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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几十年来，由于人口的持续增长，工业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自然资源数量与质量的不断衰减
等导致生态污染、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厄尔尼诺现象、酸雨、生物多样性缺失等全球性的生
态问题不断出现。
这些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威胁着人类的安全。
随着生态危机的加重，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只偏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环境保护，只追求物质满足，而忽视
精神追求，将会使得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成果最终因环境恶化危及人类的生存而丧失殆尽。
　　目前，人们越来越关注环境变化与安全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一直试图从生态、环境、经济、法律
等各方面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试图提出解决方案。
由此，环境安全与生态安全问题已成为生态学、经济学、法学乃至国际关系学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
。
在我国，自1998年生态安全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以来，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成为多学科与可持续
发展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本书在对环境安全、生态安全概念起源、内容及涉及范围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基于生态安全是环
境安全的发展及扩充的事实，主要对生态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生态安全定位为基于人类
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发展基础上的生态安全，即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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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对环境安全、生态安全概念起源、内容及涉及范围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基于生态安全是环境安
全的发展及扩充的事实，主要对生态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生态安全定位为基于人类生态
系统的生存和发展基础上的生态安全，即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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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生态的内涵　　生态包含着递进的三层意思：关系、适应与导向。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是关于生物生存条件的关系学，其中包括生
物间关系、非生物间关系、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关系。
这些关系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进行，即时间关系、空间关系与时空组合关系。
这些关系可以概括为：①从空间的整体上把握多样性与稳定性的关系；②从时间上把握生物体与其环
境动态发展的时变关系；③从时空关系上把握物种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种种互动关系。
例如，中国古代农书中对生态关系中强调食物链的功能阐述为“养”与“和”的关系，如“苟得其养
，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在生物多样性和单一性的关系上用“和
生万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在时序关系上用“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
不害民”（《易传·节·篆传》）。
这些都说明了整体性、多样性、时变性与协调性等生态关系的一些基本规律。
　　生态学研究中的生物体是一种集合，像群落、生物地理群落、生物共同体等。
人类是这个集合中的一个元素。
值得提出的是，人不是一般生物体，人是有智慧、有感情、有文化的超有机体。
因此人类可以能动地影响自然界，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同时也受自然界不断发生着的变化所影响
。
　　在生态的种种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从时间上把握生物体与其环境动态发展的时变关系，它
所体现出来的就是适应。
这种适应是互动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对生物体进化与发展极为重要，生物体在一定环境中形成一种
自适应能力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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