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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资源是资产的来源，虽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资本、技术等对于自然资源的替代性不断增强，
但自然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不但没有削弱，反而由于自然资源短缺以及自然资源开发
利用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得到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
自然资源问题不但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改变，追求资源利用更加高效以及对环境影响最小化的
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而且也在不断改变着人们的资源伦理观，因此，如何形成符合现代经济社会发展
要求，并引导资源合理、永续利用的资源学理论与方法，不仅是介绍、传播资源学知识的需要，更是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
为此，本书从以下方面对资源科学概论教材内容进行了相关设计。
　　本书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全面地阐述了资源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学科体系的框架
，详细而系统地阐述了资源科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如资源地理、资源生态、资源经济、资源伦理、资
源遥感与制图、物质代谢、资源政策与法规、资源安全与管理、资源信息等的含义、特征、分类、评
价以及理论和方法应用等内容。
读者阅读本书之后，可初步了解和掌握资源科学及其主要分支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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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资源科学概论》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全面地阐述了资源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
学科体系的框架，详细而系统地阐述了资源科学主要分支学科，如资源地理、资源生态、资源经济、
资源伦理、资源遥感与制图、物质代谢、资源政策与法规、资源安全与管理、资源信息等的含义、特
征、分类、评价以及理论和方法应用等内容。
读者阅读《资源科学概论》之后，可初步了解和掌握资源科学及其主要分支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知识
和技能。
　　《资源科学概论》可作为高等院校地理系、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地理信息系统、城市规划
、土地资源管理等专业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从事环境、生态、经济管理等专业的高校师生和有关管
理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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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1.1　人地关系演变与资源科学的产生　　1.1.1　人地关系的发展　　人地关系
是指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
人地关系中的“人”是指在一定地域内、一定生产方式下从事各种生产活动或社会活动的人；“地”
是指与人类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地理环境。
　　人地关系是从人类出现以来就存在的客观关系，人类一经出现就通过生产劳动同自然环境发生联
系。
人与自然关系的内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包括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人的能动地位。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从自然环境中获取物质与能量，然后又将改造利用过的物质与能
量以“三废”（废气、废水、废渣）的形式排放到自然环境中。
因此说，人类的生活和生产直接参与了自然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过程，并不断改变着自然环境。
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构成的人地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新陈代谢系统，或者说是一种通过人类创造的社
会经济机构，与自然环境进行物质与能量交换和转化的系统。
在人类社会的不同阶段，人类与自然环境间相互作用的规模和强度、相互作用的方式和效果都随着科
学技术的进步与人类自身的发展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以狩猎、捕捞和采集现成食物为主，利用的生活资料主要是自然资源。
这些资源被消耗的不多，又有再生能力，因而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性的后果。
在这一时期，人类高度地依附于自然，人地关系处于原始自然状态。
到了早期农业时期，人类开始有计划地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从单纯地依赖自然进入到主动地利用和
改造自然的新阶段，但这一时期的经济活动仍保持着生物学生产过程的基本特征，经人类改造的农牧
业生产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在性质上仍属于可逆转的。
在此阶段，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强，受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制约明显，因而曾有片面夸大地理环境作
用和影响的倾向，天命论思想占统治地位。
农业时代人类生产活动直接作用于自然客体，它的规模小、强度低，负面影响较小，人类与自然保持
融洽的非对立关系。
工业革命以后，社会生产力有了飞跃发展，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改造能力大大增强，存在着过分
强调人类能动作用的思想，“人定胜天”的思潮以及“人类中心论”等占主导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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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资源科学概论》着眼于从更高层次对资源-人口-环境地域系统综合阐述与研究，强调资源的多
目标、多层开发和综合利用以及资源的保护与管理，以资源的系统性、综合性和整体性思想统领全书
；在内容上，从地理学的核心——人地关系，探讨它与资源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对资源地理学进行全
面系统和较深入的阐述和探讨，对资源伦理的特征与功能，自然价值与资源伦理、资源伦理评价与规
范进行了系统地论述，将物质代谢分析纳入资源科学体系之中，根据资源科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阐
述了资源安全与资源管理等。
在结构体系上，更加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力图为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资源环境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在方法上，除了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资源遥感、资源信息等新技术手段，同时，在其他的章节中
，均不同程度地运用系统分析法、数学模型等方法，使资源科学领域的研究方法有进一步的扩大和深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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