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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前人成绩与成就的基础上，力图将社会哲学与海洋社会学结合起来，尝试着从哲学视域对海洋
社会进行解剖，尽管这种解剖是粗糙的、肤浅的。
书中包括了：海洋社会发展论、海洋环境论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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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佳强，浙江宁波人。
生于1965年8月。
198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哲学系。
现为浙江海洋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等。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研究。
已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其中在《哲学研究》、《浙江大学学报》(原《杭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家
》、《求索》、《学术界》等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篇，其中《社会进步两种尺度的辨证关
系》和《德智关系辩证》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主持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项，浙江省科技厅软科学课题1项。
浙江省教育厅课题1项，其他厅局级课题6项；以项目重要参与者身份参与教育部“十一五”规划课题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课题等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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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地理环境能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对生产发展速度有着重要的影响。
地理环境的影响和作用，通过一定的生产发展水平表现出来，即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对自然条件的利
用程度也就越大，社会生产越发展，就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开发新的自然资源领域，扩大社会和自
然之间越来越多的联系。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提供了比较富足的自然资源，那就会获得
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使社会的发展也就快一些；反之，就会慢一些。
　　第三，地理环境能决定生产部门的具体分布和发展方向。
一个国家、地区的生产布局及其发展方向，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它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土地肥沃、草源辽阔的地区，适合农牧业的发展，如森林资源丰富的加拿大就充分发展了木材加工业
。
第四，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生态平衡，对于社会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地理环境是一个由各种自然条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而构成的一个生态平衡系统。
维护这种自然生态平衡，就会使人和自然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得以正常进行。
如果造成“生态失调”就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后果，从而影响社会的发展。
因此，正确地运用生态规律来调节和发展生产，这是当今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
总之，地理环境的优劣、自然条件的合理利用、开发，对于社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发展不能起决定性作用　　第一，地理环境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
地理环境是与社会生活不同质的物质形态，它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外部自然条件，其优劣、好坏可
以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但不能作为人类社会的内在要素决定社会的性质。
社会的发展变化有它自身固有的原因，有它自身固有的特殊规律性，这个原因、这个规律性只能从物
质资料生产方式中去寻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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