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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资源型城市不仅是我国能源资源的重要战略保障基地，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资源型城市

数量众多，分布在全国各地，但许多资源型城市已进入成熟或衰退期。资源型城市长期依赖单一资源利

用，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许多生态问题频发。中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和绿色发展是必然的。本文

对国内外关于资源型城市方面的文献做了梳理，而且对国内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淮南市的产业结构内

部调整进行了分析，说明淮南市已经渐渐的从“二–三–一”变为“三–二–一”的产业结构格局，向

绿色发展的方向去转变。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和绿色发展是一个繁琐的过程，需要不断去探索一条

属于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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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ource-based cities are not only an important strategic base for China’s energy resources,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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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has a large number of re-
source-based cities, which are distribut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but many resource-based cities 
have entered a mature or declining period. Resource-based cities long-term rely on single resource 
utilization, resulting in deterio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many ecological problem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China 
are inevitabl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on resource-based cities, and 
analyzes the internal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Huainan City, a typical resource-based 
city in China. It shows that Huainan City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two-three-one” to “three- 
two-one” industrial structure pattern, to the direc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green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s a tedious process that 
requires constant exploration of a path belonging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
source-based c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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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所谓资源，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存在的、人类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通过劳动可以开发利用、

创造财富或资产的各种要素的总称[1]。资源的来源和构成不仅是自然资源，如阳光、土地、岩石、矿产、

森林等自然产品，而且是社会、经济、技术等人类劳动要素，以及人、人才、智力(信息、知识)等资源。 
然而，中国的资源型城市数量庞大，分布广泛。资源型城市不仅是我国能源资源的重要战略保障基

地，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根据国务院 2013 年发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

发展规划(2013~2020)》通知，资源型城市是指以本区域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

市(包括地级市和地区、地级行政区、县级市和县级行政区)。规划范围包括 262 个资源型城市，包括 126
个地级行政区(含地级市、区、自治州、盟等)、62 个县级市、58 个县(含自治县和林区)、16 个市辖区(开
发区和管理区) [2]。在我国 262 个资源型城市中，已经有 231 个城市进入成熟期，可想而知而后会逐渐

迈入衰退期。如果以地级行政区 126 座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其中 106 座城市也正逐渐进入成熟或衰

退期。因此，我国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与绿色发展迫在眉睫。 
如今加快速度提升区域发展效率和可持续水平也是针对我国资源型城市发展的重要一步战略政策。

我国经济又快又好发展与我国区域格局变动有着密切关系，十四五时期，中国处于复杂的国际环境中。

在一个世纪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高质量发展。同时要解决地区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等问题，尤其是资源型城市内部发展不平衡和产业结构转型等问题，资源型城市兴亦资源，

败亦资源。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早日获得发展优势。 
本研究对于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和绿色发展进行剖析，先后对这一方面的国外国内文献进行

梳理，然后以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淮南市为例，介绍了淮南市资源型城市的基本概况以及产业结构现

状，分析了 2010~2020 年淮南市的产业结构特征，得出淮南市的产业结构已经有所调整，开始投入城市

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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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外研究综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我国不少资源型城市进入成熟期，而后无可避免的进入衰退期，由于资

源开采造成的环境问题不容忽视，资源型城市本身经济下滑，诸多此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也

经历国企改革，经济失调，生态环境污染等背景因素，时代在进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资源型城市的方

面展开各种研究，从而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和绿色发展成为热点话题是大势所趋。 

2.1. 国外研究进展 

目前，国外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也较为广泛。国外资源型城市的第一阶段是理论研究的初级阶段。

如 Auty & Warhurst [3]在矿业与其他可贸易部门之间的负面共生关系将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效率，并提

出了资源诅咒的主张。Jones Stephen 对加拿大落基山脉一带的旅游城市和矿业城市进行了比较分析[4]。
Watkins Melville 补充加拿大资源型经济与经济增长关系[5]。Lucas 等人在借鉴加拿大资源型城市发展模

式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源型城市的生命周期理论，单一产业城镇或地区的建设期、发展期、转型期和成

熟期四阶段理[6]。生命周期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

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指出，一种新产品从开始进入市场到被市场淘汰的整个过程，要经历形成、成长、

成熟和衰退的周期[7]。这四个阶段对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范围很广，所以后来很多学者做资源型城市这

一方面的研究多数引用或者将这四个阶段加以补充。 
第二阶段称之为规范实证研究阶段。从资源型城市理论研究过程来看，理论研究基础有二元结构论、

依附论、区域发展理论、资本积累与国际化理论，学科研究基础有社会学、地理学和经济学，被用于对

资源型城市的有关研究。结合当时的环境因素，不仅在理论自身发展的同时，将实证与规范研究相结合。

J.H. Bradbury 他指出，有必要对资源型城市常见的社会问题进行必要的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

程中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资本积累过程奠定了资源型城市发展理论的基础。且运用附着理论和国际化理

论，分析和指出了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和原因，以及跨国企业和资源进口地的优势和对策[8]。
Bradbury 对 Lucus 在社区发展中青年到成熟的模式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并提出了另外两个阶段——一个

城镇的衰退和关闭。讨论集中在谢弗维尔社区和企业倒闭的特点[9]。Porteons 考察了资源生产区和大都

市圈之间的“核心–外围”关系和剥削关系，发现跨国公司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0]。这一阶段对资源

型城市的研究科学性大大增加，结合了资源型城市的理念，自身发展特点等等，但是对经济结构的转变

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涉及较少。 
第三阶段是转型研究阶段。一个国家发展的如何，经济蓬勃发展是一个国家的命脉，经济转型和主

导产业结构变化对一个国家，一片区域，一个城市都是重中之重。进入这一阶段，资源型城镇面临着经

济纷纷下滑的危险趋势，由于资源过度开发，资源型城市经济衰退和人民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频频爆

发，此时，经济的转型和主导产业结构的转变导致了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和社区发展的巨大变化。主

要的理论基础有产业发展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等。Hayter 考察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 1980 年代早期经济衰退及其直接后果背景下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并指出后福特主义时代弹性生产

的发展[11]。Barns 认为，资源不加节制的开采利用将被耗尽，而一些幸运的城市用新的经济支柱加以支

撑，但是无可避免的还是有很多城市走向衰落；资源型产业重组转型需要新技术的支持，时代一直在进

步，经济产业正逐步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变；资源型产业的转型和现代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同

时，资源型经济变动对国家经济也产生巨大影响；每个地方的资源开发对当地居民的发展也会产生重要

影响[12]。Ramdall 在综合评价基于传统资源的社区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加拿大 220 个资源社区与资源

依赖造成的空间隔离的关系[13]。这一阶段主要研究在资源型城市的经济重组和产业结构转型，对上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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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不足进行弥补。 
第四阶段是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阶段。主要理论基础包括环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发展社会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等。Bates 研究是资源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并在实践中分析对资源区的性别认

同和社会关系[14]。Tarigan 对印度尼西亚的重要石油城市巴里克帕潘的产业结构转型进行了研究，为发

展中国家的资源型城市在自然资源禀赋和价格下降后的过渡期提供借鉴[15]。 

2.2. 国内研究进展 

国外的资源型城市研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理论研究的初级阶段，第二阶段称之为规范实证

研究阶段，第三阶段是转型研究阶段，第四阶段是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阶段。相对于西

方发达国家，我国对资源型城市研究这一方面较晚，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萌芽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这一阶段的研究者会以一座资源型城市

为研究对象，单一的研究产业升级以及生态问题。如潘德均(1992)探讨了资源型城市的高科技发展战略

[16]，王焕良(1994)等将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理论提出[17]，方晨(1995)专注于资源型城市的环境保护[18]。 
第二阶段为可持续发展研究阶段(2000~2013)，可持续理念不断被社会所容纳，资源型城市逐渐发展。

沈镭(2005)基于资源生命周期理论必须相信，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变革实现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通过优势

替代、利益重组和利益互补等优势变革战略，扩大其优势，并利用其潜力[19]。董所成等(2007)提出为了

促进城市模式的转变，在社会福利创新、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发展和社会经济合作发展以及经济

发展三大方面确立了三大利益，实现资源替代与产业替代战略、科技创新战略、生态城市战略[20]。 
第三阶段为转型规范阶段(2013 年~至今)。经过前面两个阶段，我国对资源型城市的理论和实践认识

都有了很大提升。2013 年 11 月，国务院发布了《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的通知

[2]，明确并强调了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总体政策和研究方向，说明我国对资源型城市的研究已进入成

熟阶段。龙如银(2010)通过资源型城市融入区域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对策，提出了开放发展环境、中小

企业发展等转变方向[21] [22]。在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一方面，卢艳丽、丁四保等(2011)研究了资源

型城市生态补偿机制，从财政、法律、生态保护、补偿标准和制度机制等方面分析了生态补偿的影响因

素，提出了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进一步探讨了我国资源型城市生态补偿的运行机制[23]。沈镭等(2013)
提出了推进绿色发展、加强资源管理和控制、完善法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强区域一体化、降低资

源开发外部性等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的建议[24]。 
总体而言，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发展过程受资源开发的制约，受政治环境

和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的强烈影响。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研究视角多种多样，成果丰硕。他们在理论、内容、

方法和技术上逐渐成熟，将研究扩展到更广泛的学科领域。 

3. 中国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和绿色发展——以淮南市为例 

3.1. 淮南资源型城市基本概况 

淮南是中国中部地区重要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淮南市矿产资源特点：一是能源矿产资源相对丰富。

煤炭、煤层气和地热资源已经被发现。二是煤炭资源优势显著，分布集中，煤质优良。此外，还有高岭

土、石灰岩、白云岩和矿泉水等资源。淮南市位于安徽省中北部，淮河流域中部。2020 年，该市有五个

市辖区和两个县，总面积为 5533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 303 万。淮南市于 1950 年以煤立市，作为安徽

省四大资源型城市之一，淮南市是中国十三大煤炭基地之一和重要的煤炭能源供应基地。淮南市是淮河

以南地区，年平均气温偏高，处于暖温带和亚热带的过度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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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淮南市产业结构现状 

图 1 是淮南市 2010~2020 年的产业结构所占比例及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从 2010 以来，淮南

市的第一产业因为比较优势差，所占比例基本不大，从 2010 年的 7.88%上升到 2020 年的 10.64%；淮南

市一直以采矿业和建筑业为主，第二产业在三个产业中所占比例较多，但是近几年有下降趋势，从 2010
年的 64.35%下降到 2020 年的 39.35%；而淮南市的第三产业有明显的增长趋势，而且第三产业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从 2010 年的 27.77%上升到 2020 年的 50.01%，见图 1。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淮南统计年鉴[25]。 
 

 
Figure 1. Trend chart of proportion change of three industrial structures 
图 1. 三个产业结构比例变化走势图 

3.3. 淮南市产业结构的特征和绿色发展的未来 

从淮南市 2010 年~2020 年三个产业结构的比例可以看出，由于国家一开始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

力投入在煤炭建设基地等方面，淮南市是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在淮南市第二产业中占有很大比重，

轻工业和重工业在第二产业中的比例也不均衡，煤炭、电力、制造等部门一直是淮南经济支柱发展的产

业，也就形成了对其他部门拉动的作用是微弱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比较小，第一产业以农业

等自然条件为主，第三产业规模较小，淮南市的结构格局基本呈现“二–三–一”的特征，这也是淮南

近十年来发展较为缓慢的原因之一。但是从 2018 年开始，淮南的产业结构比重重新有了调整，渐渐呈现

出“三–二–一”产业结构格局，这样的格局符合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从淮南市的第三产业比重

不断上升，表明淮南市已经意识到自身发展存在的问题，并已经开始进入到城市发展转型这一阶段。 
根据国家统计局第三产业发展指标数据，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三产业比重已超过 40%以上，基本进

入小康社会。淮南市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从 2016 年的 40.55%增长到 2020 年的 50.01%，虽然增长缓慢，但

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本就是个长期的过程。倡导绿色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我从而国资源

型城市普遍进入绿色发展转变的加速期。近年来，淮南把绿色发展作为重大项目之一，成为转型升级过

程中的重要起点。淮南以生态清洁发展为目标，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结合，为资源型

城市转型升级创造绿色能源，努力提升绿色、色彩、品质和半绿色城市。 

4. 结论 

国内外对基于资源的城市发展史和变化的研究现在已经十分普遍，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许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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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基于资源的城市开发，并取得了相关的研究成果。他们表达了专家和国内外学者的

意见，在城市演变方式和模式上，从资源基础城市的发展方向上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形成了资源基础城

市演变与发展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以国内外资源为基础的城市的变化和发

展不一定能成功，一些城市甚至是还在变化和发展中。因此，城市的完全成功和发展经验还不够充分，

基于资源的城市变化和发展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创新。 
本文梳理了国内和国外的关于资源型城市这一方面的研究进展，并以资源型城市淮南市为例，分析

了淮南市 2010~2020 年产业结构的改变以及绿色发展的未来。中国资源型城市数量多且分布广，资源型

城市的转型更是一项漫长复杂的过程，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甚至更久，所以需要为城市转型做好准备。

为了避免经济突然下滑，实现平稳过渡，煤炭行业在进入成熟阶段就应该为城市转型做准备，制定相关

法律和规划，培养重要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只有不断克服困难，不断创新，才能走出一条属于中国自

己的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和绿色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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