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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茶马古道野生动物观光走廊；广西有壮族的铜鼓、花

山崖壁画、三月三歌节、瑶族的达努节等灿烂的文化艺

术；宁夏有西夏王陵、贺兰岩画等历史文化遗产；贵州

西江原生态的苗族风情文化等等。基于这些特色自然资

源和民族文化遗产的融合利用而形成民族地区的休闲养

生、文化旅游产业，不仅减少对能源的消耗，而且其产

生的废弃物排放也很少，因此对当地自然资源、环境带

来干扰和破坏就较少。与此同时，这些民族文化旅游产

业将有利于特色品牌的打造，进而有利于特色生态产业

的发展。

因此，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基于生态文明思想的

整体系统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开

展包括文化旅游、健康休闲、度假养生在内的特色第三

产业，开展具有审美性与人文性、民族性与地域性、复

合性与参与性以及原始性、神秘性与生态性相结合的民

俗文化旅游，充分发挥当地民族地区旅游经济拉动乘数

效应和就业效应，最终带动区域高质量经济整体增长。

（三）利用民族地区享有显著地缘：发挥民族比较

优势，拓展国家“口岸经济”，发展低碳型经济和数字

经济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化的趋势日益增强，只

要让全球或区域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在空

间上顺畅性流动，时间上进行交融互补，就会促进以边

境口岸为交易中心的互补型、低碳贸易经济的繁荣。为

此，基于生态文明思想，充分发挥民族地区自身的比较

优势，开发低碳型“口岸经济”。

随着“一带一路” 经济带的开发建设，《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实施，应努力“坚持共

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生态文明全球共赢观：一是

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及“RCEP”国家战略政策，坚

持系统观念，构建更好的集“物流、人流、资金流、信

息流”于一体的合作平台，利用数字经济的技术优势，

帮助民族地区企业开拓境外货物、服务市场。二是切实

落实“RCEP”协议，创建和完善民族地区边贸政策法

规，充分发挥“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交流平

台的作用，积极开发边境口岸进出口业务。三是全面落

实“一带一路”战略方针，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化边境

口岸合作模式，以高质量发展为前提，推动民族特色产

业转型升级。

（四）利用民族地区独享生态环境：创建民族地区

“生态圈”，构建以绿色经济为主的高质量生态、经济

和社会和谐共生体系，发展生态经济

我国民族地区生态资源丰富，不少地方已经形成了

绿色美丽的“生态圈”。譬如，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

原生态圈”、广西的“巴马养生生态圈”、吉林的“长

白山森林生态圈”等。新时代在人们追求“原生态、绿

色、健康”消费的趋势下，民族地区的“生态圈”很有

可能成为一种促进民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生产要

素，因此，利用民族地区独享生态环境，牢牢抓住“资

源”和“生态”两个主题，打造高品质的绿色、有机健

康食品等第一产业，开发独具民族风情的休闲、旅游、

养生、度假等第三产业，是实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思想

战略的重要举措。

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本质在

于人类如何处理好生态、经济和社会和谐相处的关系问

题。高质量发展方式不能再以资源与能源损耗为前提，

也 不 能 以 破 坏 生 态 环 境 为 代 价 ， 而 是 更 要 关 注 生 存 环

境、产品科技含量、生产生活质量以及环保质量。生态

文明生产模式前提是应当生态理性，应该让生态环境成

为人类生活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民族形象的发力点。

我国民族地区要实现生态文明思想，应该发展“从

资 源 到 产 品 ， 从 产 品 到 废 弃 物 ， 从 废 弃 物 到 资 源 再 利

用”的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数字经济和生

态经济。因此，基于生态文明的“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

民行动”和“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思想，[3]

民族地区应当尊重民族特有的生态环境，实现具有民族

特色的绿色发展，最终形成生态、经济、社会和谐共生

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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