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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是我们的先师——孙大中院士离开我们十周年。
十年来，我们在孙老师开辟的道路上积极探索、奋勇开拓，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取得不少的收获：2003年，我们出版的专著《广东可持续发展进程2001》荣获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第
五届“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2005年，我们的另一部专著《珠江三角洲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获第十届“中南五省（区）优秀科技图书奖”一等奖；2006年岁末又一次传来喜讯，由孙老师生前启
动、我们逐步推进并历时12年完成的《广东省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监测评价综合研究》项目获得了
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此新书出版之际，我们深切缅怀孙大中院士，希望我们取得的这点成绩，能够告慰孙老师在天之灵
。
　　孙大中院士是国际著名的地质学家、地球化学家，我国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积极开拓者。
促使孙大中院士这样一位国际著名的地质学家、地球化学家投身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除了他作为一
个科学家对社会发展、民族振兴的使命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对科学思维方法论的思考
。
地质学是在对地球形成演化历史的探索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孙大中院士长期研究前寒武纪的地壳结构
和地壳演化，是该领域的权威学者，赢得了国际科学界的尊敬。
但是孙老师并没有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他一直在思考。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触动。
那场大讨论的结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正确的理论一定能够经受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理论，哪怕是发表在最权威的科学期刊上，无论得到多少同行的赞誉，最终都逃离
不了成为谬论的结局。
那么我们地质科学研究取得的认识能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呢？
由于地质过程经历的时间漫长，动则以百万年为单位，在人类的有生之年.根本不可能再现这些地质过
程，不可能通过实践再现的办法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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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东可持续发展进程2007》是厂东省可持续发展进程研究的第四份报告。
《广东可持续发展进程2007》在对可持续发展道路进行科学解析的基础上对现行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
作出述评。
运用自主建立的基于资源承载力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对广东省21个市2004年和2005年的可持续发展
状态进行了定量评价，对各市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分类排序，对广东省自改革
开放以来不同年份的可持续发展状态与进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与全国31个省、市、区做了横向对
比。
同时运用自主建立的基于资源价值耗减与环境损失评估的绿色GDP核算模型对广东省21个市2005年的
绿色GDP进行了核算和评价。
对国外学者提出的生态足迹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了科学分析，提出了改进方案，并应用于对厂东
省可持续发展的评价。
对厂东省的温室气体排放现状和碳收支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估并探讨了其变化机制和调控措施。
此外，还探讨了广东丘陵山地土壤环境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了基于热力学熵原理的环境影响评价
模型并讨论了其应用效果。
针对今后广东省如何更好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了若干具体对策建议。
《广东可持续发展进程2007》是作者们在深入理解可持续发展概念与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对在现代化
道路上先行一步的厂东省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又一次全方位解剖。
    《广东可持续发展进程2007》可供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和大专院校师生以及
实践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各级领导和干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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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的国内外比较　　国内外相继提出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定世模
型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为概念模型，一类为线性组合模型。
　　概念模型基于从不同角度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如从资源存量、资本存量、财富积累（包括可持
续收人、国家财富、真实储蓄等）、资源对人口消费的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的变化、生态空间占用状
况、用太阳能值表征的区域生产力变化等角度构造评价指标，用统一的量纲衡量一个地区的各种不同
因素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建立逻辑自恰的模型，进而综合判断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
概念模型的物理意义十分明确，而且模型中小存在权重确定的问题，基本上不受主观因素影响，评价
结果比较客观。
目前，概念模型中衡量各种不同因素对区域町持续发展影响所使用的量纲大体可归纳为四类：货币财
富、土地面积、人口和能值。
国外学者提出的影响比较大的概念模型有绿色GDP、生态足迹（或生态空间占用）、能值分析、人类
活动强度、人类消费对地球生态的压力等几种模型。
国内学者提出的影响最大的概念模型主要是基于资源承载力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
　　以货币为量纲的评价模型试图把人口、社会、资源、环境以及资源的过度损耗和环境污染等因素
以货币计量的形式表达；但是，货币评价模型在评价区域资源约束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市场价格
往往不能真实反映资源的价值，尤其是环境损失基本没有在市场得到体现。
影响比较大的货币评价模型有国家财富、真实储蓄和绿色CDP。
由于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价值用传统市场方法难以估价，目前测算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方法包括：
物质量评价法、能值分析法、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影子价格法、影子工程法、费用分析法、防
护费用法、恢复费用法、人力资本法、资产价值法、旅行费用法、条件价值法等等，但是这些方法评
估的结果差异巨大，莫衷一是。
于是，一些非货币评价概念模型应运而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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