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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态学基础》

前言

我们以无比兴奋的心情，编写这本教材，作为向伟大祖国60周年华诞的献礼。工业生态学是一门新兴
的、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学科。它的基本学术思想是：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自然
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这样的学术思想是新颖的，非常值得称道。它能帮助人们从传统学科的狭
隘视野中解脱出来，看到全局，学会综合思考问题的方法.特别重要的是：发展经济要全面考虑，不能
顾此失彼，不能竭泽而渔，不能任意排放；否则虽可繁荣一时，却不能持续到永远。工业生态学的新
思想、新内容，能使许多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我们衷心希望大家都来学习这门学科。具体地说，
一是希望大专院校的学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都能学一门工业生态学
方面的课程。学时可长可短，关键是把它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内容学到手，将来能更自觉、更好地为可
持续发展服务。近几年来，有些院校、专业已经开设了这方面的课程，这的确是良好的开端。我们希
望今后能逐渐铺开，有更多院校、专业把这门课程列入它们的教学计划。二是希望各行各业的从业人
员都能补学这门课程，这是因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能否实现，人人有责，各行各业概莫能外。三是希
望各级决策者都能知晓这门课程的中心思想和主要内容，这对他们作出正确的决策，肯定会有帮助。
当然，学习方式要灵活，自学、研讨、培训等方式均可。上面所说的这些希望是鼓励我们编写本教材
的全部动力源泉，只要本教材能对大家学习工业生态学有所帮助，我们就会感到非常满足！多年来，
我们在学习国内外文献的同时，开展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工作。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与中国实
际相结合。中国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因此，与此有关的若干主要问题就成了我们研
究工作关注的焦点。在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发表了不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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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态学基础》

内容概要

《工业生态学基础》共分17章，分属6篇。第一篇（第1—3章）为绪论；第二篇（第4—6章）介绍经济
增长与环境负荷；第三篇（第7—9章）为资源环境综合分析；第四篇（第10—12章）介绍生态设计和
环境评价；第五篇（第13—16章）介绍循环经济和物质循环；第六篇（第17章）介绍企业的绿色化。

Page 3



《工业生态学基础》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篇 绪论
第1章 自然生态系统和工业系统
1.1 自然生态系统
1.1.1 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
1.1.2 自然生态系统的进化
1.2 1业系统
1.2.1 工业系统的组成
1.2.2 工业系统的进化
主要参考文献
复习思考题
第2章 可持续发展观
2.1 基本概念
2.2 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
2.3 中国的可持续科学发展观
2.3.1 中国可持续发展历程
2.3.2 中国的科学发展观
2.3.3 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观的关系
主要参考文献
复习思考题
第3章 工业生态学概述
3.1 工业生态学及其兴起
3.1.1 工业生态学基本概念
3.1.2 工业生态学研究的兴起
3.2 基本思想和特点
3.3 本书框架和主要内容
3.4 工业生态学今后的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复习思考题
第二篇 经济增长与环境负荷
第4章 环境保护的基本思路和工作内容
4.1 基本概念
4.1.1 稳态社会经济系统
4.1.2 非稳态社会经济系统
4.2 环境保护的基本思路
4.3 环境保护的工作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复习思考题
第5章 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资源消耗量和废物排放量
5.1 IPAT方程
5.2 IGT方程——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负荷
5.2.1 IGT方程
5.2.2 IGT方程的另一种形式
5.2.3 单位GDP环境负荷年下降率的临界值
5.2.4 GDP年增长率与单位GDP环境负荷年下降率之间的合理匹配
5.3 IGTX方程——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废物排放量
5.3.1 IGTX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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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IGTX方程的另一种形式
5.3.3 废物排放率年下降率的临界值
主要参考文献
复习思考题
第6章 穿越“环境高山”
6.1 基本思想
6.2 理论分析
6.3 实例及其分析
6.3.1 国家级实例及分析
6.3.2 省级实例及分析
6.4 中国环境负荷的预测
6.5 环境保护规划编制中的几个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复习思考题
第三篇 资源环境综合分析
第7章 总物流分析
7.1 总物流模型
7.2 关于隐藏流
7.3 关于再生资源
7.4 主要指标
7.5 国家级案例
7.5.1 日本2000年的总物流分析
7.5.2 日本2005年的总物流分析
7.5.3 基于总物流分析的日本循环型社会发展目标
7.5.4 我国2000年的总物流分析
7.5.5 我国2005年的总物流分析
7.5.6 中、日两国的指标对比
主要参考文献
复习思考题
第8章 生态足迹分析
8.1 基本概念
8.1.1 生态足迹
8.1.2 生态功能用地
8.1.3 生态承载力
8.1.4 生态足迹分析法及其应用
8.2 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计算
8.2.1 综合计算法
8.2.2 成分计算法
8.3 全球及我国的生态足迹
8.4 实例——辽宁省2002年的生态足迹
主要参考文献
复习思考题
附录
第9章 系统动力学分析
9.1 系统动力学概述
9.1.1 系统动力学的特点
9.1.2 系统动力学在决策中的应用
9.2 系统动力学中的因果关系和反馈回路
9.2.1 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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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反馈回路
9.3 系统动力学的计算例题
9.4 世界模型实例
9.4.1 操作软件介绍及模拟步骤
9.4.2 世界模型简介
9.4.3 模拟结果分析
主要参考文献
复习思考题
第四篇 生态设计和环境评价
第10章 生态设计
10.1 基本概念
10.2 原材料选择
10.2.1 环境危害
10.2.2 资源储量
10.2.3 开采加工
10.2.4 再生性
10.2.5 减量化
10.2.6 生态材料
10.3 生产、包装和运输
10.3.1 生产过程
10.3.2 包装和运输
10.4 使用过程
10.4.1 减少废物
10.4.2 节能降耗
10.4.3 延长使用寿命
10.5 报废回收
⋯⋯
第11章 生命周期评价
第12章 环境影响评价
第五篇 循环经济和物质循环
第13章 循环经济概述
第14章 社会层面上的物质循环
第15章 生态工业园——企业之间的物质循环
第16章 生产流程中物流对能耗、物耗的影响
第六篇 企业的绿色化
第17章 企业的绿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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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实行有决定意义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
场经济体制转变，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二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这两个转变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94.年，国
务院制定并发布了《中国2工世纪议程》，明确表明了中国政府履行《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责任和
义务，以及实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和具体措施。该议程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的21世纪
行动计划。199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一控双达标”的目标
，即全国实施排污总量控制、2000年排污达到规定的排放标准、重点城市达到规定的环境质量标准；
提出了关闭“15小”，即依法关闭污染严重，资源消耗高的小煤矿、小造纸等15类小型企业等重要措
施。200工年底，中国加入WTO。这是中国融人经济全球化、促进环境与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实际行动
，意味着中国将执行WTO基本规则，在世界环境与贸易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2.3.2 中国的科学发展
观2003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即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其主要内涵如下：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的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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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业生态学基础》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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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戴铁军老师给我们上的这个课，点名要陆钟武院士的书，就因为陆院士是戴老师的导师，不过说
实话，在环境材料以及现在的LCR，物质流分析，再生循环思想中，陆钟武院士是走的很远，思想很
具有前瞻性的
2、戴老师的怨念。
3、这个真的是陆院士十几年的心血啊，和他交流过，每一个字他都要斟酌
4、呵呵，就当是期末考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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