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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人地关系研究到生态文明构建，体现着我们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与认识上的不断进步和深化
，建立生态文明社会必须以协调好人地关系为前提，而人地关系的协调和良性互动，则以生态文明社
会为归宿。
基于这一思考，《人地关系与生态文明研究》旨在通过对人地关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反思与
总结，对生态文明学说的阐释和深化，将人地关系研究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探讨和构建
全面协调人地关系，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的有效模式和现实途径，为建立和谐社会和我国现代化建设提
供有益的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地关系与生态文明研究>>

书籍目录

绪论　从人地关系研究到生态文明的构建一　人地关系研究及其价值意义二　人地关系与生态文明观
的形成三　本书旨趣与研究设想第一章　人地关系学说的主要观点和基本内涵第一节　对传统的人地
关系学说的反思一　传统入地观的几个代表性观点二　对传统地理环境理论的反思第二节　人地关系
和谐的内涵与内容一　人地关系的基本内容二　人地关系和谐的内涵第二章　中国古代人地观的主要
理论第一节　道家的人地关系思想一　“人与天一”的生态伦理思想二　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念三
　“顺应自然”的生态实践观四　知足素朴的生活态度第二节　儒家的人地关系思想一　“天人合一
”的生态伦理思想二　尊重生命的生态伦理原则三　“取物不尽物”的生态伦理规范四　“与天地相
参”的生态道德目标第三节　佛教的人地关系思想一　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二　慈悲为怀的生态实
践观第三章　中国古代人地关系互动的历史考察第一节　原始文明时代——人类慑服于自然威力之下
第二节　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对于自然的初步开发和利用一　中国古代人地互动良好的生态农业二
　医学实践三　文学艺术四　饮食起居第三节　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和征服第四节　
历史的启迪一　文明的形成、发展与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二　人地关系要良性互动三　人类要走可持续
发展之路四　追求真善美的生存境界第四章　中国古代人地关系演变的个案考察与历史启示——以陇
中黄土高原为例第一节　陇中黄土高原人地关系的原始面貌一　陇中黄土高原早期自然环境的复原二
　陇中黄土高原原始农牧业的兴起第二节　陇中黄土高原人地关系的历史演进一　秦汉至隋唐时期陇
中农牧经济的交替发展二　唐末北宋时期牧业的衰退和农业的发展三　明清以来单一农业经济的定型
与经济的衰落第三节　陇中黄土高原人地关系矛盾及其影响——森林的破坏二　草原的退化与消失三
　环境的恶化及其影响四　开发模式与人地和谐的关系第五章　当代社会的生态问题第一节　当代社
会的生态问题及其危害一　人口膨胀问题二　环境污染问题三　资源短缺问题四　能源危机问题五　
“文明”冲突问题第二节　当代社会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一　历史原因二　自然原因三　社会原因第
六章　生态文明——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模式第一节　人地关系和谐的模式选择——生态文明一　生态
文明的内涵二　生态文明的主要特征第二节　生态文明时代——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一　生态文明
时代的标志二　生态文明时代的主题第七章　建立生态文明的基础条件第一节　建立生态文明的环境
基础一　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的作用二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三　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第
二节　建立生态文明的资源基础一　水资源二　土地资源基础三　矿产资源四　加强中国资源环境基
础的基本对策第三节　建立生态文明的社会文化基础一　生产力基础二　科技基础三　政治基础四　
人文基础第八章　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的时代意义第一节　建立生态文明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一　生
态文明是协调入地关系的必然要求二　生态文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途径三　生态文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保障第二节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更高形态和必然归
宿一　生态文明与三大文明的关系二　生态文明是三大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三　生态文明——中国文
明转型的历史归宿第九章　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第一节　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机遇与挑战一　生态文
明建设面临的挑战二　生态文明建设的机遇第二节　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基本途径一　确立科学的发
展观二　重视教育，更新观念，提高生态意识三　进行经济与技术的生态创新四　进一步贯彻具体的
生态文明建设措施五　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制约体系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地关系与生态文明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