集多种自然资源，但经济发

展水平较低，一直是国家和全省相对集中连片的

脱贫攻坚重点区。湖南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8
年，湖南民族地区城市化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16%，平均接近 40%；仅吉首市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为 74.06%。

（二）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

湖南民族地区以占全省近 40% 的国土面积，

贡献了不到 20% 的 GDP 总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不高、规划滞后、产业不强、体制机制不健全等

方面的问题，依然是湖南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面

临的重大障碍。统计分析表明，湖南民族地区人

均 GDP 非常低：2017 年，怀化靖州的 GDP 最高，

为 31 956 元，邵阳城步县的 GDP 最低，为 14 551
元 [14]，均远低于全国和全省同期均值，麻阳、湘

西州的 GDP 达到中位数值，为 22 098 元，但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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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于全国均值的 37% 和全省均值的 44%；2018 年，

湖南省人均 GDP 为 52 949 元，而民族地区人均

GDP 大多在 30 000 元以下，城步和永顺仅 15 000
元左右，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湖南民族地区人

均可支配收入与全省平均水平差距也较大，均低

于全省平均水平，通道、新晃、古丈、城步仅为

全省平均水平的 30% 左右，除吉首市外的其他县

市也不足全省平均水平的 50%。

（三）民俗文化的空间表现

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形态和内涵的体现。民俗

文化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体现了一个民族如何

处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反映了地方民众的价值

观和行为准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厚文化基

础。每个地区的民俗文化，既是地方民众对当地

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也是其在不同环境条件下

的共同行为约束。

民族地区的文化空间是一种可感知的空间形

式。其内涵是指可感知的文态及物态文化空间，

外延包括文化价值认知与评估、物质与非物质文

化遗产、乡村聚落与民居建筑景观、民族特色生

产生活文化景观等遗存。地区的民俗文化是其文

化空间发展构想与建设的基础和依据 [15]。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都高度依赖自

然，民众对森林、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保护与对

自然的敬畏是湖南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突出特征。

不同民族的生态文明准则体现了对人们破坏自然

的约束与惩罚。以村规民约为例，大多数民族村

寨将纵火烧林、滥砍滥伐、破坏植被、污染水源、

过度渔猎等作为禁止性事项，引导人们与自然和

谐共处，对违反村规民约中禁止性事项的行为实

施严厉处罚。

民族村寨在村落选址、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

等方面体现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例如，苗侗村

寨选址既考虑了现实需要，如靠近水源、防蚊虫、

防潮、利于养殖牲畜等，也考虑了风水、神灵等

神秘要素；侗族的风雨桥建造符合侗寨多聚集于

大小河流或溪流两侧的特点，为过往行人遮风避

雨；苗族和土家族的吊脚楼多依山而建，在平地

处采用木柱架空形成上下两层，以木质结构为主，

下层一般用于圈养猪牛等牲畜或堆放杂物，上层

高悬于地面，既可保持室内通风防潮，又能防止

毒蛇、野兽等入侵，这种上下两层的建筑结构既

节约土地资源又经济实用，体现了少数民族建筑

与生态环境高度适应并顺应自然的建筑智慧。

二 基于“两山”理念的国土空间规划

任务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在空间

开发保护方面具有战略引领地位，是各类开发保

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从传统发展转型为绿色

发展是践行“两山”理念的重要基础，而国土空

间规划为其提供了有效的生态文明建设管控手段。

生态文明建设既要做到综合治理和有效预防相结

合，又要整体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生态保

护方案。湖南民族地区生态本底基础好，其空间

规划最基础的单元是县域国土空间。通过对湖南

民族地区相应空间属性和空间关系的全面梳理，

笔者认为，其国土空间规划应注重解决空间矛盾，

加强空间管控，从空间角度对民族经济社会发展、

“三生空间”布局、产业结构调整等进行规划引

导和管控约束，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并提高综合治

理力度，资源节约利用和资源合理开发并重，以

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质量，优化国土空间格

局，实现民族地区生产与生活、生态绿色与可循

环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湖南民族地区国土空间的发展现状，其国

土空间规划的重点应依据系统保护要求和各种资

源要素流动与资源利用的特点，构建以民族地区

资源禀赋为依托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立

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加强重要区域生态系统的保

护和生态修复工程，全面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

定性。在此基础上，针对过度开发利用，加强国

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保护修复，修复退化受损的“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加强“三生空间”管控；

同时，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扶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相

结合，在生态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实现多样化

的生态补偿等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策略，给民族

地区提供更多的生态文明建设“红利”。

（一）加强空间联动，优化民族地区空间布局

调整资源开发利用的空间结构是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的重要举措。空间优化与资源高效利用是

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要因地制宜调整空间布局，

优化国土空间要素配比，提高区域资源利用效率。

可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重要交通干线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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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加强城乡与民族区域的空间联系，带动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当前，我国正在建设“十纵十横”现代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湖南民族地区要抓住这一重要机遇，

以高铁和高速公路建设为契机，加快建立民族地

区与外界的联系通道和基础设施建设，抓住脱贫

攻坚基础设施先行、乡村振兴战略等政策机遇，

缩短民族地区与区域中心城市的距离，提高民族

地区的生产发展水平。

同时，要建立生态保护、资源开发、文化发展

的空间联动机制，在资源开发方面体现空间差异，

实现系统联动开发；在产业发展方面体现差异性，

实现产业链整合发展；在生态保护方面体现系统

性和整体性。尤其要注重地区、县、乡、村等不

同尺度的联动发展，充分利用交通基础设施改进

和互联网的优势，实现“虚实结合”“线上线下”

资源共享和信息互通的空间联动模式。

根据国土空间的生态修复空间特征，民族地

区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各地区的重点生态保护

对象不尽相同。生态系统保护不是单一维持生态

屏障，而应注重系统的生态安全，注重保护功能

的空间完整性和连续性，要形成贯通武陵山、雪

峰山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以生态廊道为依托串联

各重点保护区，提高生态保护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提升国土空间的整体承载力。

同时，要加强民族地区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的

空间联动，构建“点 - 线 - 面”相结合、可联动

的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空间；以大湘西地区为核心，

形成区域文化产业链和产业核心，构建具有差异

化、层次性和系统性的体系文化空间布局。

（二）创新扶贫方式，构建民族地区特色产业

体系

构建以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态保护红线为重

要支撑、以禁止开发区域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区域

生态安全格局。要推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利用，

加大“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修复和保护力度。

首先，应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建设、城镇

化发展以及生态保护的要求协调统筹，出台有针

对性的空间用途管制措施和区域生态补偿措施，

加强民族地区与其他发达地区的交通联系，并使

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延伸高速公路和

高等级公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线路长度，加大

对龙山、永顺、靖州、通道、城步、江华等地的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其次，采取市场机制和政府

引导相结合，发挥不同地区的优势，发展特色经济，

加大政策倾斜和金融、税收、财政扶持力度。在

生存条件及生态条件较差、人口分布较少的地区，

可采用生态移民和易地搬迁措施，鼓励民众选择

新的地址建设新型民俗村寨。

（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民族地区生态

补偿力度

生态保护补偿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

容。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良好的生态环境

就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在人居环境质量提升需求

及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生态产品成为稀缺资本。

生态补偿机制要求对消耗的自然资源付费并对破坏

的生态系统进行恢复。民族地区在为人们提供生态

产品的同时，也应依法得到利益补偿 [16]。在民族

地区率先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应大力推进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使自然

资源及其产品成为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

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的真实体现和全面反

映 [17]。同时，要加大横向生态补偿力度。根据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和生态发展成本理念，

科学合理地对生态产品及服务的开发利用进行补

偿，综合运用财政、税费、市场等调节手段，调

整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之间的经济利益

关系。可尝试在怀化或湘西州建立全国性的资源

市场，并制定碳汇交易制度等交易规则，建立地

方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将各相应生态功能区

所在地作为生态产品供给方，受益地区作为需求

方，对各民族地区提供的生态产品进行合理定价，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横向转移支付。只有依靠民族

地区的民众经营管理生态产品和资源并使其获利，

减少相应的财政支出，才能真正实现民族地区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重的“双重红利”。

三 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土空间规划实施

路径

湖南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国土空间规划

可从以下方面展开：一是从民族地区人的发展转

型和经济发展转型两个方面构建产业体系。以生

态产业为依托，促进资源、资产、劳动力等要素

的合理流动，考虑不同属性要素产生的空间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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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及分配比例，激发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需

求的内生发展动力。二是加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制度的实施。首先必须打破依靠粗放式和掠夺式

开发资源致富的传统观念，做到资源开发与保护

相结合，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18]；其次要因地

制宜地开展地方性综合性的生态治理，发挥各民

族地区村规民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三是要有效提升空间治理水平，注重对区域生态

系统的整体保护，不断提升生态治理水平和治理

能力。

（一）加强“三生空间”管控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完善开发保护制度，

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三生

空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举措。民族地区

制定国土空间规划应注重对上级规划要求的具体

落实和实施效果，做到因地制宜，突出针对性和

实效性。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和国土空间

开发适宜性评价（简称“双评价”）结果，明确“三

生空间”的管控边界，科学确定空间规模和管控

约束指标，并根据相应的管控要求进行动态监督

和定期评估，并予以调整完善。通过空间的开发、

保护、置换和更新，构建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高

质量空间体系。

湖南民族地区与我国其他民族地区不同，其生

态系统稳定性较强。其自然资源丰富，生物具有

多样性，这是提高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水平和服

务功能、提供优质生态产品和公共服务、维持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基础。以自然保护地为例，

各级政府应依法划定或确认需长期保护的自然生

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等区域，以及其所

承载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城镇建设

和产业发展等各类生产活动已造成了局部地区严重

的自然生态系统破坏，但自然保护地是最不能被破

坏的生态本底。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自然保护

地可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 3 类。

据湖南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湘西州作为民族地区

最具代表性的地域，2018 年共有各级各类自然保

护区 32 个，其中，国家级 3 个，省级 5 个，自然

保护区面积达 23.7 万公顷。全州森林面积为 1 332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 70.24%。城步县有南山国

家公园、两江峡谷国家森林公园、白云湖国家湿

地公园、金童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 4 个国字号

招牌。湖南民族地区的自然保护地较多，但自然

保护地管理还存在职责交叉、范围边界不清晰、

自然资源资产确权登记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差别

化管控执行不到位、全民共享的自然资源使用机

制和制度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制约了湖南民族地

区的发展，需加强生态环境管理力度，加强“三

生空间”管控。

（二）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从全国范围来看，依据民族地区的资源条件，

湖南民族地区划入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比例较大。

其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应采取分类管制 [16]，并系统

做好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生态修复与国土综合

整治等工作。要大力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改革，鼓励民族地区出台适用于多种形式的生态

保护补偿地方法规或规范化文件，加强全要素国

土空间用途管控，建立全要素自然资源统一的底

线管控体系。严格执行非耕农用地、生态用地的

用途转换管控，并协调好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的

关系，对于不涉及底线问题的自然要素实行更加

灵活的弹性管理，保障生活空间以及生产、生态

空间的科学转换，提高对自然资源的综合高效利

用水平，实现生产、生活和生态的高质量发展。

加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与民族地区特色文化

格局空间保护的协调统一。民族地区独特的文化

和风土人情，是高品质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实施符合民族特色的、可实施的管控操作方案，

注重乡村民俗特色及风貌的塑造和传承，规划具

有针对性的特色塑造方案和文化保护的规划应对

路径。可对相应的自然保护地，如国家公园、森

林公园、风景区、历史人文景点和古村落等，采

用有机串联方式，将自然与人文景观联动起来，

构建自然与文化相协调、具有连续性、高度开放

的区域生态空间系统。

（三）提升空间治理水平

一是要依照《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等

法律法规，加强对民族地区自然资源、自然保护

地等国土空间的开发保护；同时也要结合《自然

保护地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国土空间

规划法》等立法工作，依法建立完善与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要求相适应的地方性管理条例和规章制

度，提高国土空间用途管控水平。

二是充分发挥民俗文化的积极作用，构建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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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态文明价值体系。通过生态

文明价值观，引导民众养成良好的生态文明素养，

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生态文明建设发展道路。

三是要加大湖南民族地区政策扶持力度，精准

施策并提高政策的针对性。要鼓励本省、本地区

以及对口友好省份等进行横向合作，破解民族地

区与内地及发达地区的城乡资源与要素的流动障

碍。应充分引入市场机制，积极引导企业和社会

组织参与民族地区的生态治理。

湖南民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

源于人们对于优质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生态需求日

益增长的需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运用“两山”理念和系统论，从国土空间规划路

径角度认识湖南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是以“山

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为基础，统筹各要素之

间的相互关系，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空间格

局的有益探索。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实施民族地区

空间联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生态产业体系

构建是生态文明建设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基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与保护资源相结

合，则是破解民族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

的关键。

确立与湖南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

发展方式是保障手段，不断提高空间治理水平、

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是根本目标。当前，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面临

着多种机遇与挑战，从生态文明建设角度提出降

低资源要素消耗，提升民族生态生产要素合理配

置能力，并通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

倡导既可推广又符合当地发展的差异化实施路径，

这将是不同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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