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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区域发展特别是区域可持续发展或区域科学发展，是地理学、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管理学及哲
学等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前沿领域和重大课题。
怎样对区域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就成为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
纵观20世纪初叶以来地理学的发展历史，我们得出了地理学的研究核心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科学结
论。
其实，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这个科学概念并不仅限于地理学所用，实际上是一个可以被很多研究区域问
题的有关学科共同使用的科学概念。
研究和阐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共生的基本规律和主要途径，是地理学和有关学科研究的重大学科
目标。
青年地理学家和区域发展专家潘玉君教授，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提
出了有关区域的基本公理：任何区域都是人地关系的区域；任何区域都是区域系统中的区域；任何区
域都是历史发展中的区域。
这些可能是构建以地理学为学科基础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认识基础。
这种探索具有创新意义。
潘玉君教授及其所带领的跨地理学、经济学和生态学等学科的科研团队，遵循马克思主义人地关系理
论和区域发展理论、区域科学发展思想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运用钱学森先生创立的“从定性到
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对后发达地区，特别是作为我国西南边疆省份的云南省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其资
源环境基础、环境效应等方面的高度综合性问题，进行了长期研究。
他主持承担了多项国家基金课题和云南省重大课题，出版了《区域现代化实证研究》、《区域发展研
究：发展条件与空间约束》、《区域发展研究：发展阶段与约束条件》、《可持续发展原理》和《区
域经济学导论》等学术著作和区域著作。
他们新近完成并准备出版的《云南省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实证研究》丛书，以加拿大经济学家william
Rees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并创立的生态足迹理论和方法为基本模型工具，对云南省几十年的总量生态
足迹及其区域差距、总量生态承载能力及其区域差距、总量生态盈亏及其区域差距、单位国内生产总
值的生态足迹及其区域差距、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生态盈亏及其区域差距等进行了精确计算，揭示了
云南省从20世纪80年代到当前的历史时期和从当前到21世纪20年代的未来时期的各年份的空间结构和
时间序列。
同时阐明了这样的发展水平和区域差距对云南省区域科学发展或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以及如何提高发展
水平和适度缩小区域差距的基本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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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遵循马克思主义人地关系思想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共生思想，以“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
方法”为方法论工具，以生态足迹计算方法和泰尔指数等区域差距计算方法为模型工具，对作为后发
达省区的云南省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盈亏及单位GDP的生态足迹等进行了时间序列、空间
秩序和动因机制的系统研究，完成了《云南省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实证研究》丛书。
《区域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分上、下两册，每册分为上、中、下三篇，在大量数据统计
和调研的基础上。
系统研究了云南省及各市州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盈亏及单位GDP的生态足迹等的时间序列。
    本书是一部兼具探索性和创新性的学术著作。
可供地理、经济、环境、资源和政治等学科及政府部门和区域发展研究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及师生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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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七节 昆明市生态状况的时间序列昆明市生态状况的时间序列如表2-7、图2-31所示。
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消耗量正逐渐加大，与之相对
应的生态足迹总体呈逐年递增趋势。
1988～2006年，昆明市总量生态足迹（EF）的变化大体上分为以下两个阶段：1988～1999年为快速增
长阶段，年平均增长率为8.72 9／6；1999～2006年为缓慢增长阶段，年平均增长率为3.14％。
通过预测，未来14年总量生态足迹将增加到20172676hmhm2年平均增长率为4.609／6。
在假定生态承载力（EC）不变的前提下，大体上昆明市的总量生态盈亏（ED）值呈波动下降趋势。
从图2-31中可以看出，1988～1989年，昆明市总量生态足迹的值等于总量生态承载力的值即总量生态
盈亏值为零。
此后，由生态盈余变为生态亏损且总量生态亏损的程度逐年加剧，1989～2006年，总量生态盈亏值从
一300616hm下降到一6527803hm,生态亏损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1.75％；通过对未来14年的预测，昆明市
生态亏损程度仍呈现加剧趋势，年平均增长率为6.01％。
这表明，在不考虑贸易杠杆的作用下，昆明市的生态安全状况从1989年后开始出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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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区域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套装上下册)》：云南省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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