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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山地环境孕育人类文明，山区发展彰显社会进步。
中国山区广袤，集河流发源地、水源涵养区、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宝库于一体，是全球变化的敏感
区和生态脆弱区，也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和贫困连片区。
山区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是山地科学研究的永恒主题。
　　本书的主体内容是2002-2007年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后出站工作报告的成果集成。
在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中国山区产业发展及其环境影
响，师从我国著名地理学家陈国阶研究员。
本书的前半部分（第一至第六章）是在陈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其中对山区自然资源开发与产业结构演
进模式的概括，对资源开发评价与排序，对山区经济发展与非农产业、山区贫困之间的定量化分析，
对区域空间几何要素与开发理论映射关系的研究，能给读者以新的学术思考；对于生态旅游发展阶段
和层次的论述，对四川省生态旅游空间格局的形象化概括，特别是“泛生态”、“准生态”和“纯生
态”概念的提法有一定的新意。
第七章关于长江上游生态与生产统筹规划、主题生态功能分区概念的提出，为长江上游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方法与模式。
本书的后半部分（第八至第十章）是在四川大学经济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期间，对博士
后研究工作报告的总结与拓展，主要针对长江上游地区的实际，结合当前重大热点问题，寻求该区域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途径，力图揭示经济过程与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机制。
博士后工作期间参与四川省著名经济学家杜肯堂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
目“西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重建研究”（04JZD0010）。
第八章中有关长江上游水土流失的图片和数据，是我作为课题组主要成员参加由水利部、中国科学院
和中国工程院共同组织的“中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合科学考察”长江上游及西南诸河课题的考察
成果，考察过程中得到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崔鹏研究员的关怀，使我增长了水土保
持方面的相关知识，书中提炼出若干新的观点与这次科考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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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阐述了山区产业结构与自然资源利用层次的关系，对山区经济发展与非农产业、山区贫困之
间进行了定量化分析，提出山区经济发展阶段的概念模型、长江上游山区生态与生产统筹规划的理论
与方法，揭示山区贫困、水土流失、生态退化的空间耦合机制，阐述了水土保持在长江上游山区新农
村生态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书适合从事地理学科、水土保持工作的研究生、科研人员、管理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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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不同的人类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产业结构和资源利用特征。
因此，我们认为，对资源的评价应以时间尺度为基准，中国山区自然资源价值的综合评价应寓于中国
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中，解读山区不同类型的资源在不同的时间维上的利用层次、程度和价值的
差异，明确不同资源对区域人口、经济、社会进步的贡献度的不同，客观地判别山区自然资源的地位
和作用，进而明确山区资源开发的时序安排，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3.2指标体系　　资源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评价者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等多
方面的素质和价值取向；也涉及评价对象自身在时间维上被利用的客观价值与效益以及空间维上的分
布特征、组合规律，其中有些是显现的，有些是潜在的。
建立资源评价体系的理论依据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阶段对自然资源利用的演进的一般规律，同
时结合当代自然资源利用特点，以此作为确定某种或某类资源相关重要性的依据。
　　按照山区各种资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本章主要从资源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
会效益和持续性4个层面进行判断，并以定量指标加以界定，建立中国山区自然资源贡献度评价体系
。
然后从总目标逐步向下，按照时间开发先后，把评价目标排列成树状；最后是重要程度评价，在各阶
层上对同层次目标进行重要度评价，属于同一层的各个指标的权重归一化处理。
最后，根据开发能力和现状与目标作比较，以选择开发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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