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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天，生态学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其产生的历史来看，它一开始就与地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农、林、牧、渔、医等多个学科紧密
联系，其研究方法已涉及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
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必须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可供持续利用的自然资源，而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自
然资源的严重破坏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如何解决既要又好又快地发展经济，又要保护好环境和自然资源这一难题呢（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
水青山）？
怎样处理好保护环境和利用自然资源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如何使有限的自然资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可持续利用而永不枯竭呢？
对人类面临的环境、能源、人口、粮食、资源等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
掌握和了解生态学的知识是全社会的需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构建合理知识结构的需要，是
素质教育的需要，也是人类全面发展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编写这本教材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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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于1992年6月3-1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有178个国家的1.5 万人参加，
包括118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讨论了与人类生存环境社会发展有关的若干重大生态学战略性课题。
生态学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持久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在1992年国务院第94次常务会议上，通过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式颁布的我国到2000年和2020
年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的第三部分“发展
重点”中指出：“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重点是⋯⋯加强凝聚态物理、分子生物学、化学、海洋学、
生态学和信息科学等前沿基础学科的研究。
⋯⋯”；“⋯⋯生态学的研究着重于系统的协同进化、退化生态系统的机理和优化人工系统的组建，
为改善、促进社会发展做贡献⋯⋯”　　当然，当前人类面临的种种挑战性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生
态学的发展，而且也需要其他学科的发展，其中生态学起着核心作用，这是由生态学本身的性质所决
定的。
　　另外，生态学在研究生物之间和生物与环境之间各种相互作用规律时，也必须应用其他学科的理
论和方法，同时，这也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例如，生态系统概念的产生以及对系统能量流和物质流的研究对农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进了农业
生态系统研究的蓬勃发展。
　　根据生态学强调生态系统、生物与生物环境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强调提高生态系统生产力与保持
系统稳定性相协调等，其许多原理与哲学思想中的整体与部分、事物相互间普遍关联等的辩证唯物论
有关，所以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生态学也是一种哲学，认为生态观是一种思维方式，一个具有永恒意义
的哲学命题。
尽管此命题已超出了生态学的范畴，但是它反映了生态学原理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
　　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地球生命维持系统的和谐相处与协调发展，是人类在地球上持久生存所必
需的。
无节制地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系统，或认为人类应凌驾于自然之上、我行我素的观念，不能达到
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目的。
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态意识和觉悟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生态学知识的普及与发展无疑是社会进
步必不可少的社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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