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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黄冈沿江生态文明示范带建设规划”的研究报告，全书在实地考察、综合调研的基础上
，以黄冈市沿江经济带生态、社会、经济现状为基础，比照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标体系，研究了该地域
的生态活力和环境质量，从区域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对策与措施，对武
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两型”社会建设具有示范意义，也可为同类地区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
护研究提供借鉴。

　　本书可为地方政府制定发展和保护规划提供决策参考依据，也可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环境科学
、地理科学、城乡规划等专业的师生及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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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类历史中出现了不同层次的文明。
人类文明始于最初级茹毛饮血的原始文明，这段时期经历了上百万年；随后走向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
，农业文明持续了10000年左右；蒸汽机的出现和高新技术的运用带来了人类社会的工业文明，至今为
止，工业文明持续了300年左右；目前，人类文明工业文明已经走过其鼎盛时期，并逐渐向生态文明过
渡。
　　《周易》里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时将“文明”解释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
“经天纬地”意为改造自然，属物质文明；“照临四方”意为驱走愚昧，属精神文明。
在西方语言体系中，“文明”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城邦”的代称。
　　原始文明时期，人类视自然为神灵的产物，相信一切都是神灵的主宰，迷信一种超自然的能量，
其实，敬仰神灵和超自然能力是一种遵守自然规律的表现；在农业文明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
技术的进步，人类逐渐开始适应自然规律，并初步学会使用工具并运用自然规律来满足生活需求；工
业文明时期，人类在适应自然的基础上开始运用高新的科学技术来控制并改造自然界，并从中获取更
多的利益，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类逐渐超越其他所有物种，成为统治和主宰地
球的唯一物种。
由于对自然界剥夺式的掠取，工业革命带来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变暖、资源
枯竭等已成为困扰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人们开始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反思，试图破除旧的工业文明发展方式，建立
新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就是生态文明的开端。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这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项新要求。
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当下一代人的生活，而且涉及中国未来无数代人的福祉。
其影响不仅是全国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系统工程，不仅包括生态保护、环境治理
、资源节约，而且要求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较高水平。
它是各级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
生态文明是一种高于工业文明的人类文明方式，所以，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中提出，未来中国的道路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
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
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
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由此可见，人类文明发展史已经拉开生态文明建设的序幕，人类文明必然朝着更和谐、更繁荣的生态
文明方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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