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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双赢的文明。
生态文明建设立意高远，它包括环境保护，又高于环保运动，志在避免重蹈“局部改善、整体恶化”
的覆辙；通过转变思想观念，调整政策法规，引导人们改变不合理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展绿色
科技，在增进社会福祉的同时，实现生态健康、环境良好、资源永续，逐步化解文明与自然的冲突，
确保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
(2011版ECI2011)》通过改进“ECI
2010”评价体系，从生态活力、环境质量、社会发展、协调程度和转移贡献五个方面着手，对2009年
各省域生态文明建设状况作出评价，并展开了较2010年更为深入的分析。

与2010年的评价方法不同，本书新增“转移贡献”为二级指标，以增强评价的公平性；尝试进行非线
性的相关性分析，力图从趋势的视角寻找发展态势的转变。
与2010年的评价方法相同，本书全部采用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权威数据；对生态和环境进行了区分，
突出生态系统活力和大尺度环境质量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基础性地位；同时，把协调程度作为评价的
一个重要方面。

评价结果显示，各省域生态文明指数的得分差距明显，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特
别是社会发展和协调程度普遍进步。
而由地表水体质量、空气质量和土地质量构成的大尺度环境质量指标继续显现总体退步态势，应该引
起警觉，并着力加以扭转。

分析表明，协调程度、社会发展和生态活力的进步，支撑了我国各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
，但多数省份环境质量略有退步。
各省份的转移贡献，由于各有所长，对各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影响不大。
各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大致可划分为六大类型，各类型均有比较优势，同时也有某些方面的问题。
各省份应立足优势，弥补不足，探索各具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2011版ECI2011)》的作者是严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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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耕，哲学学士、管理学博士。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
究生导师，科技哲学学科林业史学科带着人。
北京市等教育学会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会会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
两次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社会科学理论人才百人工程”，2002年获“宝钢优秀老师奖”，2007年被评
为“全国模范教师”。

长期从事科技发展对社会影响的研究，2000年前主要研究领域是系统哲学与网络文化，，2000年以后
主要研究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在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即与导师合作出版专著《系统哲学》，其后独立撰
写或国内外了人全作出版的学术专著主要有：《网络伦理》、《终极市场——网络经济的来临》、《
网络悖论》、《网络的意识形态节能》、《生态文明的理论与系统建构》、等。
主编的著作主要有：《思潮思考——现代西方思潮资料辑》、《透视网络时代丛书》、（共4部）、
《孩子上网错了吗》、《生态文明丛书》（共12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生态
文明构建与文化资源》等。
在《哲学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等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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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关于新疆生态文明建设的几点结论。
第一，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水平偏低。
2009年，新疆生态文明指数排名全国第28位，仅高于宁夏、青海、甘肃三个西部省份（均为西部省份
），自身生态文明指数排名全国第27位，排名高于贵州、青海、甘肃三个西部省份（均为西部大开发
省份）。
新疆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虽高于西部一些省份，但其总体水平依然处在全国下游区。
第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进步明显。
2008-2009年度，新疆生态文明建设总进步率较高，对总进步率有积极贡献的指标包括生态活力、社会
发展以及协调程度。
新疆日益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加大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管理力度和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投入力度，其生
态文明建设整体进步呈现出积极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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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ECI 2011)(2011版)》：权威机构，品牌图书，每年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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