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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近几十年来国内外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粗放经营、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运作模式，造成了全球
范围内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如各国大范围的水、土、空气污染，森林面积锐减，生物种群受破坏且
数量急剧减少，食物网破碎，沙漠化加剧及土壤板结等，温室效应、酸雨现象严重，大气层出现臭氧
空洞，而且这些现象仍在继续加重。
在当今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发展较快国家的人们在为眼前获得的经济效益
而欣慰的同时，已经在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生态严重失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面前感到十分的茫然和
焦虑；对生活环境的改善充满着渴望，以及人类发展能否持续、永久地维系下去，这些均是摆在国际
社会面前的一系列严峻的问题和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在近20年里，国际上为此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如《人类环境宣言》、《内罗毕宣言》、《地球宪
章》（又称《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关于消耗
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关于森林问题的
原则声明》等的制定，以及多数国家的积极响应，均说明各国已把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和节约利用资
源等关系子孙万代继续在地球上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当成了重要工作来抓。
这就需要全民有较多的生态学与环境学知识，同时还要有既能发展经济，又能不给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甚至能改善和优化环境，同时取得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共同提高的运作原理和实施策略
。
生态经济学就是为适应当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资源等之间存在的上述严重问题而形成的一门新兴
的前沿性和交叉学科，就是为了指导人们用生态学的理论有机地指导经济的运作，形成合理的生态经
济大系统，从而能够摆脱过去的仅有经济效益，而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则受到破坏的畸形发展模式，
能够实现取得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大效益同时最优的目标，走上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
的道路。
　　本书内容包括经济对生态环境构成的影响及发展的窘境，生态经济学中多方面的原理、作用等理
论。
在应用部分，对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城市、垃圾的生态经济问题、绿色产品、生态旅游等主要
产业和区域的生态经济学理论的应用、战略和方法进行了分析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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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理论部分，对生态经济学的形成、学科性质、经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生态系统与经济系
统、生态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构筑协调发展的生态经济系统，以及生态经济学其他主要的基本思想和
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介绍了主要的生态经济分析、评价的核算方法。
在应用部分，对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城市、垃圾处理的生态经济产业化、绿色产品和生态旅游
等生态经济学应用领域进行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分析和阐述。
本书的内容从原理、分析、技术方法、策略、评价到规划等均有较好的论述与介绍。
　　本书可作为从事生态学、环境科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领域的教学、研究及管理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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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稀缺性和对资源合理利用的分析　　1.对于一次性开采的非可再生资源的利用　　在一次性
资源中，给予一次性开采的含义，是为了明确一次性的资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用了之后，具有
这样结构和功能的资源就没有了，当然还有如煤渣等废弃物或剩余物也是可以利用的，但功能却是不
同的了。
另外在非可再生资源中，如铜矿，锡矿石等，并不是一次性用的，但是确实是一次性开采的。
以后被冶炼锻造的成品在使用后，还是可以多次循环利用的。
　　在做这方面分析时，有一些基本的概念要弄清楚，这在企业的投资效益分析和企业管理方面也常
用到：　　（1）使用者成本。
是指未来能使用资源的机会成本。
原因在于现在使用了之后，以后在稀缺、价格可能更高时，就可能会失去那时其开采的收益，这部分
收益也就是现在开采时的机会成本。
即便现在与今后的开采投资一样，即这部分成本一样，但是由于可能今后价格更高，如果现在开采的
话，而那部分收益就会丢失，因此现在开采的成本是要加上这个部分的。
但如果现在开采了，即便将以后的投资和收益都算进去，也还比不上现在开采收益高，这时，企业大
多会选择现在就开采。
这里就有考虑收益的贴现问题，即将当前的收益存在银行或继续用于在生产的投入增值要大于以后开
采的收益的话，被认为除了成本之后还有更多的收益，则也会现在就开采。
显然这是建立在不考虑以后后代也要使用这类资源的前提下。
所以也是要比较谨慎地采用的。
但如果现在开采的投资等加上机会成本之后，所获的收益可能或确实小于今后开采的收益的话，则选
择以后开采被认为是明智的。
　　（2）边际使用者成本。
即指现在使用可在以后使用的某要素，每多生产一件产品将会形成其与在以后使用该要素时可获利益
而未获的那部分而被计人成本的变动差值。
假如现在开采资源，而今后稀缺的该资源肯定会价格大幅提高的话，则现在开采者的边际使用者成本
的数额将随着多生产一件产品而逐渐增加。
因为，现在开采越多，则以后存量越少，价格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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