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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南可持续发展评价实践》在可持续发展观、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上，应用生态经济的
能值评价法、生态足迹评价法以及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等对云南的不同时间序列进行区域发展
研究和分析，试图从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的角度，剖析云南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及
存在的问题，通过对云南的案例研究来强化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评价方法的应用，并结合云南现实特
征，提出可行的发展思路和建议。
《云南可持续发展评价实践》可供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作决策参考，也可供生态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经
济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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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货币和市场法以费用来表示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在理论上就存在缺陷。
它不同于市场价值评价，适合于没有费用支出的但有市场价格的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
理论上是合理的方法，但是由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种类繁多，而且往往很难定量，实际评价时仍有许
多困难。
间接的方法只能估算使用价值，其不足之处在于：所获得的价值是假设性的，存在偏好不确定性。
　　生态足迹模型紧扣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涉及系统性、公平性和发展的一个综合指标。
将生态足迹的计算结果与自然资产提供生态服务的能力进行比较能反映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和一定
的技术条件下，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与当时生态承载之间的差距。
测算指标采用生产土地的面积，不使用金钱的测量使人容易理解，而且容易进行尝试性测算。
该模型的计算结果只反映经济决策对环境的影响，而忽略土地利用中其他的重要影响因素，如城市化
的推进挤占耕地，由污染、侵蚀等造成的土地退化情况。
因此，该模型目前计算结果有高估区域生态状况的可能。
生态足迹法强调人类发展对环境系统的可持续性，而不关心经济、社会、技术方面的可持续性，并不
考虑人类对现有消费模式的满意程度。
另外，它是一种基于静态指标的分析法，无法反映未来的可持续性，它没有把自然系统提供资源、消
纳废弃物的功能描述完全（Wackernageletal，1999）。
　　能值分析方法把生态环境系统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有机地联系和统一起来，定量分析自然与人类
经济活动的真实价值，有助于调整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自然资源的科学评估与合理利用、
经济发展方针的制定及地球未来的预测，均具指导意义。
该方法将环境资源、商品、劳务和科技等不同类别与各种形式的能量转换为同一标准的能值后，对这
些能值均可加以比较研究。
能值分析方法与技术的采用不是取代货币对经济行为的度量功能，而是弥补货币价值方法的不足，对
那些非市场的自然物品和服务的价值进行度量尤其适用。
能值分析方法可以为国际、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分析和生态经济决策提供技术工具支撑，却难以用来研
究人类或生物在社会组织、制度、行为、心理意识等方面的问题。
因此，到目前为止仍然局限于在经济或生态经济系统内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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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目前，可持续发展已经得到全球的共识，并在各层次得到广泛实践。
区域可持续发展各具特色，在云南不同尺度的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保持着和谐
的关系。
对其进行科学评价，继而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已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云南社会环境经济系统的能值分析，云南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足迹评价，云南各州市复合系统的
生态足迹对比分析，云南典型县域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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