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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哲学三元三角模型初探》创立并系统阐述了“三元三角生态哲学”理论体系。
该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可持续利人利众生主义”价值观。
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三元三角法则”、“生态演变阶段论”、“生态熵流悖论”、“生态财富价值论
”、“生态。
经济二元中心论”、“生态·经济双优耦合论”、“生态环境友好价值论”、“食物多元化回归”、
“能量低熵化消费”、“物种人性化共存共演”、“人类社会和谐”等。
主张在今后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中全面实施“利人利众生可持续性发展模式”对“唯人损众生破坏
性生存模式”的战略性替代，未来的生态价值取向定位为“食物多元化回归，能量低熵化消费，物种
人性化共存共演”。
　　“生态三元三角法则”是《生态哲学三元三角模型初探》的核心内容。
该法则揭示了地球生态大系统演化的本征、历程和规律。
“生态演化阶段论”、“生态熵流悖论”、“生态人类论”、“生态。
经济二元中心论”、“生态·经济双优耦合论”等是对这一演化本征、历程、规律的解读和应用；“
生态财富价值论”、“环境友好价值论”、“食物多元化回归”、“能量低熵化消费”、“物种人性
化共存共演”等是对这一演化本征、历程、规律的价值取向定位，并将“三元三角生态哲学”理论体
系的基本原理转化为指导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主要途径与基本方法；“人类社会和谐”是根
据三元三角法则立体模型所阐明的基本原理，将人类视为“生态”中的特殊物种，论述这一特殊物种
的社会和谐问题，提出“人类和谐系数”新概念及表达式，应用和谐系数对人类社会和谐问题进行了
较为深刻的剖析。
　　《生态哲学三元三角模型初探》将生态、经济视为生态哲学的两大基础，并认定生态与经济密不
可分。
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高度概括为“物质无限循环，能量曲折流动，生命物竞天择”，将生态·经济学
的基本原理也高度概括为“时空立体配置、供求关系协调、效益阀阈限制”，从而成为循环经济学的
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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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家雍，贵州省遵义市人。
自1967年参加工作以来，先后任《贵州农业科学》编辑部主任、贵州省农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所长、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西部开发研究所所长。
40余年来一直从事生物学、生态学、植物生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哲学等领域的研究、教学、编辑
工作。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学术著作两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一等奖、贵州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贵州省科技进步四等奖各一项。
荣获贵州省省管专家、享受贵州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称号。
现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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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偿还性补偿　　所谓偿还性补偿，就是对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惩罚性、赔偿性收费。
通过偿还性补偿，增加损害生态环境的经济行为（还有其他行为）的经济成本，达到遏制、消除损害
生态行为之目的。
实施偿还性补偿的判定以国标为准，没有国标的领域由有关职能部门制定暂行标准。
偿还性补偿的额度，原则上以能够满足支付有效消除生态损害所进行的投人为准。
有效消除生态损害所进行的投入的内容包括两项，一是消除性补偿，二是损失性补偿。
所谓消除性补偿，就是恢复生态环境正常功能所需的资金由“肇事者”支付，所需资金多少就偿还多
少；所谓损失性补偿，就是由“肇事者”对已经造成的损失进行偿还，既成损失是多少就偿还多少，
直至生态恢复达到国标规定且不再造成新的损害为止。
　　2.建设性补偿　　所谓建设性补偿，就是对建设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奖励性、偿还性补助。
通过建设性补偿，降低保护、建设生态环境行为的经济成本，或提高保护、建设生态环境行为的经济
效益，达到促进、加速维护和建设生态环境行为之目的。
采取政府行为+市场行为的方法，让生态保护、生态建设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解决好生态
产品消费中“搭便车”现象，以激励生态产品足额供应；通过政府买单方式解决好生态投资者的合理
回报，制定新的生态产权法规，使生态资本具有增值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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