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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
虚拟水量流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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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虚拟水量流动状况,从虚拟水贸易理论角度

出发,对 2007—2016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虚拟水量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

分析。 结果表明:2007—2016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虚拟水量总体表现为逆

差,年均净进口量约为 8. 88 亿m3;中国进出口的农产品虚拟水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布集

中,其中与东南亚国家的农产品虚拟水贸易最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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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virtual water volume flow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Belt and Road” ∥ SUN Caizhi1,2, WANG Zhonghui2 ( 1. Center for Studies of Marine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2.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virtual water flow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Belt and Road”
countri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virtual trade volum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during 2007 to 2016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rtual
water trade theo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2007 to 2016, the average annual net import volume is 8. 88 billion m2, and
the virtual water volum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is a deficit; The
virtual trade volume of import and export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of China is concentrated o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of which the most closest connection of the virtual trade volum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is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Key words: virtual water;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China; countries along “Belt and Road”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农产品贸

易合作潜力[1-2],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

的深化会促使农产品贸易合作关系出现新的变化。
农业生产消耗了大量的水资源,水资源总量的 2 / 3
以上都用于农业生产[3-4],所以水资源在农产品贸易

市场上的地位越来越得到重视。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发展中大国,人均水资源量是世界平均水平

的 1 / 4,粮食安全和水安全始终面临一定的压力。
2003 年程国栋院士[5] 首次将虚拟水的概念引入中

国,此后虚拟水和虚拟水贸易等理论研究为中国的

粮食安全和水安全提供了新思路。
近年来在虚拟水贸易理论的框架下,国内外学

者对于与粮食安全和水安全有关的虚拟水问题进行

了大量实证研究。 Allan 等[6-7] 的研究表明,中东地

区每年通过实物贸易进口的虚拟水保障了国家的粮

食和水资源安全;Wichelns[8] 论证了埃及的虚拟水

贸易在实现粮食安全和其他国家目标中的作用;
Roson 等[9]利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地中海国家的

虚拟水贸易可以减少水资源短缺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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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apinar[10]从虚拟水贸易的角度讨论了非洲国家

进出口农产品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 国内秦丽杰

等[11-12]认为,作为农业大国,通过粮食贸易进口虚

拟水来缓解国内的水资源压力是必要的;刘幸菡

等[13]对农产品虚拟水贸易量进行了分析,得出中国

是农产品虚拟水净进口大国,但进出口类型单一的

结论;马超等[14]认为虚拟水贸易理论可以改变中国

农产品贸易结构单一的格局,实现农产品贸易伙伴

多元化;孙才志等[15-17] 对中国主要农产品虚拟水流

动格局和其形成机理进行了研究,并对虚拟水战略

在中国的适用性及虚拟水贸易带来的资源和生态效

应进行了分析。
上述研究都表明虚拟水贸易对于国家粮食安全

和水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 相比于国外在特定区域

和农产品贸易等相关方面的研究,目前国内关于国

际虚拟水贸易的分析还有待深入[18-19],而“一带一

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的粮食和水资源安全提供了

新机遇,已有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特

定区域农产品贸易虚拟水量的研究[20-21],但把“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虚拟水贸易

的研究尚少。 本文对 2007—2016 年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虚拟水量的时空变化特征进

行研究,旨在为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

贸易的发展和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和水安全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概况和数据来源

1. 1　 研究区域概况

本文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域范围的分

类,主要是依据公丕萍等[22] 和邹嘉龄等[23] 的分类

界定,分为中亚(5 国)、蒙俄、东南亚(11 国)、南亚

(8 国)、中东欧(19 国)、西亚和中东(19 国)六大区

域,主要有 64 个国家,如表 1 所示。
表 1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

区　 域 主要国家

中　 亚
吉尔吉斯斯坦、塔斯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

坦、哈萨克斯坦

蒙　 俄 蒙古、俄罗斯

东南亚
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缅甸、东帝汶、越南、
柬埔寨、老挝、泰国、马来西亚

南　 亚
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印度、巴基斯坦、孟
加拉国、阿富汗

中东欧

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波黑、阿尔巴尼亚、
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

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

亚、罗马尼亚

西亚和

中东

巴林、科威特、黎巴嫩、阿曼、也门、约旦、以色列、巴勒斯

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埃及、土耳其、伊朗、
叙利亚、伊拉克、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

1. 2　 数据来源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数据,主要

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 UNCOMTRADE,
本文主要选取了《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 (HS
编码)6 位编码下,2007—2016 年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农作物产品、动物及畜产品进出口在

1 500 t以上的具体产品,来计算其中隐含的虚拟水

贸易量。 农作物产品、动物和畜产品的虚拟含水量

的数据主要参考 Chapagain 等[24-25] 的研究。 由于自

然、技术等条件的不同,出口国与进口国农产品的虚

拟水含量是不同的,本文虚拟水的进出口量计算采

用中国的农产品虚拟水含量。 将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类型分为谷物、棉花、油
籽、糖味料、活动物、肉类、乳蛋类、皮革类、果蔬类

10 个大类,并对其虚拟水量进行计算分析。

2　 研究方法

2. 1　 虚拟水含量

a. 农作物虚拟水含量。 农作物虚拟水含量计

算公式为

Snc =
Rnc

Ync
(1)

式中:Snc为区域 n 农作物 c 的虚拟水含量,m3 / t;Ync

为区域 n 农作物 c 的产量,t / hm2;Rnc为区域 n 农作

物 c 的需水量,m3 / hm2。 其中 Rnc近似于农作物在生

长发育期间累积蒸发蒸腾水量 ETC。 ETC由农作物

系数 KC(是实际作物和理想状态下的作物物理和生

理等多种因素差异的综合反映)和整个生长期内作

物累积蒸发蒸腾量 ET0的乘积计算得到。
b. 活动物虚拟水含量。 指用来生长、提供饮水

和食物以及清扫其居住环境所需的水的总量:
Sik = Vfik + Vdik + Vsik (2)

式中:Sik为出口国 i 活动物 k 的虚拟水含量,m3 / t;
Vfik、 Vdik、Vsik分别为出口国 i 活动物 k 的饲料、饮用、
服务用水,m3 / t。

c. 畜产品的虚拟水含量。 包括活动物生产初

级产品虚拟水含量和畜产品的加工虚拟水含量两部

分,计算公式分别为

Spik =
Qik

Wik
(3)

Spil = Sik + Spik
( )

vfil
pfil

(4)

式中:Spik为出口国 i 活动物 k 生产初级产品的需水

量,m3 / t;Qik为出口国 i 每个活动物 k 处理水量,m3;
Wik出口国 i 活动物 k 质量,t;Spil为出口国 i 畜产品 l
加工的虚拟水含量,m3 / t;vfil为畜产品 l 在出口国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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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构成比例;pfil为畜产品 l 在出口国 i 的产品

质量比例。
2. 2　 虚拟水贸易

虚拟水交易量计算公式为

Vmt = TmtSm (5)
式中:Vmt为商品 m 在 t 年国际贸易中的虚拟水交易

量,m3;Tm为商品 m 在 t 年的交易量,t;Sm为商品 m
的虚拟水含量,m3 / t。

一个国家虚拟水进口总量 S进和虚拟水的出口

总量 S出为

S进 = ∑
m
Vmt,进 (6)

S出 = ∑
m
Vmt,出 (7)

虚拟水的贸易平衡可以表示为

S净 = S进 - S出 (8)
式中:Vmt,进、Vmt,出分别为商品 m 在 t 年国际贸易中

的进、出口虚拟水交易量,m3;S净为一个国家在 t 年
的虚拟水净进口量,m3,其值的正负表示一个国家

虚拟水的进口或出口。

表 2　 中国进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虚拟水量

区　 域
虚拟水量 / 亿 m3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合计

东南亚 3. 15 3. 50 3. 28 4. 60 5. 00 5. 73 5. 46 5. 34 8. 10 8. 00 52. 16
中东欧 0. 26 0. 14 0. 15 0. 27 0. 28 0. 34 0. 46 2. 35 8. 78 5. 39 18. 42
中　 亚 1. 20 1. 30 0. 86 1. 07 1. 06 1. 62 1. 74 2. 14 2. 19 2. 18 15. 36
南　 亚 0. 74 0. 69 0. 49 0. 74 0. 91 1. 92 1. 96 1. 94 1. 39 1. 47 12. 25

西亚和中东 0. 76 0. 74 0. 78 1. 09 1. 13 0. 89 0. 83 0. 94 0. 68 0. 33 8. 17
蒙　 俄 0. 15 0. 21 0. 21 0. 34 0. 35 0. 60 0. 56 0. 52 1. 53 1. 67 6. 14
合　 计 6. 26 6. 57 5. 79 8. 12 8. 72 11. 09 10. 99 13. 24 22. 66 19. 05 112. 50

3　 农产品贸易虚拟水量的时空变化

3. 1　 中国进口农产品虚拟水量的时空变化

如表 2 所示,2007—2016 年中国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进口的农产品虚拟水总量年均为 112. 50 亿 m3,
其中进口量较大的区域是东南亚、中东欧、中亚和南

亚,年均进口的农产品虚拟水量分别为 52. 16 亿 m3、
18. 42 亿 m3、15. 36 亿 m3和 12. 25 亿 m3。 然而,不
同年份、不同区域的国家对中国农产品虚拟水输出

量存在较大的差异(限于篇幅,中国与 64 个国家的

农产品虚拟水进出口值不一一列举)。
2007—2016 年中国进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农产品虚拟水量年均大于 1 亿 m3的 16 个国家可分

为四大类型:①增加型。 以乌克兰、俄罗斯、越南、巴
基斯坦为代表,如 2007 年中国进口俄罗斯的农产品

虚拟水量仅有 0. 63 亿 m3,2013 年以后,由 2. 71 亿 m3

增加到 2016 年的 13. 16 亿 m3,3 年增加了近 4 倍。

②波动增加型。 以蒙古、缅甸,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

斯坦、泰国为代表,如 2010 年中国进口缅甸的农产品

虚拟水量为 4. 36 亿 m3,2013 年降低到 1． 47 亿 m3,
2016 年又增加到 2. 54 亿 m3。 ③减少型。 以印度尼

西亚为代表,如 2007 年中国进口印度尼西亚的农产

品虚拟水量为 1. 38 亿 m3,2016 年下降到 0. 54 亿 m3,
减少了一半以上。 ④波动减少型。 代表国家为捷

克、孟加拉国、印度、土耳其、吉尔吉斯斯坦、菲律

宾,如 2007 年中国进口捷克的农产品虚拟水量为

0. 64 亿 m3,2010 上升到 2. 17 亿 m3,2016 年又减少

到了 0. 69 亿 m3。
图 1 为 2007 年、2010 年、2013 年和 2016 年中

国进口农产品虚拟水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分布。 可以看出,2013 年以前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农

产品贸易量不是太大,主要是与东南亚、南亚海岛国

家及陆地相邻的中亚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比较密切;
2013 年以后,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加

强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系,农产品虚拟水

贸易量整体增加,与周边国家的贸易联系也紧密起

来,特别是与蒙古和俄罗斯。
表 3 给出了 2007 年、2010 年、2013 年和 2016 年

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农产品虚拟水量

的分布。 可以看出,越南、泰国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进

口农产品虚拟水的两大来源地,其中 2014 年之前越

南排第一位,中国进口越南农产品虚拟水占总量的

百分比在 2007 年、2010 年和 2013 年分别达到 20.
89% 、23. 30% 和 30． 11% ,但从 2015 年开始越南第

一的位置被乌克兰所取代。 中国从乌克兰、巴基斯

坦和俄罗斯这 3 个国家进口的农产品虚拟水量增长

最快,其中 2007 年中国进口乌克兰的农产品虚拟水

量占总量的 0. 08% ,2016 年增加到 25. 97% 。 中国

进口土耳其的农产品虚拟水量占总量的百分比下降

最快,在 2013 年以前,土耳其在中国农产品虚拟水

进口市场占有较大的份额,如 2009 年占 11. 06% ,
而 2013 年以后份额急剧下降,已经由 2015 年的

5． 81%下降到 2016 年的 1. 16% ,从中国进口农产

品虚拟水市场的前 5 名下降到 10 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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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07 年
　 　

(b)2010 年

(c)2013 年
　 　

(d)2016 年

图 1　 中国进口农产品虚拟水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布

表 3　 中国进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

虚拟水量的分布

国　 家
占中国进口农产品虚拟水总量的比例 / %

2007 年 2010 年 2013 年 2016 年

越　 南 20. 89 23. 30 30. 11 23. 42
泰　 国 15. 97 13. 33 9. 36 9. 19
印　 度 7. 83 6. 05 8. 26 2. 74
菲律宾 9. 69 12. 50 6. 77 5. 95

吉尔吉斯斯坦 11. 40 5. 88 6. 72 3. 29
土耳其 10. 32 9. 94 5. 81 1. 16

孟加拉国 3. 56 2. 73 4. 59 0. 68
乌兹别克斯坦 1. 34 1. 56 4. 36 2. 81

巴基斯坦 0. 28 0. 26 4. 28 4. 07
哈萨克斯坦 6. 57 4. 34 3. 82 4. 94

蒙　 古 1. 38 3. 67 2. 59 1. 68
俄罗斯 1. 01 0. 54 2. 46 7. 14
乌克兰 0. 57 0. 08 1. 47 25. 94
缅　 甸 0. 58 5. 37 1. 34 1. 33
捷　 克 1. 02 2. 67 1. 30 0. 36
其　 他 7. 59 7. 78 6. 76 5. 30

　 　 从表 3 可以发现两点:第一,占中国进口农产品

虚拟水总量百分比最大的前 5 个国家中,年均农产

品虚拟水进口量占总量的百分比超过 60% ,说明中

国进口农产品虚拟水有向少数国家集中的趋势。 第

二,2007 年中国进口农产品虚拟水量大于 10%的国

家有 4 个,2010 年减少到 3 个,2016 年减少到 2 个,
且占总量的百分比有明显的差异性。 2016 年中国

进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虚拟水量占总量

百分比大于 1%的国家有 13 个,而大于 10%的国家

只有 2 个,集中而不均衡。 中国一直是农产品虚拟

水逆差的保持大国,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和消费需求

的增长会使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逆差规模会进一

步扩大。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与沿线国家

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建设多条经济走廊,与欧洲、中
东等地区内陆国的农产品虚拟水的贸易量不断增

长,但中国农产品虚拟水的进口国家集中于东南亚、
南亚、中亚和蒙俄地区,主要是因为中国与这些国家

的市场需求互补,交通运输成本低。 未来要加快与

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合作,充分利用沿线国家丰

富的自然资源,选择综合效益好的农业产业,通过援

助、投资、技术引进的合作方式,建立中长期的合作

关系,更好地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和水安全服务。
3. 2　 中国出口农产品虚拟水量的时空变化

如表 4 所示,2007—2016 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出口的农产品虚拟水量年均为 23. 74 亿 m3,远
少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虚拟水量。 中国年均出口

农产品虚拟水量较大的区域为东南亚、西亚和中

东、蒙俄和中亚,分别为 13. 46 亿 m3、5. 41 亿 m3、
1． 81 亿 m3和 1. 57 亿 m3。 从农产品虚拟水进出口

贸易量来看(表 2 和表 4),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联

系最为密切,年均净进口量达到 38. 70 亿 m3,相比

中国农产品虚拟水进口第二大来源地的中东欧的

18. 42 亿 m3还要高出 1 倍多。
图 2 是 2007 年、2010 年、2013 年和 2016 年中

国出口农产品虚拟水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分布。 与出口不同,各年份间农产品虚拟水空间格

·71·



表 4　 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虚拟水量

区　 域
虚拟水量 / 亿 m3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合计

东南亚 3. 46 0. 93 0. 83 0. 97 1. 14 1. 15 1. 15 1. 13 1. 28 1. 42 13. 46
西亚和中东 0. 67 0. 43 0. 41 0. 57 0. 59 0. 50 0. 45 0. 44 0. 66 0. 69 5. 41

蒙　 俄 0. 21 0. 26 0. 20 0. 20 0. 20 0. 15 0. 15 0. 18 0. 14 0. 12 1. 81
中　 亚 0. 19 0. 19 0. 15 0. 22 0. 17 0. 14 0. 14 0. 18 0. 12 0. 07 1. 57
南　 亚 0. 16 0. 05 0. 11 0. 06 0. 07 0. 08 0. 07 0. 12 0. 13 0. 14 0. 99
中东欧 0. 09 0. 05 0. 05 0. 07 0. 05 0. 04 0. 05 0. 03 0. 03 0. 03 0. 49
合　 计 4. 77 1. 92 1. 75 2. 10 2. 22 2. 06 2. 01 2. 08 2. 36 2. 47 23. 74

(a)2007 年
　 　

(b)2010 年

(c)2013 年
　 　

(d)2016 年

图 2　 中国出口农产品虚拟水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布

局变化不大,东南亚、南亚和蒙俄地区一直是中国出

口农产品虚拟水量较大的区域,随着时间的变化,中
国向这些区域出口的虚拟水量大幅增长。 中国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虚拟水的出口量较少,
各年份出口量大于 1 亿 m3的国家只有 7 个,有接近

30 个国家不足 0. 1 亿 m3。 总的来说,中国向“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农产品虚拟水量相对较少,
空间分布集中,国家间有分布不均衡的现象。

表 5 给出了 2007 年、2010 年、2013 年和 2016 年

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虚拟水量

的分布。 可以看出,2007—2016 年中国农产品虚拟

水出口量中印度尼西亚、越南和马来西亚 3 个国家

占比最大,分别为 17． 31% 、14. 91% 和 10. 30% ,在
占总量百分比大于 1% 的国家中,只有这 3 个国家

占比超过了 10% 。 中国农产品虚拟水出口较大的

国家间存在着波动变化,如印度尼西亚一直都是中

国最大的农产品虚拟水出口国家,在 2014 年以后被

　 　 　表 5　 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

虚拟水量的分布

国　 家
占中国出口农产品虚拟水总量的比例 / %

2007 年 2010 年 2013 年 2016 年

印度尼西亚 28. 34 16. 80 18. 21 10. 23
越　 南 13. 82 11. 80 14. 19 22. 64

马来西亚 13. 63 7. 43 11. 38 8. 09
菲律宾 10. 37 0. 81 1. 05 2. 91
俄罗斯 4. 01 8. 20 5. 60 3. 72
科威特 3. 29 6. 54 1. 47 0. 31
阿联酋 3. 20 5. 55 5. 82 3. 37
泰　 国 2. 92 5. 81 7. 68 8. 08

塔吉克斯坦 2. 36 8. 65 6. 18 2. 21
新加坡 1. 82 2. 17 2. 52 2. 04
黎巴嫩 1. 75 2. 77 0. 71 0. 60

孟加拉国 1. 73 0. 80 0. 55 2. 07
伊　 朗 1. 22 1. 81 1. 79 15. 67
缅　 甸 1. 15 0. 69 0. 74 1. 63

哈萨克斯坦 1. 02 1. 13 0. 23 2. 21
其　 他 9. 37 19. 04 21. 88 1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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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取代,2014—2016 年中国出口越南和印度尼西

亚的农产品虚拟水量占总量的百分比分别为

14． 42% 、18． 95% 、 22． 64% 和 13. 68% 、 10. 26% ,
10． 23% ;埃及是中国出口农产品虚拟水量增长最快

的国家,占农产品虚拟水出口总量的百分比由 2007
年的 0. 97% 增长到了 2016 年的 5. 31% ,并且超过

了俄罗斯(3． 72% )。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农

产品贸易联系不断加强,特别是对西亚、中东国家,
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一直具有很大的优势,中国

的农产品出口结构符合西亚、中东国家市场的需要,
所以中国与其农产品虚拟水的贸易越来越紧密,但
中国主要的农产品虚拟水出口国家依然集中于东南

亚、南亚和蒙俄等周边国家和地区,这主要还是与市

场需求、结构以及距离成本有很大的关系。 未来更

要加强与沿线国家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使农产品虚

拟水贸易的市场结构更加合理,目前要借助现有的

多边合作机制和经济走廊,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农产

品贸易合作,以更好地结合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和

资源禀赋,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和水安全。

4　 结　 论

a. 2007—2016 年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口农产品虚拟水量呈增加态势,增长了约 2 倍,而
出口量变化趋势平缓。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农产品虚拟水贸易呈逆差的趋势,年均净进口

量约为 8. 88 亿 m3。 从 2013 年起中国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虚拟水净进口量突破 10 亿 m3大

关,2014 年净进口量为 11. 16 亿 m3,2015—2016 年

净进口有小幅下降。
b. 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虚拟

水进口主要来源于东南亚、中东欧和中亚地区国家,
出口主要是东南亚、蒙俄和南亚地区国家。 2007—
2016 年虚拟水进出口国家和产品类别变化不大,并
且有向少数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集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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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发挥好自然保护区的教育、交
流、宣传、旅游等功能。

当前我国保护和发展的任务都十分艰巨,要从

大生态系统原理出发,唱好“人与自然共生”的主基

调,不要片面强调人类自身的短期发展利益,而要顾

及各种活动可能对大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和对人类

长远发展的制约。 同时,生态环境也是社会经济长

远发展的重要资源,不能片面消极保护,更需要在保

护前提下适度利用。 “人与自然共生”理念不仅是

指导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方针,更是社会经济发展

模式改革的方向。
(收稿日期:2018-09-27　 编辑:彭桃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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