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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可持续发展功能分区研究》刻画了我国地形、地貌、植被、土地利用、森林、草地、湿地、自
然保护区、能源等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空间格局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从居住容载、就业支持
、经济发展、资源保障和生态维衡五个方面评价了不同区域可持续发展功能，建立了中国可持续发展
功能分区的三级分区方案，提出了不同分区的可持续发展主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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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3.4生态功能区划的发展与特点 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总是通过一定的功能途径
实现的，无论是人类从自然界取用资源，还是向自然环境排放废弃物质。
中国的自然规划与生态系统区划体系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为开展国家与区域生态功能区划提供了宏观
的框架。
 2002年中国正式颁布了《生态功能区划暂行规程》（国务院西部开发办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2002），对生态功能区划的一般原则、方法、程序、内容和要求进行了纲领性的规定，用以
指导各地生态功能区划。
生态功能区划的任务，第一是明确区域生态系统类型的结构与过程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第二是评价不
同生态系统类型的生态服务功能及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第三是明确区域生态敏感性的分布
特点与生态高敏感区，第四是提出生态功能区划，明确重点生态功能。
 根据生态功能区划的目的，区域生态服务功能与生态环境问题形成机制与区域分异规律，生态功能区
划应遵循以下原则： 可持续发展原则：生态功能区划的目的是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避免盲目
的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破坏，增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支撑能力，促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发生学原则：根据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敏感性、生态服务功能与生态系统结构、过程、格局
的关系，确定区划中的主导因子及区划依据。
 区域相关原则：在空间尺度上，任一类生态服务功能都与该区域，甚至更大范围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
济因素相关，在评价与区划中，要从全省、流域、全国甚至全球尺度考虑。
 相似性原则：自然环境是生态系统形成和分异的物质基础，虽然在特定区域内生态环境状况趋于一致
，但由于自然因素的差别和人类活动影响，使得区域内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和服务功能存在某些相似
性和差异性。
生态功能区划是根据区划指标的一致性与差异性进行分区的。
但必须注意这种特征的一致性是相对一致性。
不同等级的区划单位各有一致性标准。
 区域共轭性原则：区域所划分对象的必须是具有独特性，空问上完整的自然区域。
即任何一个生态功能区必须是完整的个体，不存在彼此分离的部分。
 生态功能区划包括：①生态环境现状评价；②生态环境敏感性评价；③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④
生态功能分区方案；⑤各生态功能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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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可持续发展功能分区研究》可作为资源与环境科学、区域发展相关领域管理人员、科研工作者
、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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