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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南高原湖泊具有高生态价值和高脆弱性并存的特点，流域人口相对集中，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且流
域经济发展对资源有较强的依赖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湖泊污染和生态退化问题日益突出，打破了高原湖泊生态经济系统的平衡。
赵光洲，贺彬等著的这本《云南高原湖泊流域可持续发展条件与对策研究》提出了以市场化为主构建
可持续发展的平衡机制，从根本上调控导致生态经济问题出现的障碍因素。
依据生态经济理论，《云南高原湖泊流域可持续发展条件与对策研究》提出了高原湖泊流域生态系统
良性运转的各种条件，探索了流域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形成了一个自适应控制机制
。
最后，本书从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增长方式、产业转换、区域行政体制、法制建设、环境保护模式等
几个方面研究了高原湖泊生态系统良性运转的对策。

本书可供水资源保护、生态经济等领域相关科研单位、管理部门及决策部门的科技、管理人员参考，
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资源环境类等相关专业师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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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停滞。
系统发展之所以进入停滞状态，主要是由于生态系统的制约作用与经济发展的动力推动作用达到了平
衡，其功能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达到了极限。
由于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里的限制因素不仅仅表现为单一要素的制约，而是一种系统的制约或
结构性制约。
　　灭亡。
表现为生态经济发展的衰退，主要由于过去经济发展过度导致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环境恶化所致
。
这是人类应尽可能避免出现的现象。
　　循环。
表现为生态经济的发展在生态供给阈值所限定的范围内周期性的上下波动。
这种发展是一种相对比较缓和、生态破坏尚不严重的一种发展态势。
　　而系统的持续稳定发展，表现为人们在经济发展受限于生态供给阈以后，采取社会、技术、经济
等措施驱动生态经济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
尤其在技术系统的作用，扩大了生态供给阈值，使生态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和长期性成为可能。
应当看到，人类通过向牛态系统获取资源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生态系统也在不断发展。
这种发展不单是自然物量的补充，更体现在自然物质的转换方面。
　　发展轨迹在由临界点Ea向临界点Eb乃至Ec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由低层次平衡到高层次平衡的非均
衡发展过程。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种非均衡力推动系统向前发展，这种非均衡是平衡的一种形式，属于非稳
态平衡，也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追求的目的。
这种由低层次平衡向高层次平衡的发展过程，决定了生态经济系统的发展过程只能是波浪式或螺旋式
上升。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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