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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2020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总体方案》。

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取得标志性成就，也使海南省成为

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标杆。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大计和借助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东风，海南省

不仅要有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标杆的战略气魄，还要有成为全

国生态文明教育榜样的宏图大志。正因为如此，建立一个提升人

们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展示海南生态建设成就、探索生态文明教

育新途径的生态教育基地，为全国生态教育做出示范已成为当务

之急。



  海南师范大学作为海南基础教育人才培养基地，始终承载着

立德树人的初心和使命，学校不仅有义务对青少年实施正确的环境

观、历史观、价值观教育，也有义务在全社会营造一个具有正确环

境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导向的教育氛围。

  为此，学校拟积极推动建设一个具有全新创意、以沉浸式体

验为特色“完全循环经济示范区与生态文明创新教育基地”完全符

合学校立德树人的初心，从而开拓生态教育新视野，大大提升青少

年乃至全社会的生态教育水平。项目建设不仅可为海南全民生态环

境教育做出贡献，还可为全国的生态教育作出表率。



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该思想的内核可概括为八大“坚持”和五大“体系”，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体系的基本框架。其中，生态文化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灵魂，生态经济体

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海南省被赋予“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重任，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也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新的战略机遇期，海南必须坚持和贯彻绿色发展

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进全要素、全过程的生态环境保护；加强生

态文明宣传教育，牢固树立生态文明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

化建设新格局，担当着推进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试验田和排头兵的新使命。

 现在，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已成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内

容，而不断创新生态文明教育也成为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新要求和新使命。

（一）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需要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效的生态环境教育。近年来，海南省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效。然而，由于受传统发展模式和人

类惯性思维的影响，区域内人地耦合关系不和谐现象依然严重。如海岸带白色污染比比皆是、垃

圾分类处理举步维艰、农业面污染治理困难重重等。

  众所周知，多年来，海南省在生态、环保宣传上做了大量工作，虽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人民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例如，海南省在全国最

先推广“禁塑”，但现在塑料制品照样在各类市场大规模流动。现在，传统的宣传已经达到了极

致，但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依旧我行我素，不能做到知行合一，说明当前的宣传方式在提升人们环

保意识上遇到了瓶颈，有些习惯只用传统的宣传教育已难以让人们改变，创新生态教育

模式已经成为必然。

美国心理学家施奈德在《唤醒敬畏：发生深刻转变的个人传奇》一书中指出，如果能让人们

对某件事情产生敬畏，往往可以让人发生深刻改变。因此，建设一个让人们能体验到环境危害并

能感受到切肤之痛的全新的、体验式的生态环境教育基地尤有必要，这也是从根本上、从人们思

想灵魂上提升人们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最佳途径。

（二）创新生态文明教育模式的迫切需求



 自人类迈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全球经济发展迅速，而这种经济的快速发展是通过资源

的大量消耗来实现的，在资源消耗过程中，其对环境的破坏与危害也是巨大的。

 所谓循环经济，简单地说，循环经济是在物质的循环、再生、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是一种建立在资源回收和循环再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

循环经济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

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对“大量生产、大

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

虽然循环经济已经提出了很多年，但其内涵与发展模式并不被大多数人

了解，人们很难体会这一经济模式下的生活状态。为了让民众切身体会什么

是真正的循环经济，从灵魂上唤醒民众的资源、生态和环保意识，也有必要建

设一个不同以往循环经济展示与教育模式的生态环境教育基地。

（三）感受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需要



 应该说，人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教育上不能做到知行合一，在某种程度上是

由于知之甚少所致。这是因为当前的生态文明教育，大多数没有对工、农业生产过程中环

境不友好行为对环境的破坏力进行量化展示，只是定性描述环境破坏的危害，没有给人们

造成灵魂上的冲击。

 建设一个“完全循环经济示范区与生态文明创新教育基地”，可以把现

代工业技术对环境的破坏力进行量化展示，使人们对环境破坏力做到知之甚

详，从而促使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教育”上实现知行合一，

以此实现生态环境教育的创新。以海洋运输过程中某次“石油”泄漏造成污染为例，“基

地”可以将石油泄漏后“石油”整个过程进行定量展示，定量展示的内容可以包括：“石

油”污染扩散速度，受污染的海水面积和深度，表层海水“石油”降解时间，对海洋生物

的影响，污染海洋生态恢复时间，对鸟类的影响等。

（四）工业技术环境破坏力量化展示的需要



三、拟建项目名称

  拟建的生态环境教育基地名称：《完全循环经济示范区与
生态文明创新教育基地》，以下简称为《示范区与教育基地》。



四、项目目标定位



《示范区与教育基地》的定位：

1. 全国完全循环经济示范科普教育基地

2.海南省多学科科学研究中心

3.海南省跨学科人才培养基地

4.现代工业技术环境破坏力的量化展示中心

5.海南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展示中心



  基地建成后，将成为全国大中小学学生、市民普及环保知识、

体验不同消费方式的科普教育基地，通过图文展示、情景示范、

沉浸式体验感受不同时间尺度下循环经济运行特点，从而从灵魂

上感受人地耦合过程，感受生产生活方式的不良行为对环境的危

害，感受环境危害对人类的反噬后果。

1. 全国完全循环经济示范科普教育基地



  基地保持学术开放，集聚国内外一批科研人员开展“环境友

好型社会”“循环经济”“环境保护”“人地耦合关系”理论与

实践的多科学相关研究，开展“环境友好型新技术”“环境友好

型新材料”“环境友好型产业”的开发与应用研究，鼓励研究人

员致力于跨学科融合研究，同时将更多的有关环境友好型经济、

社会研究成果融入展示中心，也使基地成为相关研究成果的推广

中心。

2.海南省多学科科学研究中心



  基地将成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与实践基地，吸引大批本科

生、研究生在老师指导下到基地进行学习和调查研究，同时，在

基地可开展生态破坏与修复、人地耦合关系、环境友好型经济发

展模式、人类生产、生活发展与自然关系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借

助基地将为社会培养一批人才。

3 .海南省跨学科人才培养基地



  基地将通过多种方式（图片、影像、模型模拟、实地探测等）

从定量的角度充分展示现代工业技术对环境的破坏力，定量展现

由于此类环境危害对人类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如切尔诺贝利

核泄漏事件，造成多少人死亡、导致多少土壤污染、导致多少粮

食损失等，通过量化的数据让人们感受环境友好技术的重要性。

4.现代工业技术环境破坏力的量化展示中心



  海南省肩负建设“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的重任，近年来，

海南省在生态建设方面取得诸多成就，基地将成为“国家生态文

明示范区”的窗口，对外展示海南生态建设成就。

5.海南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展示中心



五、项目建设思路



项目建设思路

生动的图文展示

主线：资源消耗与产出及其与自然的耦合关系

情景形象示范 虚拟体验、沉浸式体验



六、项目建设内容



教育基地采用功能分区模块，规划建设8个功能区

（一）一年周期循环经济区

（二）百年周期循环经济区

（三）万年周期循环经济区

（四）百万年周期循环经济区

（五）百万年以上周期循环经济区

（六）海南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展示区

（七）环境友好技术的开发与研究基地

（八）闲置物品循环利用交易中心与生态税示范区

项目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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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循环经济区总体布局



● 区内采用的工业和技术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就地实现完全生态修复。

不同时间限定的周期循环经济区



 主要建设一个海南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展示馆。

 展示内容：从人地耦合这一全新的角度出发，展示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与资源、

环境的耦合关系。重点展示明、清、民国到建国后的1950-1980年代、1980-2000年，

2000年以后不同阶段人地耦合情况，展示不同阶段区内生态环境情况，最终突出

2000年后生态文明建设成就（包括“六水共治”与海南省水环境治理成果；“六个

严禁两个推进”与海南大气质量治理成果；“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生态环境

治理成效；装配式建筑应用、电动汽车的推广、清洁能源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展示将贯穿明、清、民国到建国1950-1980年代、1980-2000年，2000年以后不同阶

段人口变化，分析各阶段人口对资源的需求，探讨区内人们为了满足自己需求对自然的破

坏情况。即以时代为横轴，介绍人口增长—人口需求—自然破坏三者的耦合关系。最后，

介绍不同阶段对环境保护的认识过程，最终展示保护取得的成效。

海南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展示区



在园区内建设一个“环境友好技术的开发与研究基地”。研究基地将聚集生

态学、经济学、地理学、物理学、历史学、化学等多学科科研工作者，开展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相关理论研究、环境友好技术开发研究（如环境友好新材

料研究、环境友好新工艺研究等），在基础理论上开展跨学科研究，在技术领域上

不断创新技术和新产品，同时培养一批跨学科专业人才。

环境友好技术的开发与研究基地



本区主要接受居民生产、生活中购置的闲置物品。由物品提供者评估其使用

价值V，由中心评估其无害化处理成本C。中心向供物者收取成本C，即生态税，若有买者

需要该物品，则向基地支付价值V,同时中心将生态税C转交给买者。中心将收取的价值V之

50%返还给供物者，50%用于中心的日常运转。此举意在使各类产品能得到循环利用，并能

提醒人们物品的无害化处理需要成本，让人们养成循环利用的习惯，不产生更多的垃圾。

闲置物品循环利用交易中心与生态税示范区



感谢您的观看，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