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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无论人类的活动范围在地球上如何扩张，也要考虑地球的容纳程度。
因为地球的承载能力是有极限的。
但是随着人口、经济等不断地增长，地球已经不堪重负。
从地球变暖开始，各种各样的地球环境问题也都渐渐浮出了水面。
　　1．已经不堪重负的地球　　大约46亿年前，宇宙中一个叫做“地球”的星球诞生了。
不久后，在这个充满水的星球上，诞生了许多生命，无论深海还是火山口，所有的地方都闪耀着生命
的光环。
迄今为止，我们仍难以想象那些数以万计的生命是怎样诞生在这个地球上的。
而且。
在数十万年前，我们人类就已经在地球上出现了。
　　在这数十万年间，究竟繁衍了多少人类，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却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就是这个叫“地球”的星球在大约40亿年前就存在生命。
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的生命都在这个地球上繁衍生息，而且所有的生命也将会继续在这个地球上生存
下去。
　　真是不可思议啊！
从数十亿年前到现在的数十亿年间，在这个我们一直称为“地球”的星球上，生命出现、繁衍、灭绝
，即使这样不断轮回，地球却没有被完全改变。
这么看来，包括我们人类自身，地球上的生命或许就是“在这个短短的期间内。
在地球上暂住的旅行者”罢了。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繁衍生息，我们可以试想—下这些暂住地球上的“旅行者”们的衣食住行，也
包括那些有生命的植物、微生物、虫类、鸟类、动物的繁衍生息等。
大多数的旅行者们并没有给地球和其他的旅行者们添麻烦，静静地生活而后离去。
但是随着人口的过度增加。
人类吃掉了全部的食物——甚至连明年播种的种子也被吃掉了。
挖出了埋在地下的各种物质，用所谓无害化的方法生产出了有害的物质⋯⋯人类进行并扩大这样的活
动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
　　图1、图2、图3是世界人口、工业化程度、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高的图表。
显示了这些在地球上被称作“旅行者”们的活动。
而且。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人类活动的渐渐增多，必然导致地球的面貌发生变化”。
　　由世界各地收集的环境恶化报告来看，环境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全球变暖，南极的冰逐
渐融化，北极的冰盖逐渐变薄，珊瑚礁死亡，海平面渐渐上升，由于酸雨的影响使森林受到伤害，曾
经的耕地和草地已经变成了沙漠。
自然健全的森林不能再生，而世界各地的山火却频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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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书中，首先把地球看作一个系统，在说明具有怎样的特征后，从系统的观点考虑“生态足迹已经
超过了地球承受力的20%——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事情”。
特定的系统在面对极限成长时会有怎样的展开模式。
    之后，纵观地球实际现状，阐述人类的生活已经超过地球所能承受的极限。
而且作为引子，使超过地球承受极限的现代经济和生活返回到极限范围内，并列举我们应该怎么做及
做些什么的例子。
    接下来。
利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和计算机系统来建模，模拟“随着世界人口和物质经济的增长，长期的结果是什
么？
”“各种物质条件一旦发生改变。
未来世界该如何变化？
”等。
在这里，描绘了随着现代人口和经济的增长，世界达到崩溃的场景。
讨论了为给全世界的人创造可持续的生活需要做出何种努力的未来方案。
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创造可持续的社会呢，掌握这问题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人类的力量。
靠自己的力量选择未来。
地球的资源是有极限的，不能满足人类无休止增长的欲望。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
那么最有效的做法是合理分析现状，利用系统观念，找到系统中解决问题的最关键元素。
如同“杠杆”原理，即使用很小的力量也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这样我们才能事半功倍，从而有效、及时地解决问题，并作出几个可能的预想。
    我们现在还能选择一条对自己未来最有希望的道路，那就是走可持续社会的道路，但是这种社会还
没有来临。
深刻地理解现状和产生现状的系统是很重要的。
另外，要掌握避免“昨天的解决对策会引起今天的问题”的方法，不仅要解决眼前问题的对策还要考
虑真正长远的解决方案，这是很有必要的。
    例如针对全球变暖现象，日本也只是有过这样一些打算：“京都议定书计算到2012年削减六个百分
点”。
因为即使把造成温室效应气体的排出量减少6％，变暖化也不会停止。
国立环境研究所发表文章表示：本世纪末温度的上升必须控制在2度以下。
日本到2050年以前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减少到现在的80％，只有这个削减没有在6％的延长线上。
为了“今天的6％”不妨碍“明天的80％”。
继续考虑“真正的解决方法”才是必要的。
    最后，为了改变系统，形成可持续发展社会，书中阐述了我们每个人要做的事情。
令人高兴的是这个“能做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不仅对形成可持续发展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也
对我们人生的幸福起了一定作用。
人类为了自己的幸福，“为了守卫地球”，没有“不能忍耐”的事情。
为了给自己带来幸福以及未来世代的“旅行者”们。
不过度污染地球。
不过度破坏地球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作为人类这一物种，在地球的时间轴上生存，只是一个借居过地球的旅行者而已。
人的生命转瞬即逝。
但就是这转瞬即逝的生命却会给地球带来很大的影响。
    不管给予的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都是由我们自身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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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地球自成系统　　1．什么使系统变得复杂　　系统是由多个要素、物质、信息流相互连
接、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整体。
不仅含有众多的要素。
还要有“相互影响，拥有全体共同机能和目标”的东西，这才能称作是一个系统。
　　在河边，我们能看见很多小石头。
这也可以说是个“多要素的集合”。
即使我们取走河边上的一个小石子，河滩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因为河边上的石头并没有相互作用，产生影响，所以不能说是一个系统。
　　那么，例如人体。
由多个内脏、器官、血管、神经等相互连接组成。
相互作用？
为了生存，发挥各自器官的机能，并形成一个整体。
如果我们取走某个组成器官，通常就会引起疾病。
汽车也是如此，车胎、车闸等各种零件相互作用，发挥各自的机能，如果取走某个零部件，汽车就不
能正常行驶。
　　也就是说，人体、汽车、洗衣机都可以各自称为一个系统。
还有社会和地球生态也是一个系统。
例如，在“渔业系统”中，有渔船和渔民、鱼的数量、价格、天气、每年的捕鱼量、技术水平等要素
，各个要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组织”也是如此，隶属同一组织的人们向着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其中多个要素包括工作氛围、工资
、奖金、工作紧张程度、工作热情、劳动时间等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作为一个系统组成成分发挥作
用。
　　作为一个系统，从个人到家庭、组织、地域、地方乃至国家、地球以及更大的地方，都有各自的
规模。
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动态地变化着，我们可以试着模拟系统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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