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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人类跨入21世纪的时候，科学研究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进人了多学科交叉和团队协
作研究来解决全球性重大问题（如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损失、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等）的新时代。
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倡导从最广泛的角度来理解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复杂关系的新兴交叉学科，
最近十多年来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在可持续发展的定量衡量、环境政策和管理、生态系统服务评价
、生态系统健康与人类健康、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集成评价和模拟、生活质量及财富和资源的分配等
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理解和解决环境问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个人能否成才通常取决于智商、情商、健商和机遇等许多因素，其中健商最为重要，“一个人做
对的事情比做对事情更重要”指的就是一个人要有健商。
一门学科的发展与此有许多相似之处。
我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生态与环境脆弱，从生态经济的角度来理解环境问题的病因、探询生态
系统与经济系统和谐发展的机制、找寻积极而有效的行动对策措施，无疑是正确的方向。
在知识创新和文化创新的背景下，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与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
等高等院校的一批对生态经济问题有浓厚兴趣的青年科研人员自发组织成立了一个学习型生态经济研
究小组。
该团队以五项修炼（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体学习和系统思考）为加强自身个
人修养的要旨，目标是为解决西北地区突出的生态经济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说明生态经济学科在西北的发展已经具备“智商”、“情商”和“健商”的基础，所缺的只是“机
遇”。
在西部做事比东部难、机遇少是当前不争的事实，但要认识到机遇只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我们需要
创造条件，等待机会。
切莫在机遇来时，因自身条件限制而不能抓住，空悲叹。
　　如何创造条件？
科研有它自己的规律，讲求厚积而薄发，“十年铸一剑”。
任何学科的进步，都是靠一代又一代人的积累。
没有旧知识的积累，就不会有新知识的拓展。
对我国生态经济的发展而言，现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学习国际上的“开山斧法”。
由于我国目前生态经济学科发展与国际前沿存在较大差距，要想顺利通过面前的“文献山”，跟上国
际前沿，找到国际上生态经济研究的“开山斧”著作，并将它翻译介绍进国内，是一种很好的厚积斧
头的方式。
　　当然我们不能仅满足于掌握国际上的“开山斧法”，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拥有自己的“开山斧法”
，也就是要做出自己的创新成果。
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开创自己的“开山斧法”困难重重，但只要大家能静下心来，好好演练
国际上生态经济研究的“开山斧法”，并以十年铸一剑的毅力和勇气，持之以恒，在不久的将来定能
拥有自己的“开山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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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生态系统和有机体来说，增长与发展的概念都适用。
依据生态网络结点之间的竞争性、连接模式和相互作用强度，对生态系统进行了描述，并提出了上升
性指标来统一量化系统的增长与发展。
与传统的新达尔文演化理论研究截然不同，“上升性增加原理”指明了生态系统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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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直觉上将经典热力学概念扩展到生命系统颇具吸引力。
然而，这样扩展是否合理呢？
有两种有影响的质疑。
第一种质疑是非平衡态系统状态变量的定义问题。
与温度不同，孤立生命系统，熵将急剧增加；活的组分腐烂后，熵也将明显增加。
能用熵作为生命系统的状态变量吗？
　　读者可能会怀疑第一种质疑，但肯定会相信第二种质疑：还没有人能测量生命系统的熵。
测量物理和化学个体的熵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需要假定参考状态下物质的熵值，因而非常复杂
。
（有人将这种假定称为热力学第三“定律”。
）前已述及，生命系统能做功是因为它是有生命的耗散系统。
然而像弹式量热法这样的测量方法通常需要将样品分解（scott，1965），一旦样品被分解，就不可避
免地会忽视生命系统做功的能力。
因此，生态系统中现在还不能测量熵和衍生的变量自由能等概念。
将热力学应用到生态系统中无非是想测量一些不能测量的事物，这无异于是缘木求鱼。
2.4非平衡态热力学和原始群落　　经典热力学只研究处于平衡态的系统，这使它不能充分描述复杂的
生物现象，也不能充分描述耗散的物理和化学现象。
大约50年前，开始尝试用热力学描述稍微偏离平衡态的系统。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劳苦功高的丹麦化学工程师昂萨格（1931），这里援引了他大量的工作。
　　如果状态变量与气象学中描述的温度场和压力场一样，那么也可以作为在时空上变化的纯量场处
理。
逐渐为公众所熟悉的近平衡态或不可逆热力学，就是以上述假设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将状态变量作为纯量场处理，需要将系统空间划分为由许多单元格组成的格网（不一定由直线构成）
。
单元格的大小要合适，一方面要足够大，可以包含一定量的宏观物质；另一方面要足够小，以便通过
空间连续的、处于热力学平衡态的单元格来估计状态变量的梯度。
同时，单元格时间上的变化必须比较慢。
要满足上述要求，状态变量的空间梯度必须是渐变的且耗散很小，而且整个系统只能少许偏离热力学
平衡态。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增长与发展>>

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行文行云流水、算例丰富、概念浅显易懂，对系统增长与发展进行了完美的描述.为我们了解
自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Vincent F Galucci and Robert L.Burr Ecology，1988，69（2）：548-549　　基于热力学的方法可
以充分描述许多领域中的现象，Ulanowicz这里就用它对生态系统进行了充分的描述。
　　——Donald L.DeAngelis 198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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