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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1.2复合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机制　　复合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机制来源于自然和社会两种作用力。
自然力的源泉是各种形式的太阳能，它们流经系统的结果导致各种物理、化学、生物过程和自然变迁
。社会力的源泉有三：一是经济杠杆--资金；二是社会杠杆--权力；三是文化杠杆--精神。资金刺激竞
争，权力诱导共生，而精神孕育自生。三者相辅相成构成社会系统的原动力。自然力和社会力的耦合
导致不同层次复合生态系统特殊的运动规律。　　能量是地球上一切地质、地理、水文、气候乃至生
命过程的基础，生态系统在其形成、发育、代谢、生产、消费及还原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能量的流动
与转化。能量流经生态系统的结果并不是简单的生死循环，而是一种信息积累过程，其中大多数能量
虽以热的形式耗散了，却以质的形式储存下来，记下了生物与环境世代斗争的信息。围绕能量环境、
能量代谢、能量生产及能量流动开展的生态能（ecologi-cal energy）及全球变化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
以来，在世界上十分活跃。它是进化生态学、生理生态学和系统生态学研究的核心话题，也是污染生
态学、经济生态学及城市生态学的热门话题。　　货币是复合生态系统中一种奇妙的组合力。它是商
品社会的产物。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里，人们以土地为本、以食物生产为纲，人与自然关系密切，
货币的能动作用有限。工业革命以来的商品社会逐渐将人与自然分离，货币成为测度商品生产、消费
效果以及全球性资产流通、支付和贮藏的手段。产值、利润、税收、收人分别成为企业、政府及个人
活动的主要目标。自从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剩余价值秘密以来，社会对产品中人的劳动价值及其交换
过程的公平性给予了较大关注，而对产品中凝聚的自然“劳动”或生态价值及其开发利用的公平性却
很少问津。而后者正是导致当今全球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南北差距悬殊和世界贸易不公平性的
根本原因。货币是调节复合生态系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重要手段，怎样改革和完善一种包括劳
动价值、生态价值及社会价值在内的价值体系，使其成为诱导全社会实现持续发展的积极动力，是当
今生态经济学家们所致力求索的重要目标。　　无规矩则不成方圆。权力是维持复合生态系统组织及
功能有序度的必要工具。它通过组织管理、规章制度、政策计划、法律条令等形式体现群众的意志和
系统的整体利益。权力的正确导向将导致生态关系的和谐及社会的发达昌盛。新加坡自20世纪70年代
以来的经济腾飞和生态建设是正确运用系统权力实施管理的成功例子。权力的滥用将导致系统的生态
经济灾难乃至毁灭，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崩溃及其对全球生态的破坏就是一例。权力的运作一般是通过
管理及阈值控制法来实现的。被管理者的行为超过一定的阈限允许范围，权力就会通过一定形式的强
制手段，如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甚至军事的手段进行抑制，使其就范，并起到罚一儆百的效果。
当权力的运作不能有效地促进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系统的无序程度超过一定的阈值时，系统就会产生
结构的重组和权力的更迭，使新权力机构恢复系统应有的职能。传统的权力一般只限于政治、军事、
家庭等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权力，而复合生态系统的权力还应包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权
力。掌权的执法者所代表的不仅是选民的社会权益，还应代表自然生态系统持续生存发展并服务于后
代人及其他地区人的生态权力。　　同权力相反，精神是通过自觉的内在行为而不是外在的强制手段
去诱导系统的自组织自调节的共生协和力，推动系统的持续发展。人的精神取决于特定时间、空间内
的文化传统、人口素质和社会风尚。一般通过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两种方式所诱导，涉及人的自然、
功利、道德和天地四种境界的不同耦合方式。20年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对文化生态学、伦理生态学
、环境伦理学等的研究方兴未艾，其核心就是要倡导一种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增强人的生态责任感，
诱导一种生态合理的生产观、消费观及环境共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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