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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 ， 实现绿色发展方式的转型是资源枯竭型城市振兴的
一种新路径 。 以

徐州市贾汪区为例 ， 分析 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特征和转型难点 ， 结含城市转型的实践探索 ，
提

出
＂

资源再造
＂

的绿色转型条件和内涵
，
强调绿色循环的废弃资源再利用和利用生态优势资源形

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 进而探讨了绿色转型的关键对策 ， 通过融入区域发展的方式弥补产业、 人才 、

科技等方面短板 ；

分类引导生态修复和再利用 ，
形成新的城市价值空间 ；

从传统工矿区转向现代

化城市 ，

解决历史遗留的民生保障问题 ；

多层面多途径创新转型政 策支撑
，
从

“

输血式
＂

政策转

向增强
＂

造血
＂

功能的激励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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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０ ７ 年国务院 印发了 《 关于促进资

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 ， 其后

于 ２００８ 年 、 ２ ００９ 年 、 ２０ １ １ 年 确定 了６９

个城市作 为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

发展试点城市 ，
２０１ ３ 年发布 了 《 全 国资

源 型城 市可持 续 发展 规划 （
２０ １ ３

－

２０２ ０

年 ）》 ， 推动 资源型城市转型成 为促进区

域 协 调发 展 、 维 护 社 会 和谐 稳 定 、 建

设 生态 文 明的重 要任 务 。 资源 型 城市

转型面临着资源 长期依 赖 、 单
一

发展路

径 、 过度开釆带来生态环境破坏 、 产业

１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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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后民生保障压 力 大等 问题 。 在转型

实践中 ， 有的城市若干年来依 然无法走

出 困境 。 资源型城市包括成长型 、 成熟型 、

衰退型等类型 ， 对于衰退型的 资源枯竭

城市 ， 其转 型迫在眉睫 ， 寻找接续替代

产业 、 治理遗留环境 问题显得 更 为 迫切。

资源型城市转型主要 包括经济转型 、 城

市转型 、 生态环境治理等 方面 ， 相 关研

究认为 应建立 自 主 创 新 、 低碳 产业体 系

［
１

］

， 建设 紧凑型的区域空 间结构
［
２
］

， 促进

产城互动和城 乡 一体化发展
［
３
］

， 强化环

境治理的政府责任
［
４

］

等 。 加快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 ， 坚特绿色发展 、 建设美丽中 国 ，

是党的十 九大报告做 出的重大 战略部署 。

在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 ， 绿色 发

展模式为 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 了新 的路

径可能 。 针对资源枯竭型城市 的发展特

点 ， 深 化相关理论研究 ， 结含城市 实践 ，

探讨绿色发展的转型对策 ， 可 以 为其他

同 类型城市提供借鉴 。 徐州市贾汪 区是

江苏省唯
一的资源枯竭城区 ， 是资源型

城市转型的典型代表 ，
自 ２００ １ 年开始转

型 ，
经过十几年的实践 ， 探索 出

一

条煤

炭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路径 ， 其釆煤塌

陷地治理、 生态修复在全国具有 示范效

应 。 本 文以 贾汪ｇ 为 例 ， 从绿色发展视

角探讨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对策 。

１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困境

１ ．１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特征

资源型城市是以本地 （Ｅ矿产等自然资

源开釆、 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 ，

一

般经

历成长 、 成熟和衰退的过程 ， 当矿产资源

开发面临衰退或枯竭时 ，
便成为资源枯竭

型城市。 由于过度依赖资源开发 ， 往往产

业结构单
一

／高耗能、高污染
”

产业占比高。

据统计 ，
全国资源型城市釆掘业占二次产

业的比重超过 ２０％
［
５
］

， 部分地区开发强度

过大
， 资源综含利用水平低。 资源过度开

釆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 问题 ，
以煤炭开

釆为例 ，
大量的烟尘微粒排放 ， 造成空气

质量差 ， 遗留大面积的釆煤塌陷区 ， 导致

周边居民反复搬迁 ， 废弃露釆宕□也存在

崩塌等地质灾害隐患
［
６

］

。 徐州 市贾汪区距

离主城 区约 ４０ｋ ｍ （
图 １ ） ， 曾 经由于长期

对煤炭资源过度依赖和开釆 ， 造成耕地损

毁、 房屋开裂 、 生态破坏等问题 ，

＂

黑 、 脏、

乱
＇ ’

触 目惊心 ， 釆煤塌陷地面积达 １ ３
．
２３

万亩之多 ， 占徐州全市釆煤塌陷地的 １／３ 。

按照
“

先生产
一

后生活
”

的模式 ， 资源型

城市往往由矿区发展而来 ， 城市功能单
一

，

基础设施较为滞后 ， 公共服务功能大量缺

失。 贾汪医最早是因贾汪煤田 的开采、 人

□逐渐增多形成的城镇 ，
空间格局基本围

绕煤矿拓展 ， 是典型的工矿区 （
图 ２

）。 为

了避让釆煤塌 陷区 ， 城镇空 间 分散布局 ，

空间 区位远离徐州主城区 ， 交通联系不便 ，

公共服务设施严重不足。 当资源逐渐枯竭

时 ， 城市则被迫转型 ， 需要解决资源依赖

和过度开釆遗留的诸多问题 。

１ ． ２ 转型面临的 困境

１ ． ２ ． １ 资源过度依赖的转型困境

资源濒 临 衰 竭后 ，
直 接 受影 响 的

是 以 资源 开釆 和 加工 为 主 导的 支柱产

业
，
而过于单

一的经济 结构很难在短期

内 转 型。 经济转型的 核心为寻找接替产

业
， 通常有两种方式 ：

一

是 以 既有产业

为基础 ， 延伸产业链 ， 由初级加 工向精

深加工转变 ， 提高产 品的附加值。 例如

煤炭产业链延伸 ，
包括煤 电化 热

一

体化 、

下游高端和精 细化 工产品等 。 但 在煤炭

产能过剩 、 煤化工产业陷 入亏 损的宏观

经济 背景下 ， 依靠产业 内部转 型无法从

根本上解决单
一

产业结构问 题 。 二是拓

展新的产业领域 ， 脱离原有的 资源型产

业
， 建立更 具活 力 、 更可持续 发展 的新

兴产业体系 。 这对于
一

些 产业 零基础的

资源型城市来说难度较大 ， 城市 的硬件

基础设施条件不具备 区域竞争 力 ， 资源

枯竭本 身已 经带来经 济的衰退 ， 难 以吸

引 优质企业的入驻 。 新兴产业的选择需

要城市重新审视 自 身的优 势 资源 ， 并在

人 才 、 设施、 政策等 多方面给予 良好的

支撑 ， 才能逐步实现产业多元化转型 。

１ ． ２ ．２ 环境治理、 民生保障的高昂成本

资源枯竭型城市 为区域经济建设做

出 了重 要贡献 ， 但资 源开釆受国家政策

影 响 ， 矿产企业的相 关税费多 数上缴到

中 央和 省级政府 ， 剩余 留 下或 真正返还

于 地方的较 少 。 城市需要承担资源过度

开 釆带来的
一

系列生态环境破坏的 后果 ，

包括釆煤塌陷 医的治理、 水环境治理等
；

需要解决资 源型 产业衰退带来的
一

系列

民生 问 题 ， 包括矿 区职工的再 就业 、 塌

陷 区 内 村庄搬迁和失地农民安置 、 工矿

居住 区衰退 后的棚户 区改造等 。 这些都

绾地方政府带来了 高昂的转型成本 。

１ ＿２ ＿３ 从
＂

工矿区
”

至 ｉ

ｊ城市的空间转型压力

资源型城市通常依托工矿区布置相

关居住、 公共服务设施 ， 城市空间 围绕

矿 区 、 从属产业和家属 职工区延伸拓展 ，

往往形成分 散的空间结构 ， 各片 因 间联

系较 少 ， 每个相对独立的片 区 配套设施

功能 不完整 ， 基础设施建设滞 后
［
７

］

。 资

源枯竭后的经济转型也需要城市空 间优

化重构的支 撑。 衰退的 工矿企业需要腾

挪 ， 承载新兴产业用地空 间
；

大面积的

塌陷地 占用耕地 ，
也侵 占了 有限的城市

建设用地资源 ， 需要强化空间 治理 ；

旧

城区密集的棚户 区 限制 了城市居住功能

的提升 ； 教育 、 医疗 、 交通等设施条件

亟待改善 ， 才能依靠宜居环境吸引 优秀

人才 ， 为 产业转型提供 人 才保障 。 资源

枯竭型城市面临着经济转型 和城市功能

转型 、 空间转型的多重挑战。

２ 绿色发展 ：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新路径

贾汪 区 有着 １ ３ ０ 年 的煤炭开釆史 ，

曾 经也遭遇 了诸 多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各

种 转型 问题 ， 也经历 了转型的波折 ， 但

最终探 索 出
一

条绿色 发展 的转型 道路 ，

逐步实现了 产业结构变 轻、 生态环境变

美、 城市功 能变优 ， 其 转型 实践 为 资源

１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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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竭型城市走出困境提供了研究范本 。

２ ．

１ 案例区域转型的概况

２００ １ 年 发 生
＂

７
？

２２

＂

矿 难 事 故 ，

贾汪 区 １ ２０ 座 乡 镇小煤矿 被永久性 关 闭 ，

作 为主 要经济支撑的煤炭产业受到重创 ，

贾汪区 失去近 ３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 ３ 万

人失去就业岗 位 ， １ ／３ 的财政收入 也不复

存在 ， 大 量的釆煤塌陷区 有待治理。 之

后 ， 贾 汪区确立了
＂

产业强区 、 生态立区 、

旅 游富 民
＂

的转型路径 ， 寻求生态优先 、

绿 色 发展的转 型 出 路
［ ８ ］

。 ２０ ０６
－

２０ １ ７ 年
，

贾汪 区 Ｇ Ｄ Ｐ 由 ６５ ． ９０ 亿 元 上升 到 ３２３ ． ７ ５

亿元 ，
三次产业 比从 １ ０ ． ５ ：５５ ． ０ ： ３ ４ ． ５ 调整

到７
．６ ：５０ ． ３ ：４ ２ ． １ 。

引 导传统产业切实提高技 术 、 装备

和环保水平 ，
积 极培育壮大新材料 、 新

能源 、 生 物医药等新兴产 业。 全力 补齐

民生短板 ， 改造提升老城区 ， 先后改造

棚户 区 ３ ６０ 万 ＃
， 建设 ２２ ８ 万 Ｖ 安 置房 。

有序 引 导城 市空间 ， 促进紧 凑 发展 ， 新

老城区 公共 服务 、 文化敘 育 、 医疗 卫生 、

商贸流通 、 休闲娱乐等功能 日 趋完善 （
图

３ 、 图４
）
〇

加强对釆煤塌陷区 的生态修复 ， 打

造湿地 公 园 。 其 中最 典型 的为 潘安湖湿

地公 园 ， 是全国 区域 面积 最 大 、 生 态修

复 水平最高 的塌陷区 生态修复 工程 ， 进

行 了平整土方 、 填方 、 表 土剝离 、 坑塘

整修 、 河道 清淤等治 理 ， 将低产 田 甚至

是 绝产 田 整治成
＂

田 成方、 林成网 、 路

相 通 、 沟相 连
＂

的高 效 农 业 示 范 区
［
９

］

。

重 新整含原 本分散 、 占地 面积 大的村庄

旧 址 ， 建设 农 民 公寓 、 新型社 区 ， 有效

改 善塌陷 区 村 民居住环境。 此外
，
对釆

煤塌陷 区范 围 内 废弃的存量建设用 地进

行 复垦 ， 加 强资源再利用 。 据统计 ， 截

至 ２０ １ ７ 年底 ， 全区塌陷地治理总面积 ６

万 余亩 ， 再 造耕地 ５ 万余 亩 ， 置换建设

用地指标 ２ 万余亩 。

积极 塑造 以 山为 邻 、 与 水 为 伴 、 依

山 抱水的城市特色 。 重点打造督公湖 、 凤

鸣海等系列水利景观工程 （
图 ５） 。 曾经

山体的岩石裸露率高达 ５０ ％
， 先后实施的

两轮
＂

进军荒山
＂

计划 ， 绿化荒山 ３ 万亩

全区森林覆盖 率提高到 ３０％
［
７ ］

。 集聚 了 ； 番

安湖 、 大 洞 山 、 督公 湖 、 凤鸣 海 ４ 家国

家 ４ Ａ 级景区 ， 卧龙泉 １ 家国家 ３ Ａ级景区

成为 全国休 闲旅 游示范 区 。 发展高效 农

业 产业 园 ， 兼 具休闲 观光和苗木培 育 等

功能 ， 打造 乡村旅游精品景 点。 ２０ １ ７ 年

到贾 汪旅 游的游客达 到 ７ ７０ 万 人 次
， 实

现综含收入 ２３ 亿元 。

２ ． ２ 绿色转型路径探讨

２ ． ２ ． １ 资源枯竭型城市绿色转型的条件判

断

资源枯竭型城市要实现绿色转型 ，
应

当 努 力寻找适 宜绿色发展的各 种优 势资

图 １ 赀汪区空间区位 图２ 贾汪区 旧貌

图 ３２０ ０６年 、
２０ １ ７年贾汪区城市空间变化

１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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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现在的贾汪区城市面貌图５ 凤鸣海景区

源条件和转型契机。 具备优质的农业资源 ，

可 以发展农业全产业链 ， 对农产品进行精

深加工 ， 促进农民致富 ， 改变传统城乡二

元结构 ； 优质的山水资源可 以拓展旅游业 ，

由此带动相关服务业发展 ，
改变第三产业

发展长期偏弱的状况 ； 新兴产业的壮大离

不开整体区域产业发展环境。 转型契机取

决于区域整体的发展水平 ， 较高的居民收

入才能支撑旅游休闲 、 乡村民宿等消费型

经济 ， 高品质宜居环境的追求才能促进 自

然生态资源的创 新利用 ， 绿水青山才能变

成金山银 山 。

贾汪区在转型初期 ， 并未认识到自身

的绿色生态优势 ， 依然延续工业内 部转型

模式 ， ２００ １
－

２００５ 年间引 入大量的重工业

企业
， 造成了土地粗放使用 和空间无序发

展
，
之后在 ２０ ０９ 年确立了

“

生态立区、 旅

游富民
＂

的发展思路 ，
开启 了绿色 转型

发展之路。 历史上贾汪区就以水资源丰富

闻 名 ， 城 区三 面环山 、

一面临水
，
境 内

文化遗存丰富 ， 拥有百年历史的万亩石榴

园 、 桃园等 ， 乡村民俗凤情独具特色 ， 这

些为绿色转型奠定了资源基础 。 此外 ， 贾

汪 区所在的徐州市， 自 ２０１ １ 年京沪高铁

开通运行后 ， 成为 区域重要的高铁交通枢

纽 ， 拉近了与周边城市的时空距离 ，
加快

了区域旅游 、 商业服务等区域
一体化进程 ，

贾汪区作为徐州后花园 ， 具备了较好的区

域旅游客源优势。 而且徐州 自身形成了装

备制造、 新能源 、 食品加工等一批区域影

响 力较大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
为贾汪 区

承接城市先进制造业转移提供了条件。 因

此
， 对于自 身具备良好的 自然生态资源优

势 、 依托的区域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和休 闲

旅游需求的城市更适宜绿色发展的转型路

径 。

２ ．２ ． ２ 从
＂

资源枯竭
”

到
＂

资源再造
＂

的绿

色转型路径

贾汪区的成功转型提供了资源枯竭型

城市振兴的绿色发展范式 ， 围绕
＂

绿色生

态
”

， 从产业、 空 间 、 环境等方面践行绿

色发展理念 ， 构建了绿色工业体系 ， 打造

山水城市的绿色开敞空间 ，
逐步完善城市

功能弥补基础设施短板 ， 加强环境治理清

退污染企业 ，
彻底改变煤城矿 区的煤尘污

染等 问题 ， 走出
一

条
＂

产业转型 ＋ 环境重

塑
＂

的转型发展之路 。 针对资源枯竭的现

状和遗留问 题 ， 强调本底修复的再利用和

资源特色的再挖掘 ， 从根本上提升城市造

血功能 ， 变
＂

资源枯竭
＂

为
＂

资源再造
＂

。

一方面 ， 探索传统资源依赖的转型路

径 ， 树立循环利用的资源观。 按照绿色循

环的方式促进传统产业升级 ， 建设循环经

济产业区 ，
形成纵向闭含、 横向联系的产

业链结构
［

１ （）
］

。 关停取缔拆除落后或过剩

产能企业 ， 整含相关工矿废弃地 ， 积极改

造拓展工业空间
；

同 时挖掘其他资源 ， 拓

展产业新领域 ； 加强与大型矿产企业含作 ，

共同 开发存量土地资源 ， 鼓励非资源型产

业转移。 贾汪 区的石灰石资源在整个淮海

经济区储量最大、 品位最优 ， 可引入大品

牌水泥生产企业
；

与徐矿集团在产业转型、

棚户区改造、 土地资源盘活、 医疗资源利

用等方面幵展含作 ， 推进矿地协同转型发

展 。 对于大面积的釆煤塌陷区 ， 在生态环

境调查的基础上 ， 分类制定塌陷地复垦利

用的掊施 ， 通过生态修复转变为农 业用地、

湿地公 园等 ，
也为城市建设争取更多的可

利用空间 。

另一方面 ， 深度挖掘 地 区优 势 资源 ，

从特色镇 村、 特 色景 观、 特色文化 等方

面
， 探索将开敞空间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

为经济发展动力 。 依托区域良好的先进制

造业基础 ， 承接产业转移 ， 发展新兴接续

替代产业 ， 解 决了失业矿 区职工再就业 问

题。 积极营造 良好的城市宜居环境 ， 在污

水截流的基础上 ， 通过调水 、 清游、 恢复

湿地等工程措施重构城市内河水生态系统 ，

修复内河生态功能 。 加大休闲观光农 业投

入 ， 修复青山绿水 。 贾汪区为满足部分重

点企业卫生防护距离以及改善群众生产生

活条件 ， 先后对企业卫生防护距离内的村

庄居民 实施搬迁。 构建
＂

河湖相通、 山水

相融
＂

的开敞空间 ，建设美丽乡村 ， 实现
＂

旅

游兴城
＂

［
１ １

＿

１ ２
］

。

？

； 番安湖湿地公园建成 以来 ，

拉动了方圆几十公里区域内经济发展 ，
周

边 的马 庄村 内 ６０ ０ 余户 ２０００ 多名村民原

来大多以煤为生 ， 现依靠湿地公园旅游发

展 多种经营
，
香包手工制作被确定为 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 中药香包已成为 区域

１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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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旅游产品 ， 带动当地村民创业就业 。

３ 绿色转型的关键对策

３ ．

１ 依托核心城市融入区域发展

将城 市融入 区域发展格局 ，
吸 纳区

域产业转移 ，
借 力区域的人 才优势 ， 承载

区域绿色发展功能 ， 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绿

色转型的捷径 。 贾汪区并不是狐立地独立

转型 ，
而是充分借用 了徐州 中心城市的扩

散带动作用 。 与徐州经济开发区加强战略

含作 ，
共建工业园区 ， 由赀 汪区提供工业

用地、 基础设施和劳动力供给 ，
经开区给

予项 目
、 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 承接产业转

移。 经开区 的大企业 、 大集 团的产业配套

项 目在贾汪区 落户 ， 促进了其接续替代产

业的形成 。 在科技支撑方面 ， 徐州具有较

强的教育科研优势 ， 拥有 １ ０ 所普通高等

学校 ，
贾汪区与中国矿业大学 、 徐州工程

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含作 ， 在釆煤塌陷

区治理、 高端装备制造等方面 获得较强的

科研支撑 。 贾汪区针对地处城郊 、 拥有较

好的山水生态资源和农业资源的特点 ， 打

造徐州城市后花园 ， 服务于徐州市乃至固

边更大区域的居民旅游休闲 。 据统计徐州

旅游 景区安徽、
山东游客占比达 ４４ ％

， 番

安湖每年游客的接待量达到百万人次。 贾

汪区成为徐州建设区域文化旅游中心的功

能拓展区 ， 通过承载区域服务功能促进绿

色转型的成功。

３ ． ２ 资源过度开采后的生态修复和再利 用

面对资源过度开釆后遗留的生态环境

问题 ， 在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应强化空间再

图 ６ 改造前 与改造后的瀋安湖釆煤塌陷地

利用 ，
形成新的价值空间 。 以釆煤塌陷区

为例 ， 按照
＂

宜耕则耕 、 宜渔则渔 、 宜建

则建、 宜生态则生态
＂

的原则釆取分类治

理改造和综含利用的方式 。 远离城镇 、 塌

陷深度低于 １ ．２ｍ 的地区 ， 复垦条件好的 ，

通过土地整治 ， 可进行农业种植 ， 打造观

光农业 区 ；

塌陷后形成水面的 ，
可发展水

产 养殖。 塌陷深度较大的地区 ，
常年积水 ，

可建 设平原 水库或改建成 湿地公 园 ， 贾

汪 区
； 番安湖湿地公园就是集基本农田 整理、

釆煤塌陷区 治理 、 生态环境修复、 湿地景

观开发于
一

体的釆煤塌陷地综含治理工程

（
图 ６

） 。 适宜建设用地再利用的地区 ， 通

过向釆煤塌陷地注入粉煤灰与水泥混含浆

的方式 ， 使釆空区地面不再沉降 ， 转换为

城镇建设用地。 贾汪区 最早釆用 了这种治

理改造技术 ， 拓展建设用地空间 ，
并通过

土地级差地租嬴得城市建设资金 ， 其治理

改造成本约每亩 ６ 万元
，
以经营性用地出

让每亩可以超过 １ ０ ０ 万元
， 获得的土地收

益再用作塌陷地居民安置、 基础设施改善

等。 韩桥煤矿塌陷区 范围内建设了
一

批高

质量安置房和生活广场等便民利民设施。

对于废弃矿山宕口 ， 在边坡治理、 土

地平整 、 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的基础上 ， 釆

用 喷播 、 挂网等技术进 行复绿 ， 临近旅

游风景 区 或具 备发 展特色旅游 的废弃矿

山
，
可以进行 山景 、 水景 、 人文景观的再造。

通过对矿山宕□实施修复 ，
把釆矿废弃地

转化为独特的景观区 ， 成为居民休闲的城

市公 园 。 此外 ，
具有悠久历史的 旧煤矿遗

址也是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 ， 在保护

修复的基础上 创新文化业态 ，
可 以成为 城

市煤矿文化展示、 体验的载体空间。 贾汪

区韩桥煤矿有着百年历史 ，
见证了近代煤

矿工业的发展 ，
２０ １ １ 年被 列 入省 级文保

单位 ， 对文物建筑开展保护修缮 ， 打造成

开放式工业遗址文化公园 （
图 ７

）
。 其他煤

矿工业建筑遗存可以改造为城市文化创意 、

娱乐休闲的活力空间 。

３ ． ３ 宜居宜业的城市空间 改造提升

经济转型需要对应的城市空间 转型

支 撑 ， 实现从工矿区 到现代化城市 的转

变。 对于衰退的矿区 ， 通过整含分散的用

地
，
形成独立集緊的工业区承载传统产业

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 。 建立快速通达的交

通体系 ，
加强与核心城市的联系 ， 促进区

域人才 等要素的流动 ，
也为旅游发展提供

便捷的旅游交通支撑 。 同时提升城市居住、

公共服务功能 ， 补上基础设施欠 账 ， 推进

衰退的工矿居住区棚户区改造 ，
完善医疗 、

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 ， 解决 资源枯竭后的

民生保障问题 ， 通过营造宜居宜业环境吸

引优质人才居住 ， 形成有利干转型的城市

环境。

贾 汪区改变原有依托矿区形成的分散

空间结构 ，
形成徐州工业园区 、 潘安湖科

教创 新区 、 双楼保税物流园 区 、 现代农业

产业园 区 、 大洞山旅游度假区 ５ 大功能片

区
，
与经济转型同步重构城市空间 。 工业

空 间充分利用原先因 破产关停的各类矿山

企业存量建设用 地 ， 通过转让、 复垦、 置

换等方式予 以重新利用 ， 徐州工业 园区利

用 ５０ ００ 亩工矿 废弃地和 釆煤塌陷地改造 ，

图 ７ 改造后的韩桥煤矿

１
０４



绿色发展 ：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路径探索
——基于徐州市贾汪 区的实证 丨 郑文含

建成高标准厂房和园区道路 。 整含煤矿企

业办社会职能移交地方政府管理后的各类

设施 ， 将基础设施 、 公共服务设施纳人徐

州 中心城区统一规划布局 ， 实现供水 、 供气 、

供暖同网 同价和一体化管理 。 贾汪老城区

改造 ， 重点推进棚户区改造、 道路和小街

巷改造 以及小区环境综含整治等 。 贾汪区

最终从
＂

脏乱差
”

的工矿区 转变为 功能完

善的城市新城区 。

３ ． ４ 创新的转型政策支撑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生态环境治理 、 矿

区居民安置、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

投人大量的物力 、 财力 ， 仅仅依靠财政转

移支付的输血式支持 ， 难以承担高昂的转

型成本 ， 必须形成增强
＂

造血
”

功能的政

策激励机制 。

在转型 过程 中 ， 利用 先期开展 的实

践
，
以区域示范试点的形式多元化争取上

级政府的政策支持。 贾汪区转型黄金期的

转折点就在于 ２０ １ １ 年纳入国家第三批资

源枯竭城市名录 ，
也是 ＞１苏省唯

一入选的

城市， 国 务院 、 江苏省人 民政府先后出台

了支持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

政策 ， 其后徐州市也发布了市级专项政策

支特其发展。 此外 ， 徐州也是全国首批工

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试点城市。 由此可以争

取更多的国家、 省级专项资金、 重大项目 、

土地利用指标的倾斜和政策优惠 。

创新土地、 产业、 金融政策 ， 发挥政

府管控、 市场调控作用 ， 调动企业积极性 。

釆煤塌陷地按 照
＂

谁开发、 谁受益
’ ’

的原

则 ，
制定鼓励单位和个人进行塌陷地复垦

的政策。 加强与矿业集团合作 ， 按照互惠

互利原则 ，
共同开发利用工矿废弃地资源。

例如贾汪区对已授权徐矿集团经营的土

地， 在使用年限内可作价出资 、 租赁或转让 ，

对改变土地用途的 ，
列人政府土地储备计

划 ，
上市出让的净收益

， 地方政府与徐矿

集团按比例分享。 面对釆煤塌陷地带来的

耕地锐减 ， 考虑资源开釆为 国家 、 区域作

出的经 济贡献 ， 争取适 当核减耕 地保有

量和基本农田面积 ， 省级 以上分配的生态

补偿转移支付向资源枯竭型城市倾斜。 产

业政策方面 ， 工业人驻制定负面清单管理

制度 ， 健全环境容量管理制度 ，
设立产业

发展基金 ， 支持初创 期、 成长期的科技企

业发展 。 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渠道 ， 设立促

进转型的专项贷款 ， 优先满足塌陷地治理、

棚户区改造、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信贷需

求 。 出台职业培训 、 社会保险补贴、
小额

担保贷款等就业再就业扶持政策 ， 支持衰

退转型期失业人员的再就业。

４ 结语

资 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关键在于从

资源依赖转向提升造血功能 ， 绿色发展方

式提供了一种新的转型可能 ， 让良好生态

环境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 ，

包括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强化 本底生 态

修复 、 利用开敞空间的特色景观资源推动

旅游发展等 。 对于衰退的资源型产业、 遗

留的生态损坏空间 ，
可 以创新再利用 ， 从

循环经济角度促进传统产业的升级 ， 釆煤

塌陷地、 废弃工矿用地通过分 类改造利

用 ， 转换为城市建设、 农业生产、 湿地公 园 、

文化展示等新的价值空间 。 同时挖掘 城市

新的可利用资源 ， 依托良好区位 ， 借助区

域产业转移 ，
设立环保门槛 ， 形成绿色的

接续替代产业
；

打造 山水特色空间 ， 发展

生态旅游 ， 利用农业资源 ， 将观光农业与

乡村振兴融含 ； 提升城市服务功能 ，
补足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 从传统工矿区

向现代化城市转变 ，
为产业转型、 民生保

障提供支撑。 此外 ， 可以利用 转型试点争

取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政策支持 ， 在土地 、

产业 、 金融等方面创新政 策机制 ， 形成有

利于转型的政策环境。 资源枯竭型城市摆

月兑资源依赖 ， 是一个长期的转型过程 ， 采

煤塌陷地治理、
工矿废弃地改造、 宜居宜

业的城市环境营造、 历史遗留问题的彻底

解决 ，
还需要不断探索新路径和机制 ， 有

待下一步的深化研究和实践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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