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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周毅教授力作《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研

究》，在深入调研和占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和改革开

放实践，结合长期从事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经验，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

重新审视全球化背景下可持续发展历程，在定性定量两方面评述国内外研

究现状。阐明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研究的

理论意义、现实价值、主要观点、方法、范畴、战略目标、重点领域、技术

路线和政策建议。并从自然观、价值观和伦理观诸方面分析其哲学基础。探

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的新概念以及人口观、

资源观、环境观、经济观、社会观、科技观的新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拓展

和扬弃古典、传统和现代发展理论。描述人口环境系统运动及其辩证关系，

揭示人口、资源、环境系统内部的稀缺性与人类行为的外部效应。在定义、

概念、互动关系辨析等原理基础上，将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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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向及子系统的相互关系，从而建立人

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并以大量科学数

据、公式和模型分析为依据，解剖目前中国非持续发展的积弊、成因，以及

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同时，以解剖中国西部典型生态脆弱带与经济贫困高相关性为例，从生态

脆弱带与经济贫困在分布、土地和人口三个因子的相关性得出相应方程，反映其

定量规律，说明建立区域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良性互动机制和循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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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范式，是标本兼治的有效途径和必由之路。试图缓解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经济高

速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尖锐矛盾，协调人口、经济、社会、科技与资源、生

态、环境发展，解决好三大难题：一是人口膨胀加剧环境恶化的趋势；二是经济

建设对资源、生态、环境产生的压力与破坏；三是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对经济

建设和社会稳定的持续支撑，从而提高人口素质，转变生产和消费范式，探索中

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新路子，建立经济—社会—

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共赢机制，促进全面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

其富有挑战、弹性和张力的创新亮点表现在：一是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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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

示人口环境系统运动发展的内在动因及其良性、中型和恶性循环的不同性质，

评价地球环境系统被人口增长压力突破后表现出的矛盾的滞后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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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阐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

会、科技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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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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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尝试解答经济发展、人口增

长与环境保护的三效益平衡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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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技术条件、自然系统中第一性生产力、被承载人口的生活水平及其第一性生

产者抗御外力作用的限度等方面重新确定生态承载力。认为第一性生产者抗御

外力作用的限度与技术条件成正比，与被承载人口的生活水平成反比。

总之，从具有新意的独特视角出发，在创新思想的闪烁中勇于探索，又运

用符合研究对象本性要求的科学方法，中西合璧，推陈出新。为进一步调整和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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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其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可持续发展指标体

系提供前沿依据，在总体可持续发展战略蓝图和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

会、科技可持续发展方略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于国家中长期决策具有抛

砖引玉的参考价值；对同类研究提供有益借鉴，丰富学术前沿和学科建设，促进

学术界向科研的开创性、全面性和综合性倾斜，以及学科重组和合作趋势，具有

前瞻性、战略性和长远性。

	 田雪原

	 2015年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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