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森林与发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森林与发展>>

13位ISBN编号：9787802096868

10位ISBN编号：7802096863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中国环境科学

作者：包茂红

页数：167

字数：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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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森林与发展>>

内容概要

森林在地球生态系统的演进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森林滥伐不但破坏了人类现在尚
不能摆脱的生态环境，而且削弱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也使人类文明面临难以为继的危险。
菲律宾的森林滥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以前对菲律宾森林滥伐的研究主要是从不同学科的视角进行具体的分析，提出了“木材生产和贸易说
”、“人口增长压力说”、“政策失误和政治腐败说”等解释，本书从环境史的宏观大视野来综合分
析森林滥伐问题，提出导致森林滥伐的主要原因是菲律宾片面的发展战略的新观点。
    菲律宾森林滥伐的直接参与者是木材采伐公司和从事农业活动的山民，但不能因此而认为他们就是
导致森林滥伐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他们都是在国家发展战略指导下从事经济活动的，菲律宾政府希望通过采伐和出口自然资源
为工业化提供必需的原料和外汇，对农村的忽视必然导致许多贫困化的农民被迫迁移到山地林区。
因此，片面的、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才是造成森林滥伐的根本原因。
林业政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客观上也鼓励了森林滥伐。
尽管它对森林采伐也有某些限制，但在执行过程中完全被扭曲，不但出现“政府失灵”，也产生了“
市场失灵”。
因为，菲律宾独特的历史文化使之形成了既是弱国家也是弱社会的“密友资本主义”。
菲律宾的发展战略是战后国际环境变化与国内民族主义者要求用经济发展来巩固政治独立的愿望相结
合的产物。
但是，这个战略在引导菲律宾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
    资源枯竭和发展停滞的现实迫使菲律宾重新考虑自己的发展战略，与此同时，国际林学和环境保护
的时代潮流也从先前忽视当地人地方性知识的现代林学向重视当地人参与的可持续林学转化。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菲律宾企图以森林保护和植树造林来弥补以前森林滥伐造成的严重后果。
但是，实践证明，森林虽然从理论上讲是可再生资源，但在菲律宾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它变成了不
可再生资源。
菲律宾必须实施把环境纳入其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菲律宾森林滥伐的教训对我国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以及生态文明都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
对菲律宾森林滥伐史的研究也昭示我们，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至少是不全面的，历史研究需要融入环境
史的新思维，进而编撰出新型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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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森林号称“地球之肺”。
它在维持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和滋养人类文明的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森林具有多方面的生态价值，主要包括固碳制氧、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净化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
、提供景观游憩基地等。
森林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不仅是当地古老民族生存的摇篮，也是所在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
础。
森林孕育了人类早期文明，“树叶蔽身，摘果为食，钻木取火，构木为巢”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在农耕文明时代，森林不但提供了食用产品、建筑材料，还为冶铁等手工业生产提供了燃料薪材，推
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与此同时，在许多文明发达地区由于过度砍伐森林，导致当地气候干化，水土流失严重，造成文明发
展的断裂。
进入工业文明阶段以后，虽然多次发生能源革命，但森林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森林
产品特别是木材完全被商品化。
随着殖民者落脚世界各地，殖民宗主国控制了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森林资源，并逐渐形成了全球性的木
材市场和贸易体系。
“非殖民化”运动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热带国家虽然赢得了独立和主权，但由于受到不平等国际经
济和政治秩序的制约，在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保护政治独立的良好愿望指导下，积极开发和出口本国
丰富的森林资源，希望能为国家的工业化和全面现代化提供原料和资金支持。
但是，无节制的森林滥伐和出口木材并未达到预期目的，相反还引起了一系列环境、经济、社会、政
治和文化问题，有些国家甚至因此而发生了工业化枯竭、民族国家分裂、和少数民族灭绝的现象。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热带森林滥伐问题逐渐引起了国际舆论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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