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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tecting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s the basic foundation of constructing saving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friendly societ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of protecting environment resources 
and constructing two type society, and analyzed present situation and issues in using resources during con-
structing Wuhan urban agglomeration from land, water, 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n 
it give some suggestion for protecting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view of whole advancement, 
long-term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to promoting construction of Wuhan urban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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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中资源环境保护问题思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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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摘  要：“两型社会”建设，资源环境保护是根本。本文在分析了资源环境保护与“两型社会”建设

关系的基础上，从土地、水、生物、产业结构四个方面全面分析了武汉市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

中的资源环境利用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从整体推进、长远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提出了保

护资源环境的系列对策建议，以期对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议有所贡献。 

关键词：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资源环境保护 

 

2007 年 12 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

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

套改革试验区，这标志着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两型社会”建设已从思想理念变成社会实践，

进入实质性的运行阶段。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禀

赋相对较少，环境承载力相对较弱，在经济经过

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以后，关注资源环境保护问题，

防止其恶化和制约经济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理

论及现实意义。 

一、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与资源环

境保护的关系分析 

1.“两型社会”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受到资

源环境胁迫后人类无奈的选择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类社会迎来了

新的和平与稳定，各国开始利用这难得的历史机

遇，着力发展经济，追求增长，在经济发展的前

沿开始相互追逐，一时间以资源换资产、以环境

破坏和消耗为代价而追求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最普

遍的经济增长方式。直到 1962 年美国生态学家卡

尔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之后，资源环境问题

才开始引起了人们的警觉，经济理论界和有关政

府部门开始关注资源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问

题。1968 年，罗马俱乐部利用数学模型等分析方

法，描述了人口、工业化、粮食、自然资源和环

境污染等五个因素的内在联系及其与人类未来发

展的关系，在其 1972 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中，

对资源日益枯竭和环境日益恶化对经济增长和社本文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开放基金资
助项目（2009A003）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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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的制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1972 年联合国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

把资源环境保护正式提上议事日程；1992 年联合

国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

会”，正式把资源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融

为一体。大会认为，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有

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离开了良好的资源环境

条件，经济发展将是短暂的和不可持续的，人类

如果不注意资源环境的保护，最终会遭受到如恩

格斯所论断的“自然的报复”，即把从自然界所获

得的经济成果最终还得用于自然环境的治理而归

还于自然。 

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制

度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被称为世界经济发

展的奇迹。然而孰不知这些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

是以资源的大量消耗和资源环境的破坏为代价

的。我国目前的淡水资源人均只有 2300m
3
，仅相

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1/4；人均耕地资源仅有

0.1hm
2
，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1/3；人均森

林资源 0.1hm2，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1/8；

人均草地资源 0.333hm
2
，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2。

据专家预测 2010 年我国的石油进口将达到 2 亿

吨，占到国内消费需求量的 50%以上；到 2020 年

我国将进入严重的缺水期；到 2030 年我国人口将

增至 16 亿，需要粮食 6.4 至 7.2 亿吨，但届时会

因耕地和水资源供给不足而发生粮食安全危机。

在 2005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对我国

“十五”期间的经济发展进行了总结与回顾，除

了节能减排指标没有达标外，其它经济指标都超

额完成。据此，2005 年 3 月 12 日，胡锦涛总书

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大

力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社会。所以，我们可以说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是经济社会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约束

以后人们的觉醒，是人类社会的科学理性选择或

者说是无奈之举。 

2.两型社会建设是对市场经济中“理性经济

人”行为的校正和负外部性问题的有效解决 

在长期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人们为了自身的

生存和发展，必然要从自然界不断的获得自己所

需要的物质资源和经济产品。然而，其获取的方

式是极具差异性的。即人们可以通过技术进步，

在融入人类智慧的结晶——科研成果的条件下，

以较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而获得；也可以采取粗放

经营和资源置换的方式，以过量的消耗资源和破

坏、污染环境的方式而获得。在西方传统经济学

看来，人们采取后一种方式是必然的结果。因为

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参

与经济活动的主体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是以

利己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和成本去追

逐和获取自身的最大利益。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

化，他们可以不顾及资源环境，甚至可以以破坏

资源、牺牲和污染环境为代价而换取自身的利益。

同时，“理性经济人”这种利己的本性会与具有公

共物品属性的资源环境之间产生一种难以调解的

矛盾，最终导致“有人养羊放牧，无人种草”的

公共地的悲剧发生，产生了经济学意义上的负外

部性问题。所谓外部性，是指某种经济活动会对

社会上其他成员产生影响，经济活动的主体却没

有承担相应的成本或获得相应的收益。如果对其

他成员产生的影响是不利的，就是负外部性；是

有利的就是正外部性。外部性问题一旦发生，市

场经济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这就需要借助市场外

部的力量——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对外部性问题纠

正。当前，中央政府提出建设“两型社会”，并且

确定在长株潭三角洲和武汉城市圈进行“两型社

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示范，本身就是对市

场经济中“理性经济人”行为的一种校正，是解

决市场经济中外部性问题的重要方略和实践活

动，是对资源环境进行保护的有益举措。 

3.两型社会建设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及国际

经济关系的重要举措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相克相生、相辅相成

的对立统一关系。即人可以利用自然，也可以改

造自然，人可以向自然界索取资源，也可以向自

然界投入和排放资源利用以后的废弃物。但是，

不论是从自然界索取也好，还是向自然界投放也

好，在人类活动和自然资源环境之间始终存在这

一条可能性边界曲线。如果我们借用西方经济学

的生产理论，把资源环境质量与经济活动产出抽

象为生产者要生产的两种经济产品，两种经济产

品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就转换为经济活动产出

与资源环境质量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即

在一定技术和一定数量的资源、一定的环境容量

下，所能够达到的经济活动产出与资源环境质量

的最大产量组合轨迹。在此，我们定义为经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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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源环境曲线（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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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经济活动—资源环境极限曲线 

 

在图中 OA 表示经济活动产出，OE 表示资源

环境质量，AE 表示经济活动—资源环境极限，在

技术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人类的经济活动只能在

AE 线以下进行，如果超出了这个可能性边界曲

线，则资源环境就会遭到破坏。同时，上图也向

我们显示，人类的经济活动产出是可以选择的，

如果人们选择经济活动产出 A1，则相对应的资源

环境质量为 E3，相对较好；如果人们选择经济活

动产出 A3，则相对应的资源环境质量为 E1，相对

较差。由此，可以认为，人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

的关系是可以协调的，人们完全可以约束自己的

经济活动来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两型社会建设

倡导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也就是说，人们的经

济活动必须在经济活动——资源环境极限曲线范

围内进行。为了保护资源环境，有效地协调人与

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们可以尽量的选择有利于资

源环境质量提高的经济活动产品产量。 

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共同拥有一个地球，任

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对资源环境的破坏都可能形成

“城楼起火，殃及池鱼”、“唇亡齿寒”的局面。

著名生态环境学者、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 Brown

先生曾经指出，在 21 世纪，生态恶化将成为世界

各国关注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目前，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围绕着谁应承担全球气候变迁、环

境污染和破坏的责任问题，正在进行激励的论战。

哥本哈根世界环境保护大会更是把这种论战推向

了高潮。某些发达国家企图利用“环境责任国际

化”等保护地球生态资源环境之名来干预他国内

政；发达国家为了维持自己的经济发展速度，还

在以其人口仅占世界 25%的人口，却消费了占世

界能源总量 75%的能源消费比例来推进自己的经

济发展，且不愿承担气候变迁的责任，以致资源

环境责任和安全问题成了世界稳定与和平的焦点

问题。京都议定书的产生、世界碳汇机制的形成，

如此种种迹象表明，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未来

国际经济关系的焦点问题。我国政府作为一个负

责任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国政府，率先提出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充分体现了

我国在处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高姿态和强烈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这必将为我国政府在国际经济关

系中赢得主动权，最终会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平稳

持续发展。 

二、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中资源环境保

护的现状和问题 

武汉城市圈是以武汉为圆心，由周边的鄂州、

黄石、黄冈、孝感、咸宁、天门、仙桃、潜江等

8 个城市构成的城市群。2008 年国务院批准在武

汉城市圈建设“两型社会”实验区的要求是，“大

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用 5 至 12

年时间，形成有利于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

护的体制和机制”，力争成为全国人与自然关系和

谐的示范。三年来，武汉城市圈内各级政府根据

这一要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进行了大量

有益的工作。例如，为了有效的防治面源污染，

科学划定了畜禽、水产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和适

度发展区，率先退出珍珠养殖、中心城区畜禽养

殖和“三网”养殖；以循环农业为突破，积极实

施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和秸秆能源化处理；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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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山水园林城市为标志，积极实施以中心城市显

山露水为突破的绿化园林工程；以交通有机连接

和便捷提速为突破，积极兴修城际铁路，以加速

圈内的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等等。但是，我们也

应该看到，在武汉 8+1 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

中，在资源环境保护方面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1.土地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和节约利用，

耕地资源依然快速流失和被转作它用，与两型社

会建设的宗旨相悖 

据统计，2007 年武汉城市圈 9 大城市共有土

地 5698328hm
2
，其土地利用结构是农用地

4244949hm
2
，占 74.49%；建设用地 604890hm2，

占 10.61%；未利用地 849093hm2，占 14.90%（见

表 1）。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在土地资源利用中建

设用地的比重较大，结构不尽合理。武汉市 8+1

城市圈的核心区，根据调查 2007 年末的农用地为

556733hm
2
，比 1996 年减少 105536hm

2
，其中耕地

为 338344 hm
2
，比 1996 年减少 64707hm

2
；建设

用地 148274hm
2
，超过 2010 年规划的 140335hm

2

用地指标 7939hm
2
；未利用的土地 149902hm

2
。一

方面农用地和耕地不断的被圈占侵蚀；另一方面

建设用地不断的超标，这种发展趋势实在令人担

忧，与两型社会建设的宗旨有所相悖。鄂州市的

土地利用问题更为复杂，2007 年鄂州市共有土地

159553hm
2
，其土地利用结构是：农用地 95749hm

2
，

占总用地面积的 12%，都比武汉市低 5 个百分点，

但鄂州市的未利用地为 450566hm
2
，占比高达

28%，比武汉市高 10 个百分点。进一步调查分析

发现，2007 年和 1996 年相比，鄂州市共有

32011hm
2
的农用地和建设用地被转化为闲置土

地，根本没有体现资源节约的“两型社会”建设

的本意。 

 
表 1  2007 年武汉市城市圈 9市土地利用状况（单位：hm

2
） 

市别 

土地类别 
武汉 孝感 黄冈 仙桃 潜江 天门 黄石 鄂州 咸宁 小计 

农用地 556733 644490 1351526 187670 154372 200267 332617 95749 721525 4244949 

建设用地 148274 94957 147977 29665 21195 29674 49952 18548 64648 604890 

未利用地 149902 69253 245161 34649 17385 22894 75982 45056 188811 849093 

合计 854909 808700 1744664 251984 192352 252835 458551 159353 974984 5698328 

资料来源：武汉市社科院李典军等在武汉城市圈各城市土地部门调研所获数据 

 

2.水资源保护不力，面源污染依然严重，直

接影响农产品质量和生态环境安全 

湖北省历史上号称千湖之省，8+1 城市圈地

处江汉平原腹地，更是水资源富集之地。保护水

资源、合理利用水资源，本是武汉市城市圈“两

型社会”建设的优势、靓点和突破点。但是，武

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的 3 年中，水资源并

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湖北省与 20 世纪 50 年代

相比，1km
2
面积以上的湖泊数量从 609 个减少到

309 个，湖泊水体面积减少了 2657km
2
。武汉市以

水面为主的其他农用地 1996 年为 174733hm
2
，

2007年为116677hm
2
，比1996年减少了58056hm

2
。

作为武汉市市民，我们生活在武汉，我们看到的

是一个个湖泊被填，湖泊水面一天比一天缩小，

南湖、汤逊湖的水体一年比一年更臭。限制向湖

水中排污，控制化肥、农药等面源性污染的措施

都没有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得到相应有效的实

施，直接影响农产品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安全。

这里笔者要特别告诫大家的是，武汉市作为水体

城市，保护水资源和水环境应作为“两型社会”

建设的首要任务。否则，武汉城市圈内的湖泊很

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消失殆尽，存留的湖泊水体

也会成为昆明滇池。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昆明

滇池原是供该市饮用水的重要水源地，如今不仅

湖水无法饮用，而且使湖泊生物资源遭到严重破

坏，尽管国家先后花费 30 多亿的巨资进行治理，

但仍无济于事，至今仍是一池臭水熏昆明。 

3.以林草为代表的生物资源增长不快，甚至

还有减退的危险 

在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增加林草

资源，扩大绿色植被覆盖面，是协调人与自然关

系，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武汉市

2007 年和 1996 年相比，在减少的 105536hm
2
农用

地中，有 3932hm
2
转化为园地，19912hm

2
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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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这对于改善环境是十分有益的。但是，我

们也应该看到在武汉城市圈建设中，武汉市的人

均建筑面积严重超标。据国土资源部统计，发展

中国家人均建设用地为 83hm
2
，全国为 130hm2，

而武汉市高达 178hm
2
。可是时至今日，武汉市基

本建设投资项目还在逐年增加，城市建筑面积还

在不断扩大，建筑面积、交通等基础设施面积与

林草植被面积的比例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还在缩

小。加之在武汉市城市圈的建设中，并没有提出

相应节能减排指标要求，以致在日益增加的温室

气体的作用下，城市圈内的气候环境逐年恶化，

人居环境逐步变差。每到酷暑盛夏，人们行走在

楼房林立而无绿荫的市区内，热浪袭来，使人难

以承受。 

4.产业结构不合理，很难适应“两型社会”

建设的要求 

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反映着这个地区的生产

组织和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2008 年武汉市城

市圈的第一产业占比重 10.9%，第二产业占比重

45.5%，第三产业占比重 43.6%（见表 2）。二、三

产业合计占比重高达 89%，这与近半个世纪以来

工业化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演进过程和规律是一

致的。但是，进一步分析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产业

结构演进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就很容易发现，

发达国家过快的工业化和第二产业的高比例，都

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他们无一例外的都

在重复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显示的经济增长与

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规律，无一例外的都走了

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之路。如果在武汉

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中不注意产业结构的调

整和优化，不注意对资源环境的保护，一味追求

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就会难免重蹈发达

工业化国家的覆辙。大家知道，以农业为主的第

一产业是人与自然合作的产业，它在从事产业生

产经营的同时创造了大量绿色资源，是有利于环

境保护的，而第二产业往往要消耗大量的化石能

源，往往是与污染环境、向环境中的大量排泄废

弃物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过高的第二产业比例

和超越了对污染治理和环境控制的第二产业发展

速度，是不符合“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的。 

 
表 2  2008 年武汉城市圈及湖北和全国的产业结构（单位：%） 

地区 第一产业占比 第二产业占比 第三产业占比 

武汉 3.7 46.1 50.2 

黄石 7.4 53.5 39.1 

鄂州 15.4 54.9 29.7 

孝感 22.2 41.1 36.7 

黄冈 32.0 34.0 34.0 

咸宁 22.8 33.2 34.0 

仙桃 21.2 45.1 33.7 

潜江 16.9 53.2 29.9 

天门 26.4 37.2 36.4 

武汉城市圈 10.9 45.5 43.6 

湖北省 15.7 43.8 40.5 

全国 11.3 48.6 40.1 

资料来源：《湖北统计年鉴 2009》、《中国统计年鉴 2009》 

 

三、武汉市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中资源环境

保护的对策和建议 

1.整体推进，从长远出发，积极营造有利于

资源环境保护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建设的

要义是保护资源环境不受经济发展的侵害。然而，

市场经济最本质的机制是竞争机制，经济主体参

与市场经济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利润的追求。当具

有公共物品属性的资源环境，在不需要经营者付

出任何成本和代价而能为之所用之时和能帮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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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利的情况下，从资源环境中索取利润就会成为

一种惯性。因此，社会宏观管理部门一定要对经

济运行进行管理和调控，从长远出发，整体推进，

积极营造有利于资源环境保护的社会环境和氛

围，防止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

和破坏。一是要积极地扩大宣传，大力宣传资源

稀缺、环境污染的现实，及对经济持续发展的约

束和障碍，提高全社会对资源环境问题的认识，

树立保护资源环境的理念。只有全社会明确了建

设“两型社会”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有了保护资

源环境的意识，树立了保护资源环境的理念，参

与经济活动的主体，才能自觉的转变自己的行为

方式，把保护资源环境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行动。

在经济活动中不是去破坏资源环境，不再向环境

索取，而是千方百计的节约资源，多级重复利用

资源，创建有利于资源环境良性循环的经营模式，

自觉的保护资源环境。二是要加强制度建设，重

视政策调整。资源环境利用中的经济外部性问题

只有通过政策手段和制度约束来校正。政府要加

强资源环境 立法，制定相应的资源环境保护激励

政策，建立相应的资源税收制度和资源环境破坏

处罚制度，以便规范、约束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

通过政策激励和制度约束，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

资源环境保护氛围。三是要强化对资源环境的管

理。武汉城市圈的组建，使武汉从大城市步入大

型城市群，城市的功能更进一步得到了强化。从

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历程来看，城市化水

平越高，对资源环境的破坏越重。为此，在武汉

城市圈的形成与发展中，一定要加强资源环境的

监督管理，建议建立健全武汉城市圈的资源环境

监测管理职能部门，形成强有力的资源环境管理

体系和制度，以防止城市圈进程中的资源环境破

坏。 

2.认真组建武汉城市圈中有利于资源环境保

护的产业结构体系和经营模式 

武汉城市圈的组建，把武汉与其它 8 个城市

间的广大农业区全部包围于城市圈之内，无形中

强化了城乡经济一体化，并促进了资源和要素向

城市的聚集和流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和

要素的趋利流动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要保护资源，

除了合理的组织、优化产业结构体系和生产经营

模式，提高资源和要素的利用效益外，而再无它

途。为此，笔者建议，第一，根据武汉城市圈的

资源环境特点，积极发展有利于保护资源环境、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优势特色产业。一是积极发

展优质水产、优质稻米、优质蔬菜、优质双低油

菜等农业特色产业；二是利用城市圈的资金技术

优势，发展优势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产品的附

加值和资源利用效益；三是利用城市圈科技优势，

不断的创造新的品种、新的品牌，使特色更特、

优势更强，以便通过产业优势和产业利润来吸附

资源，保护资源。第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尽

可能的减少产业经营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和废弃

物排放。例如，在工业生产中积极倡导节能减排，

尽量实现资源的多级利用；在农业生产中实施“稻

——菜——鱼（虾）——鸭”为重点的农田内循

环经济模式，以“猪——沼——鱼（菜、稻、果、

茶）”为重点的种养业循环经济模式和“秸秆——

牛粪——菌——肥——粮（果、菜）”、“木材废弃

物——香菇（黑木耳）”等为重点的生物链循环经

济模式，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减少农业生产中污

染物的排放而保护资源环境。第三，积极组建发

展再制造产业，形成能体现“两型社会”建设示

范区特色的产业结构体系。武汉城市圈形成后，

将会成为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集群和产业组

团，将会更进一步体现武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

的流通集散功能。如果在武汉城市圈兴办再制造

产业，一方面可以使武汉城市圈的交通区位优势

得到进一步发挥，另一方面可以为“两型社会”

建设做出实质性的贡献，意义深远，应大力发展。 

3.把保护水、土、生物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纳入保护国家安全的范畴，从维护国家利益和保

证持续稳定发展的高度，积极实施系列保护措施 

随着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的推进，资源环境

问题对国家经济利益和安全的影响日益加深。国

家安全不仅会受到来自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威胁，

同样也会受到来自资源环境和经济方面的威胁。

例如旷日持久的海湾战争其深层次的根源是对石

油资源的争夺；国际贸易中的贸易壁垒和贸易保

护实际是对贸易污染转移的抵制；国家间相互进

行经济制裁的导火索，也往往根源于对资源环境

的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责任的承担之

所以能成为国际论坛争论的焦点，也源于各国对

自己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维护。为此，建议在武汉

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中，各级政府和广大人

民群众能够站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保证经济长期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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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持续发展的高度，切实实施保护资源环境的系

列措施。一是要加大资源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

资源环境保护投入是长效投入和公共物品投入，

企业和私人对其投入具有很强的赞助、馈赠性质，

其随意性强，保证程度差。因此，必须加大政府

投资，政府要把对资源环境保护的投入纳入到财

政支出预算之中，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资

源环境保护投入的稳定持续增长。二是要加强资

源环境的监测和评价。经济的发展，对资源环境

的消耗是必然的，但是其消耗速度和方式是可以

控制和选择的。政府要建立和完善资源环境监测

评价体系，并建立一套激励政策和约束制度。对

于有利于资源环境保护的生产技术、生产工艺、

生产行为给予政策补偿和奖励；对于过度消耗浪

费资源和破坏环境、污染环境的生产过程和行为

给予相应的制度约束，甚至进行不要的经济处罚

和法律制裁，以保证资源环境安全。三是要重视

水、土、生物三大类资源及环境的保护，这三大

类资源及其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在资源环境系统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一旦遭到

破坏，修复期长而且艰难。因此，在武汉城市圈

“两型社会”建设中一定要加强对水、土、生物

三大类资源及环境的保护。不仅要注意其数量的

保护，防止农耕地、水面、生物种群的过速过量

减少，而且要注意质量保护，防止对土壤、水体

的污染，防止生物物种的退化。建议在武汉城市

圈内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指标，严禁填湖填塘，走

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之路，力争使大武汉成为精武

汉。积极组建生物资源保护区，集中生物种质资

源，以维护生物的多样性。同时要注意土壤环境、

水体环境、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农业生产中提倡

发展有机农业及绿色农业和无害化养殖，防止面

源性污染；在工业生产中提倡清洁生产，严格排

污指标和污染处理制度；在城乡居民生活中，倡

导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倡导低碳生活，以便全

方位的保护资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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