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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态通论》

内容概要

《社会生态通论》从人体生态推及社会生态，并与自然生态贯通一致，概括出所有生态体的七个运行
法则；考证了各种“平衡”理论，提出新的社会生态平衡规律、协衡规律和变衡规律；回顾了人类社
会发展史，说明社会财富的拥有与生态资源占有之间的直接关联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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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建方，北京人，生于1953年12月。1969年8月参加工作，先后在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国海
洋石油总公司天津分公司工作。1977年参加全国高等院校入学考试，进入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学习
。1982年获政治经济学专业学士学位，毕业分配到国务院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1985年自费到美
国的普度大学研究生院学习，获得农业经济理学硕士学位。以后曾任美国OTC贸易公司经理，OTC集
团公司副总裁，Victor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职务。现任加拿大Alta Natural公司（股票上市公司）首席
执行官，同时兼任天津安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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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生态通论：全面改革的理论与路径》是一部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学术著作，全书分为生物体
法则；角色法则在社会领域中的应用；生态体运行的三个规律；生态社会的治理与运行；对宏观经济
学理论的思考；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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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社会生态通论》的笔记-第129页

        正负生态资源在人生中到处可见。仅从人的“内在资源”讲，个人的学识、经验、能力、品德、
待人接物的方法、沟通技巧、洞察力、影响力等，优势方面构成正生态资源，劣势方面可能相对地构
成负生态资源。 人们拥有的财富和权利，拥有的各种物质资料，包括产品和装备，以及拥有的财富和
权力，以及拥有的科学技术、制造能力等，都可以成为正生态资源。这些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
渐形成一个格局，到了一定时机便要发生作用。一般而言，当正生态资源大于负生态资源时，办事较
顺利，成功率高。

2、《社会生态通论》的笔记-第13页

        在自然生态体中，造成生态平衡破坏的原因有新物种的入侵，大范围的疾病传播，自然灾害；也
有不适当的人类活动，森林或其他植被遭到破坏，生物种群非正常灭绝，等等。在人类社会的国家生
态体中，市场调节机制不健全或失灵，司法或执法机关腐败，国家机器衰败，外敌的入侵，重大政策
的失误，也会造成社会生态体的平衡被破坏，引起社会动乱、政府更迭，甚至国体的崩溃。

3、《社会生态通论》的笔记-第49页

        老子就有非常精准的描述：“致虚极也，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云云，各复归其根
，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
，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作者总结的生态体运行的三个规律：平衡规律、协衡规律和变衡规
律。
生态体平衡规律可以表诉为：生态体的各组分资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在限定条件中发挥特殊功能
，保持一定比例、节奏、速率和效率，形成有序运动，具有整体性动平衡机制。
生态体协衡规律：基于内生性原因或由外力作用结果，使得生态体中的一部分组分资源发生较大变化
，影响了整体平衡时，其他组分资源的功能和运动速率等被迫调整，从而形成新的变向动平衡轨迹，
但生态体的整体性平衡约束机制仍然有效。
生态体变衡规律：在外界突发性强力作用下，或因内生性突变，造成生态体平衡约束机制突然失效或
持续性失效，迫使生态体各组分资源重新组合，在新的机制下达到新的平衡，形成了新的动平衡运动
方向。

4、《社会生态通论》的笔记-第11页

        生物体的定义：凡具有生长、发育、繁殖等能力，能通过新陈代谢作用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交换
，有生命的物体，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都是生物体。
       人作为个体是生物体。人体中的细胞、器官、精子和卵子也是生物体⋯⋯种群是生物体，作为人
的群体组织、公司以及民族，也是生物体。国家也是生物体，这里主要是指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外
竞争、扩张、宣示或维护主权、进行战争，等等。
       生物体依据自然生物体法则行为，是生态资源论理论体系中一个基本概念。生态体（Eco-entity）
是社会生态理论的核心概念，一个全新的概念：生态体是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所有生命物质和非生
命物质，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过程形成彼此关联、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
       人作为个体既是“生物体”，但对于人体组织中的细胞、器官等而言，人体又是“生态体”
       对人类生存而言，主要有三个层次的生态体：人体生态体是最基本的生态体。人类社会中的各种
组织、民族、国家之类的生态体，包括人类本身，均属于第二层次的生态体。其中可再区分出不同的
子生态体和母生态体，例如相对于国家，公司就是子生态体，国家就是母生态体；相对于人类社会，
国家就是子生态体，而人类社会作为整体就是母生态体。自然生态体或地球生态体是第三层次的生态
体，是上述其他层次各种生态体的母生态体。本书重点研究第二层次的生态体——社会生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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