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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资源自然地存在着，通过其结构、功能和循环，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支撑性的物质和服务
。
本书认为，人与生态承载力的关系本质上是寄生虫与寄主的关系，人是生态服务的一个消费者，为了
获得更多的生态服务，一方面通过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增加生态承载力，另一方面通过迁
徙去接近生态承载力或通过提升生态承载力搬运能力支撑大规模的人口集聚。
本书主要回答的问题是：生态资源的规模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生态资源为人类提供了哪些生态服务
，人是怎样消耗这些生态服务的，人类对生态服务的消耗是否在生态承载力的范围内。
《中国生态资源承载力研究》可作为资源与环境科学相关专业研究生、本科生的参考用书，也适合资
源环境领域的科技人员参阅。
《中国生态资源承载力研究》由谢高地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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