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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厦门海岸带为例，通过引入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论体系——生态系统服务的货币价值体系
、生态足迹价值体系及能值价值体系，针对人类活动（围填海）对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进
行了量化估算。
本书的主要内容和成果如下：　　1.生物圈和生态系统是一种复杂的生命支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物资基础，它向人类提供了人类所必需的一切资源和环境条件。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对人类生存和生活质量有贡献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
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最主要的挑战来源于清晰地描述与准确地评价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及由
此产生的产品与服务之间的关系。
全面评价生态系统服务的第一步是将生态系统结构或过程转化为生态系统功能，而这些功能能够为我
们人类提供有价值的产品与服务。
这里，将生态系统功能定义为生态系统直接或间接的提供有价值产品与服务的能力。
生态系统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四类：调节功能、栖息功能、生产功能和信息功能。
    2.承认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重要性及必需性后，就需要寻找适合的量化方法，这里论述了三种不
同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化体系：（1）采用环境经济学及经济学中相关理论来量化生态系统服务的
价值，即生态系统服务货币价值；（2）以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为基础，运用能值理论与方法，对生
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量化，即生态系统的能值价值；（3）以生态系统中物质流为基础，研究生态系统
的实物价值（主要是生态系统产品的价值），采用生态足迹的理论与方法，来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实物
价值进行量化，即生态足迹价值。
另外，还根据能值理论。
提出了计算生态足迹价值的新方法——能值足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在汉籍创世神话的亮光下重读�>>

作者简介

马建辉，男，河北平乡人。
1998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
位；2003——2005年在南开大学文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2005年5月博士后出站到教育部社科中心工作至今。
本书稿即是本人的博士后研究报告。
主要研究成果为博士论文和博士后论文：1997年以来在《北京大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文
艺理论与批评》、《文艺争鸣》、《社会科学战线》、《高校理论战线》、《人文杂志》、《文学自
由谈》等刊物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中华读书报》等发
表论文和评论60余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在汉籍创世神话的亮光下重读�>>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1.1　环境影响评价概况  1.2　环境影响经济评价  1.3　生态影响评价  1.4　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第二章  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　2.1　概论　2.2　生态系统功能　2.3　生态系统服务的特点　2.4　
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的主要问题第三章　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货币）价值  3.1　总经济价值  3.2  生态
系统服务经济价值的评估方法第四章　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值价值  4.1　能量分析的概念  4.2　能量流动
和能量等级  4.3　能值分析理论与方法第五章　生态系统服务的足迹价值  5.1　生态足迹的理论和模型 
5.2　生态足迹研究进展  5.3　生态足迹计算新方法——能值足迹第六章　案例研究  6.1　围填海案例 
6.2　红树林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值价值第七章　总结  7.1　生态系统服务  7.2　围填海造成的生态系统服
务损失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在汉籍创世神话的亮光下重读�>>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科学胡适在于1923年11月29日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道：“这三十年来
，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
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
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
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确乎如此，科学作为当时新知识分子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几乎影响到了当时意识形式的方方面面。
比如对于文学是一种科学的看法，如果不放到那个具体的语境中则几乎是难以理解的。
文学是科学的观念表达了那个时代对于该时代文学的认识的深度和角度。
“科学”作为“五四”启蒙精神的一面重要旗帜，其形上的超越性质常常是明显的，但人们对科学的
认识和理解并不是同一的。
科学或被理解为求真精神，或被理解为认识事物的方法，或被视为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或被视为单
纯的自然科学，对于文学与科学的一途或殊途的判断正是基于这些认识的不同。
一、20世纪初叶，人们对于“科学”概念的认识陈独秀在《敬告青年》（1915）一文中写道：“科学
者何？
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
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像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
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
”可见，陈独秀的科学观重在强调科学的客观性、可验证性品质，以此来破除或矫正中国传统思维方
式中的主观性和虚幻性。
正是基于这种对“科学”的理解，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1915）中称“写实主义”、“自然
主义”是“科学精神”在“美术”（含文学艺术）中的体现，他说，“此精神磅礴无所不至，见之伦
理道德者，为乐利主义；见之政治者，为最大多数幸福主义；见之哲学者，日经验论，日唯物论；见
之宗教者，日无神论；见之美术者，日写实主义，日自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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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范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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