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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立法的生态化理念研究》编著者蒋冬梅。

　　本书选择了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题目，冬梅能较好地把握全书应具有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
开放性和未来性要求，对经济立法的生态化理念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
这一研究也拓展了经济法与相关学科的跨学科研究范围，充实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全书结构严谨，思路清新，涉猎广泛，综合运用了哲学、系统科学、科际整合等多种研究方法。
从经济立法生态化的研究依据、模型建构、命题推演、结构实例等四个部分进行问题的论证。
论证过程和结论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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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篇、主持或参与科研课题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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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生态系统是一种整体性存在，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和谐性 生
态系统的各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生态系统成为一个合作与和谐的有机整体。
生物与环境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形成生态系统的多样性、适应性和统一性。
 （2）有序性 生态系统由多种单元和无数不同大小、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子系统构成，这种结构是
有序的、有组织的；不同组织层次间的相互作用，表现了它的功能上的有序，以及结构与功能的整体
性。
 （3）动态性 生态系统是有生命存在并与外界环境不断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传递的特定空间。
所以，生态系统具有有机体的一系列生物学特性，如发育、代谢、繁殖、生长与衰老等，这就意味着
生态系统具有内在的动态变化的能力。
生态系统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任何一个生态系统总是处于不断发展、进化和演变之中，也就
是系统的演替。
 （4）协调性 生态系统具有自动调节的功能，当受到外来干扰而使稳定状态改变时，系统靠自身内部
的机制再返回稳定、协调状态。
生态系统自动调节功能主要表现在同种生物种群密度调节、异种生物种群间的数量调节、生物与环境
之间相互适应的调节。
 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必须满足以下几点：第一，维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物种的多样性；第二，维持
生命元素循环的闭合；第三，维持生态系统结构的完整性；第四，维持生态系统生物与非生物环境的
平衡。
生态系统性质理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正如萨克塞所指出的：“人们把环境设想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壳子
，其中的小环境随着进化的发展相继被占据。
人们可以看到生物的阶段是如何交错在一起的，每个阶段又如何对另一些阶段起作用。
生态学的考察方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克服了从个体出发的、孤立的思考方法，认识到一切有生命
的物体都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
” 2.生态规律 不同的研究者对生态规律有不同的表述，马世骏先生认为有以下基本生态规律：作用与
反作用，即输出与输入平衡的规律；排斥与结合，即对立统一规律；相互依赖与制约，即反馈转化规
律；物质生生不已和循环不息的再生，即互生规律，又称物质循环代谢规律。
余谋昌则把生态学规律归纳为：生物适应环境的规律；生态系统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规律
；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转化和再生规律；生态系统发育进化规律。
康芒纳提出生态学的四个法则，即每一事物都与别的事物有关、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自然所
懂得的是最好的、没有免费的午餐。
一般来说，整体、协调、循环、再生被认为是基本的生态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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