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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ual pressure of natural resources exploitation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Firstl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exploitation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analyzes the contradictio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between them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Then,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policy, technology, market mechanism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path of constructing the balance mechanism are discussed.Research shows that to achieve an effective balance between 
natural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system and supervision, 
and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need to participate together,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resource management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Finally, by establishing a balanced mechanism of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benefit 
sharing and risk sharing, it can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ile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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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当前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面临的双重压力，系统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机制。文章首先回顾了自然资
源开发和生态保护的现状，分析了二者在经济、社会及环境领域产生的矛盾及影响因素；接着，从政策、技术、市场机制
和社会参与四个层面出发，探讨构建平衡机制的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研究表明，实现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有
效平衡，既需要政府在制度和监管上发挥主导作用，也需要企业和公众共同参与，并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提升资源管理水
平。最终，通过建立多主体协同参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平衡机制，能够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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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持续增长，自然资源开

发已成为各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然而，资源过度开发、

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问题日益凸显，使生态保护迫在眉睫。

在我国，如何在保障经济利益的同时，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

之间既存在矛盾冲突，又互为依托。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平

衡机制，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实现资源合理开发与生态环

境长效保护，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文章旨在分析二者之

间的内在联系与制约因素，探索构建利益协调、风险共担、

多方参与的平衡机制，为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2 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在自然资源开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大

规模的矿产、森林、水资源及土地开发，不仅为国民经济发

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支撑，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工

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大量资源的开发使得能源、原

材料等供给充足，有效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整

体水平的提升。然而，快速而高强度的资源开发在带来可观

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环境问题。大量开采和开发

活动使得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逐步退化，资源逐渐枯竭，生



41

资源与环保进展·第 03卷·第 03 期·2025 年 03 月

物多样性严重减少，生态系统功能受到严重破坏。由于开发

过度和管理不善，许多区域出现了土壤侵蚀、水源污染、植

被破坏和生态系统失衡等现象，这不仅使得当地环境质量大

幅下降，也严重威胁着区域生态安全和人民生活质量。此外，

生态环境的恶化还影响了气候调节、水资源循环等关键生态

服务功能，制约了长期可持续发展。面对这些问题，国家和

地方政府在生态保护方面也做出了不懈努力。近年来，国家

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和法律法规，建立了自然保

护区、生态功能区和生态补偿机制，力图恢复受损生态系统、

改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然而，

由于区域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监管力度不足、信息采集和共

享不畅等原因，生态保护的实际效果仍存在较大差距。总体

而言，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处于一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

制约的动态平衡状态，其根本矛盾在于经济利益与环境承载

力之间的冲突。要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必须构建一套科学、

合理、动态的管理机制，从制度设计、技术支持到政策执行，

全方位调和经济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推动资源开发

向高效、绿色、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

3 开发与保护的冲突及其影响因素

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主要体现在资源

利用率与生态承载力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匹配。近年来，在经

济利益的强烈驱动下，许多企业和地方政府往往为了追求短

期利润，采取粗放式的开发模式，不顾生态环境的长期承载

能力和修复能力。这种过度开发行为导致资源过量开采和无

序建设，严重破坏了原有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造成了

森林砍伐、水土流失、湿地退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同时，

资源浪费现象普遍存在，不仅降低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也使

得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进而引发气候异常和生物多样性急

剧减少等严重后果，使得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功能受到严重削

弱，影响区域生态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此外，技术装备落后和管理体制僵化也是导致开发与

保护冲突的重要因素。当前部分地区在资源开发过程中仍沿

用传统的采掘和生产方式，缺乏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和信息化

管理平台，无法对开发过程和环境变化进行实时监控和科学

调控。由于监控技术和数据采集手段的不足，相关部门往往

难以及时掌握资源状况和环境损害程度，导致生态保护措施

难以落到实处。现行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如

环保法规执行力度不足、监管部门与开发者之间信息沟通不

畅，以及区域间利益分配不均，致使开发者在追求经济效益

的同时，忽视了环境修复和生态补偿。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

更是使得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决策过程中侧重于经济收益，而

忽略了对生态环境的必要投资，从而加剧了资源开发对环境

的破坏。

与此同时，公众参与度低也是加剧开发与保护矛盾的

重要因素之一。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环保意识不足，许多社区

和居民在资源开发问题上缺乏足够的发言权，无法有效监督

和参与环境保护决策，导致环境损害后果往往由社会整体承

担。加之现有环境补偿机制和监管体系尚不完善，各利益主

体之间在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与经济收益方面的博弈日益激

烈，难以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各方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的过程中，往往难以平衡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导致现有的监管、补偿和激励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因此，为实现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

必须深入剖析并应对这些复杂的影响因素，建立起多层次、

多维度的协调机制。在资源开发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生态承

载力和环境修复能力，强化科技支撑和信息化管理，优化政

策激励措施，提升公众参与度，并推动形成政府、企业和社

会公众三方协同合作的长效治理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在追

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资源开发与生

态保护的双赢局面，促进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实现。

4 平衡机制构建的理论与实践路径

构建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平衡机制，需要在理

论上突破单一利益主体的局限，强调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

之间的多主体协同合作，并在实践中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

配和风险共担机制。首先，从理论层面看，生态经济学和可

持续发展理论为平衡机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这些理论

主张经济发展必须在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环境承载之间找

到最佳平衡点，倡导绿色增长和生态补偿理念，强调“经济、

社会、环境三者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基于此，构建平衡

机制应明确资源开发的生态红线和环境底线，制定严格的资

源利用指标和环境质量标准，确保开发活动不会超出生态系

统的承载能力。其次，在实践中，应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

探索建立多层次、动态化的管理体系。例如，部分地区已开

始实施资源开发配额制和区域生态环境红线制度，通过设定

开发上限和环境保护最低要求，推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开发

过程中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时，通过引入生态补偿

机制，将生态保护投入与开发收益挂钩，形成利益共享、风

险共担的良性互动模式，这种模式既激励开发者主动履行环

保责任，又能为受损生态系统提供必要的修复资金支持。此

外，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资源开发与环境监测的实时数

据联动，对于科学决策至关重要。利用遥感、物联网和大数

据技术对开发活动和生态变化进行动态监控，不仅可以及时

预警潜在风险，还能根据监测结果实时调整资源开发策略，

进一步完善风险管理体系。通过理论指导与实践探索的有机

结合，逐步构建出一套既能推动经济发展，又能有效保护生

态环境的平衡机制，为自然资源开发和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

提供坚实基础，并为实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奠定制度和

技术保障。



42

资源与环保进展·第 03卷·第 03 期·2025 年 03 月

5 政策、技术与社会参与在平衡机制中的作用

实现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有效平衡，离不开政

策、技术与社会参与三者的有机融合。首先，政府应在顶层

设计中发挥主导引导作用，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体系和激励机制，明确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权责边界，确

保两者能够在法律框架内协调运行。为此，政府可以设立专

门的生态补偿基金、推行绿色信贷政策以及出台财政奖励措

施，鼓励和引导企业、地方政府在开发过程中更多关注环境

效益，真正做到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生态修复。此外，

建立健全资源开发审批和环境监管机制也是十分必要的，这

样既能严格控制开发规模，又能确保各项环保措施落到实

处，从而有效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风险。

其次，技术进步是推动平衡机制落实的关键支撑。现

代遥感监测、物联网、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

使得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实时监控成为可能。通过这些

技术手段，可以准确掌握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环境变化、生态

系统状态以及潜在的环境风险，为科学管理提供及时、准确

的数据支撑。与此同时，绿色技术和清洁生产工艺的推广，

也能显著降低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不断地技术创新和设备更新，

为实现开发与保护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

最后，社会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在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

中也应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加强环保宣传、普及环境保护知

识和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可以有效提升全社会的生态环保意

识。同时，鼓励公众参与环保活动和政策制定过程，借助社

会监督机制，形成政府、企业与公众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互动

沟通平台。各利益主体在信息共享、利益分配和风险共担等

方面的密切合作，将有助于构建一个多层次、互利共赢的治

理格局。通过建立区域性、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实现政策引

导、技术支撑与社会监督的有机结合，形成长期有效的管理

体系，从而为实现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长效协调提供

坚实保障，并推动我国走向绿色、可持续的未来发展。

6 结论

本文通过对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的深入

分析，探讨了构建平衡机制的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研究表

明，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效平衡，不仅需要在政策制定、技术

革新和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调整，还必须建立多主体

协同参与、利益分配合理化和风险共担机制，实现开发与保

护的双赢。未来，随着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不断深入

人心，政府、企业与公众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形成信息共享、

资源互补的长效管理体系，推动自然资源开发方式向绿色、

低碳、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构建生态文明与经济繁荣相互

促进、协调共生的良性循环。本文的研究为我国自然资源管

理和生态保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为实现经

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

实现提供了坚实支撑，并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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