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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论与政策研究》依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建设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论与政策研究”（06＆ZD024），对我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社会的建设过程进行了评估、监测和预警；针对我国地理区位、区域差异以及社会发展的时空特征，
初步建立了一套科学、完整、适用的资源利用和环境建设的理论与方法技术体系。
全书逻辑体系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定性与定量两种属性，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结构
、功能和类型三项内容，调查与分析、理论与技术、模拟与评价、对策与机制、实践与应用五大模块
。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论与政策研究》对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
科学的决策依据、政策支持和丰富的案例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适于相关领域的研究人
员、决策人员以及一般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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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祥荣，男，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城市生态规划与设计研究
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市政协委员；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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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与潮流
（二）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国家战略任务的重大需求
（三）我国资源环境基本国情的现实要求
二、研究框架
三、研究技术路线及架构
四、研究创新点
（一）全书创新点
（二）各子篇章主要创新点
第二章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概念、科学内涵
一、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概念
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内涵
三、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提出
四、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概念
五、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涵
六、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系
七、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概念
八、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含义
第三章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论体系研究
一、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LCA—EF—ES评价理论
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AHP—PCA阈值理论
三、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PREED系统耦合理论
（一）PREED系统耦合理论框架
（二）PREED系统耦合理论概念界定
（三）PREED系统耦合理论内涵
（四）PREED系统耦合理论特征
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共轭规划理论
五、城市代谢理论
（一）城市水环境代谢的概念
（二）城市水环境代谢的内涵
（三）城市水环境代谢的功能
六、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生态控制理论
（一）生态控制的理论支撑
（二）生态控制理论特征
七、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模式
（一）生态岛建设中“生态”的定义
（二）生态岛的概念
（三）生态岛建设的科学内涵
（四）建设生态岛的主要目标
（五）生态岛建设基本原则
第四章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国内案例
一、长三角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评价
（一）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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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概况
（三）研究方法
（四）结果与分析
二、上海浦东新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区的研究
（一）研究意义
（二）研究背景
（三）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区的概念和内涵
（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区的特征
（五）SEA（战略环评）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评价方法
（六）浦东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SEA指标体系构建
（七）浦东新区SEA指标体系综合评价
（八）浦东新区环境管理能力建设研究
（九）浦东新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区的模式研究
三、福州东部新城的案例研究
（一）研究意义
（二）研究背景
（三）区域概况
（四）研究方法
（五）结果与分析
四、杭州市生态带概念规划的研究
（一）研究意义
（二）研究背景
（三）区域概况
（四）研究方法
（五）结果与分析
五、中国东部城市水环境代谢研究
（一）研究意义
（二）项目背景
（三）区域概况
（四）研究方法
（五）结果与分析
六、上海宝山区环境友好型城市复合生态系统耦合关系评价研究
（一）研究意义
（二）研究背景
（三）区域概况
（四）研究方法
（五）结果与分析
七、上海崇明生态岛建设研究
（一）研究意义
（二）研究背景
（三）区域概况
（四）研究方法
（五）崇明生态岛建设指标体系
（六）结果与分析
八、河南漯河市资源环境评价和生态功能区划研究
（一）研究意义
（二）区域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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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四）结果与分析
九、基于GIS和模糊综合评价的主体功能区划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一）研究意义
（二）项目背景
（三）研究方法
（四）基础理论分析
（五）区域概况
（六）评价模型构建
（七）重庆市主体功能区划方案
（八）重庆市主体功能区建设探讨
十、“低碳城市”理论研究
（一）“低碳城市”的理念及研究背景
（二）国内外研究进展综述
第五章 中国资源利用状况情景分析
一、中国的能源状况
（一）中国能源产量、构成及未来发展情景预测
（二）中国能源消费量、构成及未来发展情景预测
（三）中国能源缺口分析
（四）中国能源长期需求总量控制目标分析
（五）中国能源消费者贡献分析
（六）石油生产、消费和进出口情况
（七）煤炭生产、消费和进出口情况
（八）中国电力生产和消费情况
（九）能源加工转换效率
（十）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
（十一）能耗利用效率评价
二、水资源状况
（一）用水总量及构成
（二）全国城市水资源供应和消耗情况
（三）全国各地区城市水消耗总量
（四）全国各地区城市人均日生活用水量
（五）全国及各地区水资源量
三、中国社会总物质资源投入分析
（一）基本物质投入总量及构成
（二）非能源性矿物资源投入量
（三）化石能源投入量
（四）生物质资源投入
（五）水资源投入量
第六章 工业系统各行业综合污染度评价
一、评价方法
（一）评价指标体系
（二）指标的正规化
（三）权重值的确定
（四）综合结果计算
二、评价结果
（一）产生污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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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放污染度
三、结论
第七章 中国省际间工业污染转移量评估方法与案例研究
一、评估方法
（一）污染物排放指标的确定
（二）各工业行业部门污染转移量计算
（三）数据来源
（四）各省工业污染转移总量计算
二、案例研究
（一）北京
（二）上海
（三）浙江
（四）江苏
（五）安徽
（六）广东
（七）河北
（八）辽宁
三、结论与讨论
第八章 “两型社会”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一、评价指标的设置原则
（一）科学性与真实性原则
（二）完备性与覆盖性原则
（三）独立性与整体性原则
（四）动态性与持续性原则
（五）可控性与可获得性原则
二、指标体系的设计思路
（一）经济类指标设计思路
（二）社会类指标设计思路
（三）效率类指标设计思路
（四）社会类指标设计思路
（五）技术教育类指标设计思路
（六）环境类指标设计思路
三、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第九章 “两型社会”建设效果评估
一、指标体系——经济系统
（一）地区经济规模贡献度
（二）经济集约化贡献度
（三）劳动生产率贡献度
（四）贸易竞争力贡献度
二、指标体系——资源系统
（一）耕地资源赋存丰度
（二）水资源赋存丰度
（三）矿产资源赋存丰度
三、指标体系——效率系统
（一）能源效率贡献度
（二）用地效率贡献度
（三）用水效率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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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业资源效率贡献度
四、指标体系——社会系统
（一）政府财政贡献度
（二）基础设施贡献度
（三）居民生活质量高度
五、指标体系——教育技术系统
（一）教育系统贡献度
（二）科技成果及质量体系贡献度
六、指标体系——环境系统
（一）环境效率贡献度
（二）生态建设效果贡献度
（三）灾害抗逆能力贡献度
（四）环境抗逆能力贡献度
七、2003～2007年各地区“两型社会”建设效果综合评估
八、2008～2009年度公众节约指数报告
（一）2008～2009年度公众节约指数
（二）公众节约分类指数
（三）公众节约横向差异指数
（四）公众节约纵向差异指数
第十章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预警体系
一、评价指标体系
（一）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二）评价指标体系构成
（三）各项指标及其具体释义
二、数据来源
三、评价方法
（一）数据标准化
（二）评价模型
（三）生态预警警度及警区分级
四、评价结果分析
第十一章 中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模式的国际比较
一、美国模式
（一）确立法律的基础地位
（二）减排尽量成本节约
（三）极大地促进市场机制运用
（四）制衡机制
二、欧盟模式
三、日本模式
（一）宏观层面
（二）微观层面
四、拉美模式
五、印度模式
（一）为环保立法，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二）加大扶贫力度，制定各项环境政策
（三）全球范围内参与环境保护
（四）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
（五）加强环境教育，提倡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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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国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一）市场机制下的法律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二）排污权等环境交易方面应建立全国性大市场
（三）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交易与合作
（四）广泛地签订环境协议
（五）绿色GDP或可以成为中国借鉴之处
（六）开展全民节约意识教育
（七）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和循环型农村建设
（八）要协调经济发展和资源与环境问题，坚持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九）重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城市化问题
（十）将扶贫脱贫与两型社会建设相联系
第十二章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运作模式、途径和实证
一、基本模式
（一）循环型社会模式
（二）循环经济模式
（三）结构调整模式
（四）科技投入模式
二、实施途径
（一）发展生态工业园区
（二）发展生态农业
（三）改变生产组织方式
（四）改变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
（五）加大科技投入
（六）发展“静脉产业”
（七）发展生态交通
（八）加强宣传教育
三、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模式和途径选择
四、无锡市案例研究
（一）社会经济与环境特征
（二）主要问题
（三）建设模式和途径研究
（四）无锡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政策建议和保障体系
第十三章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政策工具分析
一、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工具
（一）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工具形态
（二）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工具实施中的问题
二、经济刺激型环境政策工具
（一）经济刺激型环境政策工具形态
（二）经济刺激型政策工具实施中的问题
三、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工具
（一）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工具形态
（二）公众参与型环境政策工具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第十四章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架构及模式
一、在宏观层次上，侧重于国家和政府行为
二、在中观层次上，侧重于区域环境和产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在微观层次上，侧重于企业和经济主体行为
四、两型社会的政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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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模式问题提出
（二）政策模式争论： 协调与整合
（三）统筹治理模式
第十五章 建立适合“两型社会”需要的社会与司法保障
一、公民环境权及公民参与政策工具
二、司法救助： 环境正义的维护
（一）环境正义司法救助的现状
（二）环境公益诉讼现有法律规定
（三）地方政府环境公益诉讼实践
（四）环境公益诉讼的中央政府态度
三、社会抗争：公民环境权实现最后的选择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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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国家战略任务的重大需求　　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改革开
放中，困扰中国的最大难题是苦于生产力不发展，那么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之后，摆在当代中
国面前的已不仅仅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而是在什么样的模式中发展生产力的问题。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2005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大力节约
能源资源，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
同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正式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提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
型社会。
这是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缓解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节约
发展、清洁发展、低碳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抉择。
　　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既是缓解资源供求矛盾的重大举措，也是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改善生
态环境的重要途径。
要大力推进以节能降耗为主要目标的技术改造，抓好钢铁、有色、电力、建材等高耗能行业和企业的
技术改造，降低这些行业的资源消耗水平；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在重点行业、领域、产业园区和城市
积极开展循环经济试点，鼓励企业循环式生产，推动产业循环式组合；进一步健全促进能源资源有效
利用的法律法规，严格执行节能降耗的管理制度；综合运用财税、价格等政策手段，促进能源资源的
节约和有效利用，形成全社会自觉节约资源的体制机制；积极开发资源节约技术，重点研究开发和推
广应用资源综合利用、资源节约、资源替代等先进技术，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倡导健康文
明的消费模式，形成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的良好社会风尚。
同时，要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推进重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工作，着力解决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
康安全的环境污染特别是水污染、大气污染等问题，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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