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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周毅博士新世纪力作《中国西部脆弱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针对

中国西部脆弱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结合国家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运用生态

学、系统科学和生态经济学理论及其跨学科研究方法，对中国西部脆弱生态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系统研究，其主要贡献和理论价值如下：

一.主要贡献

1.自然力主因与人为力诱因及其矛盾动因研究。研究在经济高速增长中，西

部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与各子系统互动的内在原因、外

部压力及加权效应；揭示自然系统波动的突变性、随机性与人类系统的稳定性、

保守性矛盾的导火索；增长型经济系统对自然资源需求无限与稳定型生态系统对

自然资源供给有限的基本矛盾，尤其是人类活动方式和强度对脆弱生态系统变化

影响的反馈机制。

2.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辩证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研

究。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基础，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目的，人口与环境

可持续发展是前提，人口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是中国西部脆弱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的条件和终极因素。分析西部脆弱生态系统运动发展的良性、中型和恶性循环不

同性质，描述西部脆弱生态系统被人口增长压力突破后表现出矛盾滞后性、影响

的多重性和经济陷于衰退。说明人口增长对土地、淡水、森林和矿产等资源、环

境的压力，不仅来自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而且来自每个人资源消耗增长，在人

均资源减少过程中显示强烈的加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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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持续发展的“适度人口”研究。遵循可持续发展本质规律，全方位

（所有要素及其关系）、多视角（历史、现在、未来连续的），定量研究可持

续发展的适宜人口条件；定性研究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适宜系统条件；提出符合

可持续发展需求的适度人口思想。既不是经济适度人口，也不是社会福利适度

人口，而是以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诸要素作为标准衡量

的适度人口，即可持续发展的适度人口；设计可持续发展适度人口的“度”模

型，勾勒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方向、途径、程度和机制，从而

把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究竟起何作用问题的认识引向深入。

4. 经济贫困与生态脆弱相关性研究。运用区域GDP与西部自然条件各变量相

关性回归模型，描述西部生态脆弱性基质与荒漠化景观形式相互关系、演化机理

及成因，透视西部生态脆弱性与经济贫困因子相关性：变动率大的界面性气候与

季节性约束强的种植业矛盾；易变化的脆弱生态环境受到高人口增长率冲击；市

场发育不足制约生态脆弱带；政策调控方向不当或力度不够影响生态脆弱带经济

发展和环境变动。

5.生态功能区划相关问题研究。生态功能区划是根治中国西部脆弱生态环境

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根据区域资源生态环境发展不平衡导致矛盾的特殊性，划分

中国西部生态脆弱带类型及特殊生态问题区。解决中国西部脆弱生态环境问题方

案，只有在完成分类及比较之后才可能真正提出和付诸实施。

6.人口、资源、环境系统内部稀缺性与人类行为外部扩张性效应研究。将西

部典型生态脆弱带置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中，全面分析

该系统客观规律、社会条件、结构、功能、特征、分异、发展方向、演化机理和

区域效应。剖析目前中国西部非持续发展的积弊、成因，以及亟待解决的关键问

题，解答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与环境保护的三效益平衡问题，构造经济发展和自

然生态发展相互适应、演化及保持平衡的良性循环模式，勾勒中国西部脆弱生态

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理论框架，建立生态脆弱系统调控与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及政

策保障机制。提出“生态利益第一论”和“数字化生态系统”、“公平优先论”

和“双赢技术评价体系”，以及“双向视角观察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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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继民主、科学后人类第三次大觉醒，是对自己发展历程

的深刻反思，既是国际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又是科学理论前沿聚焦热点。

而生态环境脆弱性制约可持续发展；且作为东部生态屏障，中国西部绝大多数省

份位于生态环境脆弱区，既是资源环境问题突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转型

任务紧迫的区域，又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人地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天然实验

室”。因此，西部脆弱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广阔的应

用前景。

1.有利于缓解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资源约束性矛盾。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

推进，中国西部以广阔的腹地、丰富的资源日益成为21世纪中国乃至世界重要战

略区域和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支点。然而，作为东部生态屏障，中国西部绝大多

数省份位于生态环境脆弱区，高寒、沙漠、黄土和喀斯特等四大脆弱带主要分布

在西部。单纯消耗自然资源和追求经济数量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日益威胁着自

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同时，自然资源的退化和枯竭又阻碍经济发展，在中国西部

生态脆弱地区表现尤为突出。支撑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制约环境利用

的自然灾害频繁，人类活动诱发的土地沙漠化、草地退化、河湖水质恶化、生物

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呈现普遍脆弱，局部改善，总体恶

化特征，直接影响我国西部以资源基地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格局。面对我国资

源短缺、人口剧增、粮食安全等重大社会问题，西部生态环境改善有助于缓解我

国社会经济发展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2.“天然实验室”的研究有助于理论创新与学科融合。从现代科学发展自身

需求看，中国西部区域以深居内陆地理区位、干旱大陆性气候、山盆相间地貌格

局、广泛发育的内陆河流域、荒漠性的土壤植被与我国东部季风区形成鲜明对

比，在全球高原山地类型中也显具特色。同时，区域巨型山盆体系下的山地生态

系统垂直差异明显，荒漠类型复杂多样，绿洲景观特色鲜明，是研究山地、绿

洲、荒漠生态系统的天然实验室。深入系统研究这个独特的生态环境区域单元，

将会极大地促进多学科交叉与融合，实现区域生态环境研究的理论创新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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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完善我国生态环境科学，提高我国在环境科学领域研究的国际地位。

3.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依据。目前生物多样性减少是全球主要环境问题之

一。UNEP《在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中给出定义：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组成

系统总体多样性和变异性，包括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其

常用评价指标是物种丰富度，即一定面积内物种总数目。处在生物群落交错区的

生态脆弱带是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国际性行动，是保护人类

生存环境和人类生产及生活资料来源的物质基础。不仅能为当地居民增加收益，

而且还能为全世界人民增加收益，生态脆弱性研究将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理论

依据。

4.有助于提高政府宏观环境管理科学性。不仅可帮助政府决策和管理了解研

究对象现状，而且可认识未来变化趋势。将有助于各种层次规划、管理和实施有

利于区域生态发展措施，尤其是有助于把握区域生态发展脆弱性，掌握区域生态

发展限定性因素。将提高政府宏观环境管理水平和公共资源利用率。

5.是人类命运生死攸关的重大课题。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地球村”，脆

弱带性质的不稳定性使其成为全球变化最敏感地区，是全球链条中最脆弱的一

环，“多米诺骨牌效应”中的第一张牌。全球温度变化，海平面上升，臭氧层耗

损，人口压力增大均有可能在脆弱带发生灾变。由于脆弱带对全球变化的预警

性、自然灾害的严重性和灾变性以及对环境的控制作用，可以说，脆弱带是全球

人地系统的枢纽，控制脆弱带就控制了环境；控制环境就能控制人类命运。

6.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实现。生态环境的脆弱和退化制约区域经济可持续发

展。正确认识生态脆弱带区域植被特征和演替规律、景观特征、区域分异特征，

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区域评价指标和规划，了解其生态特征，如生态环境脆弱性、

不稳定性、敏感性，对区域生态现状以及在外部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条件下可能发

生的退化趋势分析，降低和防止区域生态脆弱性，使陷入恶化境地生态得以恢复

与重建，为因地制宜发展区域生态研究提供依据。还可提前预防区域生态恶化，

有利于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7. 西部生态脆弱带标本兼治的有效途径和必由之路。试图缓解经济高速增长

时期日益突出的资源约束性矛盾，协调西部区域人口经济社会与资源生态环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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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解决好三大难题：一是人口膨胀加剧西部环境恶化趋势；二是西部大开发对

资源生态环境产生的压力与破坏；三是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对西部大开发的持

续支撑，从而提高西部人口素质，转变生产和消费范式，推进中国区域可持续发

展战略，建立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共赢机制，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和环境保护的“三赢”目标，促进全面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

综上所述，周毅博士新世纪力作《中国西部脆弱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以脆弱带为核心，以可持续发展为主线，以中国西部生态脆弱地区自然资

源、环境系统特殊性、关键性问题为切入点，探讨区域脆弱带环境形成演变、结

构功能及动态过程，研究经济高速增长中西部生态脆弱地区人口、社会、经济、

资源、环境等主要因素与各子系统相互作用的内在动因、机理与变化规律，尤其

是人类活动方式和强度对区域生态脆弱带资源环境变化影响的反馈机制，揭示区

域生态脆弱带脆弱性本质。创立区域生态环境调控体系与管理模式，构建区域脆

弱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与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尝试探索中国西部生态功

能区划及其区域政策调整。试图为中国西部开发和建设，以及产业发展空间格局

重组与富有弹性张力的系统整体性、综合性、高效率、定量化、结构优化提供科

学支撑，为构建和谐社会，从生态脆弱到生态文明；从贫困经济到生态经济提供

决策参考。

 牛文元

 2015年中秋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科学院交叉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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