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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态规划的实质就是运用生态学原理去综合地、长远地评价、规划和协调人与自然资源开发、利
用和转化的关系，提高生态经济效率，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生态规划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区域规划方面的一个具体体现，是在综合考虑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的基础上，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对区域进行的规划。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也日益严重，依靠过
去那种“先污染，后治理”、“谁污染，谁治理”、“一切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忽视生态效益”的思
想是很难解决这些问题的，必须从区域发展的总体规划上就给予重视。
所以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都开始意识到区域发展规划过程中的生态规划问题，开始把原有的以
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区域发展规划逐渐向生态规划转变。
　　生态规划把生态学思想和原理渗透于区域规划的各个方面，力图使区域规划生态化。
一方面，区域生态规划在应用生态学的观点、原理、理论和方法关注区域的自然生态的协调发展，另
一方面也在关注区域的社会生态发展。
此外，生态规划特别是民族地区的生态规划不仅重视民族地区现在的生态关系和生态质量，更关注民
族地区未来的生态关系和生态质量，关注民族地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由于自然、经济、社会和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环境形
势相当严峻，如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生态平衡严重失调等。
因此，对民族地区的开发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谋取经济增长，必须实施环境与经济双赢的战
略。
还应当充分认识到，开发建设民族地区的目标不仅仅是发展民族地区生产水平、提高经济实力，更重
要的是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的有效保护、资源的合理利用、社会的完善管理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逐
步提高等诸方面的和谐统一，也就是要实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在民族地区开发建设中，必须坚持从区划和规划入手；要在生态环境现状调查
、摸清生态本底状况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和掌握改善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关键制约因素；编制生态功
能区划，制定生态保护规划，以此来指导经济布局和生态建设。
按生态学原理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技术和生态环境进行全面综合规划，以便充分有效和科学地
利用各种资源条件，促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使社会经济得以可持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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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生态规划的基本概念、理论及其研究方法。
内容包括生态功能区划、生态承载力分析、资源生态评价、生态适宜性分析、景观生态规划、区域生
态规划、民族地区生态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本书可供生态规划与设计、行政管理、政府决策等相关研究部门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阅读，亦可
作为高等院校生态学、环境科学、资源科学、土地资源利用等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或教学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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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1.1　生态规划概述　　1.1.1　生态规划的思想渊源　　（1）中国古代的“天
人合一”思想　　我国古代有关“天人关系”的研究和探讨一直存续着，反映了古代人对于人与自然
关系的长期关注。
总体来说，我国古代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人合一”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
界的万物是相互依存、相互维系的，应该“物我相亲”、“天人和谐”。
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天人合一，有二意谓：天人本来合一，天人应归合一。
天人关系论中之所谓天人合一，乃谓天人本来合一。
关于天人本来合一，有二说：天人相通，天人相类”。
这是一种直觉的生态智慧。
这种令人惊叹的生态智慧不仅体现在哲学思维中，也体现在古人的经济思想中。
我国古代关于对自然资源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对动植物“不灭其生，不绝其长”，如此才能“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不可胜用也”。
据《群书治要六韬》记载，早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神农时代，就颁布过“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
的保护生物资源的禁令。
在四千多年前的大禹时代颁布的著名的《禹禁》就记载过：“春之日，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
夏之日，川泽不入网署，以成鱼鳖之长。
”《逸周书-大聚》规定的禁期是“春三月”，即整个春季。
《管子·禁藏》“当春三月，毋伐木，毋天英（谓草木之初生），毋折竿（谓笋之初生），所以息百
长也。
”《礼记·月令》中有孟春之月“禁止伐木”，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孟夏之月“毋伐大树”，季
夏之月“毋有砍伐”等记载。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族地区生态规划>>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