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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
环境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成
为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因此，必须对资源与环境经济的优化配置与协调发展进行深入地研
究，借鉴国内外学术成果，创新资源与环境理论和政策手段，构建新型经济发展模式，为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借鉴。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经济学与资源环境科学交叉形成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其相邻的学科有自然资源
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自从第一本《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材出版以来，经过国内外学者的不断探索，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
研究定位逐渐明确，研究内容不断发展，学科体系不断完善。
我们认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与环境经济系统的结构、功能、效益和运行机理。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就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资源与环境经济基本问题，研究人类经济
活动中运用资源与环境经济政策和手段，通过优化经济发展模式，有效配置自然资源与环境，实现资
源、环境与经济协调且可持续发展的一门科学。
本教材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主要面向经济类、管理类和资源与环境科学类和
农林类本科生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
本教材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对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进行修正。
将资源与环境要素作为稀缺的生产要素进入到生产函数，并把资源、环境纳入到经济系统中，成为人
口、资源与环境、经济与社会整体系统的组成部分，将制度因素纳入到经济分析中。
第二，以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观为基础，以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基本问题为出发点展开教材逻辑关
系，突出以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来分析资源与环境经济的系统的配置分析和发展模式构建。
第三，从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基本问题出发，突出体系的联系性。
本教材有四个逻辑层次：第一层次是资源与环境经济系统；第二层次是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基本问题；
第三层次是资源与环境经济配置分析；第四层次是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协调发展。
即以资源与环境经济系统的基本问题稀缺性、外部性、产权与公共产品出发，通过对资源价值与环境
效益与损失的评估，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作铺垫；通过产权的分析为资源与环境经济政策手段提供依
据；通过对公共产品的分析为资源与环境的时空配置奠定基础；在资源与环境的有效配置分析的基础
上，必须依靠资源与环境经济政策手段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资源与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主
要模式有：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可持续消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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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的特点是从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基本问题展开构建教材逻辑层次，形成从资源与环境经济系统-资源
与环境经济学基本问题-资源与环境经济配置分析-资源与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模式的教材结构，全书
共12章，包括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概论、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系统、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基本问题、自然资
源的价值评估、环境效益与损失评价、资源产权交易与生态补偿、资源与环境的时空配置、绿色国民
经济核算、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可持续消费和循环经济。
在吸收最新发展观点的基础上，每章前面设计了学习要求和摘要，后面设计了案例分析、本章小结、
思考练习题和参考文献，以加强理论结合实际，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拓宽学生的课外阅读的视
野。
为方便教学并与精品课程建设相衔接，本教材还随书配套了教学辅助光盘，内容包括：教学大纲、教
学课件、案例素材、参考文献、参考图片、试卷库、网站与期刊。
    本教材适合作为全国高等院校经济类、管理类和资源与环境科学类、生态经济以及人口、资源与环
境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成人教育教材，还可供其他关心资源、环境、生态、可持续
发展和经济学发展的社会各界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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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资源、环境与生态系统（一）资源的概念、属性和特点 1．资源的概念“
资源”一词，我国《辞海》的解释是“资财之源， 般指天然的财源”。
其英文“Resource”里，前缀Re表示“再”，Source表示“来源”，有财富来源之意；俄文“资源”一
词为Pecypcbi也是指“财富的来源”。
 学术界总体上从广义、狭义两个层面分析其内涵。
 广义的资源指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所需要的一切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要素，既包括一切人类生存所必需
的自然物，例如，阳光、空气、水、矿产、土壤、植物以及动物等，也包括人类劳动产生的各种形式
的生产资料性商品（如设备等）及消费性商品（如房屋等）；还包括无形的资财，（如信息等）以及
人类本身的体力和智力。
狭义的资源仅指自然资源，即存在于自然环境中并可以用于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物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认为：“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时间、地点的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
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的总称。
”该定义排除了那些具有开采潜力或观赏、探险、考察、研究等功能，但目前开发难度较大，在经济
上还不合算的一些资源，例如，沙漠、冰川等。
 目前，对资源概念的解释和使用还不统一，表现在：（1）把资源当作广义概念来使用。
认为资源不仅包括自然资源，还包括人文资源。
这种理解在资源经济学及生态经济学研究中被普遍运用。
因为只有将两大类资源实现优化配置，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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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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