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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崔思朋（１９９２—），男，黑龙江五常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清史、环境

史研究。

主持人语：人是自然界中的一分子，自然界各要素和人类社会均共存于“环境”中。各环境要素相互依

赖与影响、共同促动及演变的历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中心或人类中心的视角，更讲求彼此的和谐与持续发

展。这正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宗旨及目标，也是环境史学的价值及核心。

云南地处生态边界区、过渡区，生物资源丰富多样但生态系统较为脆弱，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极为重

要和特殊的区域。当前云南正面临着既要保护生态环境又要加快经济发展、改变贫困落后现状的双重压力，

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加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下，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及实践研究，全

力推进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对云南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期栏目推出两篇有关生态文明研究的文章。《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的对话与交融》一文对在昆明召开

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模式”学术论坛进行了综述，展现了学术界、社会、政府、民间等各个领域对于当前

生态文明建设相关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为当前乃至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指引方向。《绿色发展视角

下云南贫困区美丽乡村建设对策研究》通过对历史中云南贫困区生态、社会、文化、资源等的梳理和探求，分

析建设美丽乡村的潜力和局限，为云南贫困区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的对话与交融

———“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模式”学术论坛综述

崔思朋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

摘要：由云南大学主办的“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模式”学术论坛采取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相关研究领域资深

专家与青年学者对话的形式，围绕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理论、云南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区域模式建设、区外环境

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等三大主题展开讨论，深入剖析了环境史与生态文明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相互交融的复杂

关系，以及当前有关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论坛取得的成果，既推动了学界的相关研

究，又为未来探索提供了有益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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