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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生态系统中，一切被生物和人类的生存、繁衍和发展所利用的物质、能量、信息、时间和
空间，都可以视为生物和人类的生态资源。纵观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资源的开发
利用史，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煤炭时代、石油时代，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社会生
产力的巨大进步都伴随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的巨大飞跃。生态资源之于人类，犹如水之于鱼儿，
不可离开；一个池塘，一块草地，一片森林，一座矿藏都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生态资源。生态资源很
大，地球之上能被我们人类和其他生物所利用的物质、能量、信息、时间和空间的一切生态物质，都
在生态资源范围之列。生态资源很复杂，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食物链，以及错综复杂的生态因子之
间的关系，直到今日，人类还没能够完全弄明白。生态资源很丰厚，广袤无垠的大草原，数以亿计的
生物群落，矿藏丰富的海底世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太阳能，等等，都是无私的大自然赐给我们的
丰厚礼物。自然赐予我们如此丰富的资源，作为万灵之长的人类该怎样回报自然呢？我国古代先哲在
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观点。这里的“天”指自然环境和所处自然环境下的所有物体；
“人”是直立着从森林中走出的，具有复杂意识和主观能动的生物；“合一”，即和谐、统一。仅此
四字，概括了包含所有生态意义在内的对立统一，即：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变的关系。生态
是“天”、“人”之和；生态之变自有其规律；生态是天地、八方、阴阳五行，其“道”则为规律。
易则变之谓也，而变亦不离其规律，其谓之规律也。也就是说生态资源并不是用之无度的，也会枯竭
，也会受到伤害，我们在享用自然给予我们的资源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去保护我们的
生态资源，让其有一个休生养息的机会，这样生态资源才会真正的用之不竭。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
今天，有一部分短视的人忽视了这些，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透支并破坏着生态环境，土壤水资
源污染、垃圾围城、沙尘暴肆虐、空气污浊不堪，甚至连人们日常食品的安全都无法保证。经济发展
对资源的过分依赖，造成森林衰退、草原退化、近海赤潮、江河污染、湿地萎缩、山体滑坡以及地表
下陷，地球可谓千疮百孔，如果发展经济以牺牲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为代价，那么发展经济的目
的究竟是什么呢？生态环境问题不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冲突问题；而是今天生活在自然中的人与未来
生活在自然中的人的关系问题，只要树立现代的科学发展观，人类就一定能够达到诗意般地安居。只
有当生存方式实现了人是根本目的伦理观念的改变，人才能真正走出自己的生存危机，当然也包括生
态环境危机。认识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利用生态资源，会有助于我们人类更好地保护它，利用它，改
造它，使之更好地为我们人类服务。随着生态文明观念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确立，我们的生活会变
得更美好。广大青少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环境科学工作者和公务员了解生态文明时阅读此书大
有裨益，也可供高校师生、中学教师和管理人员学习参考。由于时间仓促，书中或有不妥之处，敬请
各位读者批评指正，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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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土地资源是指已经被人类所利用和可预见的未来能被人类利用的土地。土地资源
既包括自然范畴，即土地的自然属性，也包括经济范畴，即土地的社会属性，是人类的生产资料和劳
动对象。 土地资源指目前或可预见到的将来，可供农、林、牧业或其他各业利用的土地，是人类生存
的基本资料和劳动对象，具有质和量两个内容。在其利用过程中，可能需要采取不同类别和不同程度
的改造措施。土地资源具有一定的时空性，即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技术条件下，所包含
的内容可能不一致。如大面积沼泽因渍水难以治理，在小农经济的历史时期，不适宜农业利用，不能
视为农业土地资源。但在已具备治理和开发技术条件的今天，即为农业土地资源。由此，有的学者认
为土地资源包括土地的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两个方面。 土地资源是在目前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可以
被人类利用的土地，是一个由地形、气候、土壤、植被、岩石和水文等因素组成的自然综合体，也是
人类过去和现在生产劳动的产物。因此，土地资源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是“财富之母
”。土地资源的分类有多种方法，在我国较普遍的是采用地形分类和土地利用类型分类： （1）按地
形，土地资源可分为高原、山地、丘陵、平原、盆地。这种分类展示了土地利用的自然基础。一般而
言，山地宜发展林牧业，平原、盆地宜发展耕作业。 （2）按土地利用类型，土地资源可分为已利用
土地如：耕地、林地、草地、工矿交通居民点用地等；宜开发利用土地如：宜垦荒地、宜林荒地、宜
牧荒地、沼泽滩涂水域等；暂时难利用土地如：戈壁、沙漠、高寒山地等。这种分类着眼于土地的开
发、利用，着重研究土地利用所带来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评价已利用土地资源的
方式、生产潜力，调查分低于50厘米／秒，河床多为泥沙和淤泥构成，为缓流。在缓流中，初级生产
者除藻类外，还有高等植物；消费者多为穴居昆虫幼虫和鱼类，它们的食物能源，除水生植物外，还
有陆地输入的各种有机腐屑。 静水生态系统 静水生态系统包括湖泊、池塘、沼泽、水库等。静水并
非绝对静止，只是水流没有一定方向，水的流动缓慢。在静水生态系统中，由滨岸向中心，由表层至
深层，又可分为滨岸带、表水层和深水层。从滨岸向中心，因水的深度不同，初级生产者的种类也不
相同，依次分布着：湿生树种（如柳树、水松等）—挺水植物（如芦苇、香蒲、莲等）—浮叶植物（
如菱、睡莲等）—沉水植物（如苦草、狐尾藻、金鱼藻等）。消费者为浮游动物、虾、鱼类、蛙、蛇
和水鸟等。表水层因光照充足、温度比较高，硅藻、绿藻、蓝藻等浮游植物占优势，氧气的含量也比
较充足，故吸引了许多消费者如浮游动物和多种鱼类。深水层由于光线微弱，不能满足绿色植物的需
要，故以底栖动物和嫌气性细菌为主，底栖动物靠各种下沉的有机碎屑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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