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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现代化丛书：当代中国生态文明之路》基于2010年下半年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主办的"
生态文明与长三角城市发展论坛"编纂而成，主要收录了约20篇高质量的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长三角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研讨论文。
本书不仅搭建了现代化战略的理论架构，从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探讨了现代化的目标和途径，而且还
结合案例评析了工业化、城市化对国家现代化的影响，提供了有关现代化战略，现代化理论等方面的
有意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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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文明的现实挑战：环境问题是人为问题 二、生态文明的基本思路：人为问题需要人来解决 
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可以选择三个突破口 第二章生态现代化之路：中国现代化的重新审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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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力 三、生态文明史观的范式意义 第九章生态平衡与中国发展：彭慕兰的中国生态文明观 一、生态
制约与中西“大分流” 二、发展至上主义与中国生态文明 三、生态平衡与中国发展模式 第十章“人
口—土地”生态链及中国历史的运行 一、“土地生态链”及其平衡和失衡 二、社会生态失衡与被动
的自然调节 三、流民与战争及中国历史“大周期” 四、“土地生态链”置换与“市场生态链”出现 
第十一章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冲突：理论、历史与选择 一、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冲突的相关理
论 二、国际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冲突回顾 三、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冲突回顾 四、
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协调 第十二章从改天换地到生态文明：中国生态现代化战略的形
成 一、环保意识的萌芽（1949～1972年） 二、环保意识的觉醒（1972～1983年） 三、环保国策的提出
（1983～1992年） 四、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1992～2003年） 五、生态现代化战略形成：科学发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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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参与 三、促进环境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 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流域污染控制技术
体系 五、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寻找生态文明智慧 下篇地域与个案 第十五章“十二五”长三角资源和
生态环境建设的总体思路 一、长三角资源与生态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长三角资源与生态环境建
设的总体思路 三、长三角资源与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与任务 四、长三角资源与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
和机制 第十六章长三角的生态环境特征和一体化推进措施 一、生态文明：生存意义与发展意义 二、
长三角生态环境的基本特征 三、长三角生态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 四、长三角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对
策 五、大力推进长三角生态环保一体化 第十七章对长三角生态文明城市群建设的思考 一、什么样的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二、全球变暖对长三角城市的影响 三、对长三角生态文明城市群建设的几点建议 
第十八章长三角城市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及其进程评价 一、长三角城市应率先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 二
、长三角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构建 三、长三角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进程评价 第十九章长三角的
低碳发展与水资源利用 一、长三角的低碳发展 二、宝钢的低碳发展之路 三、长三角的水资源利用 第
二十章上海农业生态环境现状与改善对策 一、上海农业环境污染的整体判断 二、上海农业生态环境
改善的任务艰巨 三、上海农业生态环境改善的对策措施 第二十一章绿色珠三角世界级都会区发展的
目标与途径 一、总体战略目标 二、具体发展目标 三、几个关键点 四、建设对策 第二十二章湾区价值
与对粤港澳共建环珠江口低碳湾区的思考 一、湾区问题与湾区价值的提出 二、湾区价值与环珠江口
湾区的特征 三、环珠江口低碳湾区建设的实证分析 四、对粤港澳共建低碳湾区，提升湾区价值的思
考 第二十三章海南经济开发中的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 一、基本概念与理论框架 二、海南开发中
的环境认识、决心和成绩 三、无序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 四、凝聚全民共识，实现生态现代化 第
二十四章双重文明跨越的探索与启示——从江西山江湖工程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一、山江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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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江西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战略构想明确了江西的发展思路 三、
从山江湖工程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江西发展模式的提升与启示 第二十五章巢湖流域水环境污染及其
政策应对 一、巢湖流域水污染及其成因 二、巢湖流域环境污染的政策应对 三、巢湖流域环境污染政
策应对的特点 ⋯⋯ 参考文献 附录一发挥生态文明建设的先锋作用——“生态文明与长三角城市发展
论坛”综述 附录二上海论坛生态文明分论坛圆桌会议纪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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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闭关自守：“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
”中国广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发达的农耕经济，加上其在东亚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中华文明
雄视宇内的自傲，同时也造成了中国的闭关自守——与周边国家之间维持着朝贡体制，对外贸易被看
成可有可无的事项，不被重视，用乾隆皇帝的话说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
物以通有无。
”西洋的手表、自鸣钟以及各种工艺品被当做“寒不能衣、饥不能食”、有害于人心的奇技淫巧。
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阻碍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华农耕文明成为没有生机的一潭死水。
 重经验，轻创新：农耕文明依赖于农业的收成，而农业又是一个和气候、季节联系密切，生产周期特
别长的产业。
农业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在古代农耕文明中，墨守成规比大胆创新有价值。
墨守成规，传统经验中包含的科学性可以保证农民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收成；锐意创新，试验中的不确
定性可能导致农民颗粒无收。
农耕文化的这一特点和工业化、现代化对科技创新的呼唤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黜奢尚俭：“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农耕文明是向土地讨生活的文明，所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就是农耕文明的真实写照。
人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终日劳作，所获得的物质财富只能勉强维持温饱。
所以，黜奢尚俭、精打细算、过紧日子成了农耕文明消费文化的一大特色。
这和市场经济强调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有着天壤之别。
 听天由命：农业生产靠天吃饭，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
年成好，风调雨顺，粮食丰收，温饱就有保障；反之，年成不好，水旱频仍，地里没有收入，农民就
得背井离乡，逃荒要饭。
农业对自然的这种依赖性造成了农耕文明中听天由命、不思进取的保守意识。
它和现代化所提倡的兴利除弊、改造自然的进取意识是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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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生态文明之路》基于2010年下半年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生态文明与长三角城市发
展论坛”编纂而成，主要收录了约20篇高质量的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长三角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研
讨论文。
《当代中国生态文明之路》可供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管理层决策参考，亦适合研究人员和关注生态
环境问题的公民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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