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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问题日益恶化，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
为满足目前我国各层次环境类专业人才的需要，国家教指委提出高等学校环境类专业“宽口径、厚基
础、重特色”的专业人才培养要求。
“厚基础”体现环境类专业人才的一般要求，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共性的专业核心课程，包括环境学、
生态学、环境化学、环境生物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管理学、环境工程学、环境监测、水污染控制、
大气污染控制、物理性污染控制、固体废物处置及资源化、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规划、环境微生物学
等；“重特色"体现对环境类专业各层次人才的特征性需求和学校办学目标，为各高等学校专业教学计
划的制定提供个性化的发展空间，以适应不同学校的学生来源、教育资源及培养目标上的差异，建设
一批具有针对性的特色课程。
环境类专业教学改革的关键在于建设一批高水平的教材。
南京大学作为全国最早开展环境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单位，拥有优质的教学资源和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
，在环境类专业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方面领跑国内同行。
南京大学联合其他兄弟院校环境类专业的骨干教师，共同编著了“高等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列规划
教材”，该套教材具有以下特点：前沿性本套教材均采用最新理论，借鉴了国内外大量资料，紧跟学
科前沿，缩短了知识更新的周期，加快了知识应用的节奏。
全面性重视知识领域、知识单元的设计与课程体系的有效结合，既包括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核心课程
，也有特色课程；既有理论课教材，也有实验教材紧密配套。
实用性将理论课教学与实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培养具备环境保护理论探索、环境监测、技术开发、
政策设计、环境评价与规划、环境管理等综合集成与应用能力的人才，满足社会各界对各类环境保护
人才的能力要求。
服务性配套相关的教学课件（电子教案），可供任课教师参考使用，同时作者和出版社会提供相关的
服务支持。
本套系列教材的编写和出版是我们工作的一项尝试，在教材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疏漏或者不当之处，敬
请读者和专家提出批评意见，以便今后修改和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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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文明与绿色生产》共分为七章，围绕环境问题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以及工业文明时代的环境
问题，阐明绿色生产和生态文明的理念、原理、方法以及具体的实践。
书中采用丰富实例，力图编写内容的实用性、趣味性、前沿性和科学性，以便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尽可能使内容贴近实际，引发学生对资源环境现状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出深思，提高环境意识，
旨在促使自觉的环境保护行为。
　　《生态文明与绿色生产》以高等院校各专业学生为基本对象，着眼于学生科学发展观的培养，为
学生打造一个学习绿色生产和生态文明理论的理性知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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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生态演变与人类文明人类是生态环境的产物，要依赖自然环境才能生存和发展；人类又是自然
生态的改造者，通过社会性生产活动来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使其更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人类改变自然环境的能力，是由人们的生存方式以及生存方式所创造的文明决定的。
不同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文明类型。
生态演变是自然与人为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历史的主轴越靠近当代，导致生态恶化的人为破坏就越明显。
第一节环境和环境问题一、环境人类环境是庞大而复杂的多级大系统，它既包括未经人类改造过的自
然界，如高山、大海、江河、湖泊、天然森林以及野生动植物等，又包括经过人类社会加工改造过的
自然界，如街道、房屋、水库、园林等。
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中明确指出：“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大气、水、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
动物、野生植物、水生植物、名胜古迹、风景游览区、温泉、疗养区、自然保护区、生活居住区等。
”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能力逐步提高，人类环境的范畴随人类社会科学技术水
平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早期人类的生产力和认识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因此，所能影响到的环境的范围也有限；今天，人类
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甚至进入宇宙环境，对环境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因此，对于环境和环境问题的
研究也需要不断的发展。
环境的特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和表述。
如果从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利弊角度来考察和研究环境，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1.整体性与区域性
环境的整体性指的是环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要素之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故又称系统性。
这就是说，在不同的空间中，大气、水体、土壤、植被乃至人工生态系统等环境的组成部分之间，有
着相互确定的数量与空间位置的排布及其相互作用关系。
也就是说，环境的各组成部分之间以特定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特定的结构。
通过稳定的物质、能量流动网络形成彼此关联的变化规律，该结构在不同的时刻将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
整体性是环境的最基本特性。
整体虽是由部分组成的，但整体的功能却不是各组成部分的功能之和，而是由组成整体的各部分之间
通过一定的联系方式所形成的结构以及所呈现出的状态决定的。
一般来说，气、水、土、生物和阳光是构成环境的五个主要部分，作为独立的环境要素，它们对人类
社会的生存发展各有自己独特的作用。
这些作用（功能）不会因时空的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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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态文明与绿色生产》是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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