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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江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首要的是加强环境保护，特别是水资源的保护，并努力改善水资源的不
合理利用状况；要加快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做到开发与保护相结合，力争近年内在治山
治水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收到明显效果，这是长江地区在新世纪的重要任务。
    针对上述问题与任务，为了促进长江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为了保护长江、利用长
江、开发长江，由武汉出版社策划组织、长江技术经济学会协编，并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入国家“九
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大型丛书《长江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以人地系统为核心，以自然和社会
的协调为目标，以人口调控为条件，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结合实际进行了充分的理论分和科学论
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长江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沿江和流域城乡协调发展，流域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人口数量和素质协调发
展等战略和对策。
以一个大江大河流域为对象，系统、全面而又充分地论述该流域地区实施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著述，在我国出版史上还是第一次，丛书的作者和出版者们无疑做了一件具有开创性和导向
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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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长江地区的城乡历史源远流长　　长江探源可以破译长江的许多秘密，探索长江地区城乡的
历史渊源，可以揭示长江地区的城乡怎样淌过了历史的长河，又将流向何方。
　　1.1　城市的起源　　马克思主义认为城市和乡村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城
市和乡村的分离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城市和乡村根本利益的对立是阶级对立的表现，人类发展的
前景是实现共产主义，最终消灭包括城乡差别在内的三大差别。
这些光辉的思想不仅可以科学地解释城市与乡村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可以指导我们建设长江地区可持
续发展的城乡。
　　1.1.1走出森林　　一百万年以前，人类的祖先森林古猿从森林中走出来，从爬到走的演进经过了
数百万年，人类从直立行走到现在又经历了一百万年。
当然，如果从人的社会行为来看，人类在某种程度上说还是在“爬行”，不仅屈服于自然力，更屈服
于人类自己虚拟的各种偶像，人类的解放程度还是很低的。
百万年前，没有喧闹的城市，也没有恬静的农村，只有森林、湖泊、草原、河流和高山。
“站起来”既是人类生存的起点，也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起点。
　　1.1.2　可贵的剩余　　大约一万年前，人类的食物采集有了“剩余”，于是将剩余变为种子，有
了原始的种植业和农业。
人类的狩猎有了“剩余”，于是将剩余的野兽、野禽变为饲养的家畜家禽，这样便有了原始的饲养业
和畜牧业。
畜牧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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