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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生态足迹评价模型在以往案例中暴露的部分问题，尝试从各种生态产品和服务的“生产-
消费-废弃”过程入手，分析此过程的能源流动和物质消耗，建立起相应的资源消费和污染消纳清单，
基于此重新划分各种生态产品和服务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归属，以提高生态足迹定量分析的合理性。
在此基础上，应用改进后的生态足迹评价模型。
以广州市和广州大学为实例，评估了广州市的可持续发展程度，以及广州大学师生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为广州大学及其他区域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本书适合环境、规划、经济等领域内的广大政策决策者、科技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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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生态足迹的基本概念和研究现状　　1.1 生态足迹基本概念　　1.1.1　生态足迹概念　　生态
足迹EF(ecological footprint，又译生态占用)是由加拿大环境经济学家．William和Wackernagel于20世
纪90年代提出的一种基于生物物理量的度量评价可持续发展程度的概念和方法[1|。
生态足迹的定义为：　“the biologically　　productive and mutually exclusive area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rovide forpeople’S resource supplies and the absorption of their wastes”，即任何已知人口(个
人、城市、国家、社区)的生态足迹是生产相应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消纳所产生的废物所需要的生
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包括陆地和水域)。
它代表了既定技术条件和消费水平下特定人口对环境的影响规模和持续生存对环境提出的需求[2|。
　　1.1.2　生态生产性土地　　生态生产性土地(ecologically productive land)是生态足迹分析法为各类
自　　然资本提供的统一度量基础[2J。
生态生产也称为生物生产，是指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维持生命过程所必需的物质和能
量，并转化为新的物质，从而实现物质和能量的积累。
生态生产是自然资本产生自然收入的原因。
自然资本产生自然收入的能力由生态生产力(ecological productivity)衡量。
生态生产力越大，说明某种自然资本的生命支持能力越强。
　　由于自然资本总是与一定的地球表面相联系，因此生态足迹分析用生态生产性土地的概念来代表
自然资本。
所谓生态生产性土地是指具有生态生产能力的土地或水体[1|。
这种替换的一个好处是极大地简化了对自然资本的统计，并且各类土地之间总比各种繁杂的自然资本
项目之间容易建立等价关系，从而方便于计算自然资本的总量。
事实上，目前主流的生态足迹分析法的所有指标都是基于生态生产性土地这一概念而定义的，换言之
就是将分析中涉及的指标代换成相对应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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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态足迹评价模型的改进与应用》适合环境、规划、经济等领域内的广大政策决策者、科技工
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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