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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青藏高原，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青藏高原，高处不胜寒的地方。
青藏高原，祖国的欠发达地区。
从青藏高原地区特殊生态地位、国土安全、区域地缘政治及国家总体战略布局看，其区域可持续发展
，确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是一个包括社会、资源、环境和发展“四位一体”，协调的、有机
的、庞大的“自然一经济一社会”系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完整性、国家版图的完整性以及实现现代
化的时空性。
对于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重要现实意义。
刘同德教授长期在青藏高原工作，奋斗高原、奉献高原、研究高原、认识高原，笔耕不辍，多有著述
，近来又完成了这部《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学术著作，把关于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的
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新水平，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发展。
构建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
理论界对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在理论层面上还没
有形成指导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理论，而实践中却又极其迫切地需求这种理论的指导。
作者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在修正PRED系统的基础上，构建了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的SRED系统
结构模式、能力结构模式以及测量模型。
并根据青藏高原区域SRED系统能力分析结果，系统地提出了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主线、主题及
发展原则。
两条主线：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处理好青藏高原区域发展与环境问题；实现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和谐，解决好青藏高原区域的“效率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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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地区差异与发展实际，将PRED系统修正为SRED系统，建立了青藏高原区域SRED系统结构模
型，创新性地提出了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两条主线、八大主题及十项发展原则，系统构建了青
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
与此同时，就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支持系统、社会支持系统、资源支持系统与生态环
境支持系统进行了定量研究与实证分析，从而将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推进到制度支持系统层面，
强化了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与智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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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1.3.3 科技创新能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最主要的因素，是第一生产力；科
技进步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科技创新是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大发展的重要标志。
科技创新能力的培育与建设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瓶颈”，推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之举。
科技创新能力是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3.1.3.4 社会稳定能力在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不希望出现由于自然波动（如自然灾害等）
和社会波动（如重大决策失误、社会动乱等）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因此，在社会支持系统建设中，必须不断提升整个社会系统“健康、有序、稳定”的运行能力；全体
社会成员享受公共财富的公平能力；社会系统抵抗和缓解外部和内部的干扰和冲击的能力，从而保持
高原地区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稳定、有序的系统环境。
3.1.3.5 资源的承我力资源承载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那些与生存相关，并能被开发利用的资源转化为
产品或服务的总体能力，是对该地区人口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程度、保证程度和承载潜力的总和。
如水资源、耕地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等，它们的赋存状况诸如数量的多寡、质量的优劣、组合
或匹配程度、开发的难易，对一个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同时构成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先
决条件。
可持续发展要求此种生产能力在不危及其他子系统的前提下，应当与人的进一步需求同步增长。
3.1.3.6 环境的承栽能力环境的承载能力通常也称为“容量支持系统”。
人对区域的开发、对资源的利用、对经济的发展、对废物的处理等，均应维持在环境的允许容量之内
，否则，可持续发展将不能为继。
这样环境的缓冲力、自净力、抗逆力及其相互之间的平衡，就变成了这一支持系统的判别标志。
提高环境的承载能力关键在于加强生态环境能力建设，即提高生态服务的总价、扩大生态环境的总量
、增强生态环境的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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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编辑推荐：青藏高原能否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关系到青藏高原地
区乃至国家的生态安全、国土安全、社会稳定以及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对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具有创新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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