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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机

本文提 出生态经济的基本理论
,

试图阐明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相 互关 系
。

作者

认为中国传统的生 态观与经济观是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
。

根据现代科学理论之一的

非平衡 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
,

作考指 出流行的
“

生态平衡
”

概念是缺乏科学理论根据

的
,

今当树弃
“

生态是非平衡的
”

这个正 确棍念
,

同时还提幸良性循环理论
,
可拼研

究生态经济理论的同志们参考
。

「
- -

一
.

生态系统经济学是生态学
、

系统学与经济学相结合而产生的现代经济科学
。

它在马克思主

义哲学和中国传统的生态观指导下
,

以生态学的理论
、

系统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
。

传统的

经济学是不大考虑 自然环境的
,

也缺乏系统的结构功能
、

空间
、

时间等概念
` 生态系统经济学

,

把经济系统看成是一个与环境发生作用的
,

并与生态系统叠加的开放经济系统
。

它研究生态

经济系统中信息传递
、

能量流动
、

物质循环的规律性
,

使经济发展符合生态规律
,

_

从而建立

一个具有 良性循环的生态经济系统
。

当今世界
,

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视生态危机对人类生存和

发展的巨大威胁
。

现在人们开始意识到从事物质资料的李产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合理地利用 自

然资源的基础上
。

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

, `

世间有万物
,

万物皆系统
,

系统皆协同
,

协同皆有序
。

经济系统是寸个多 目标
,

多层次
、

多变量的复杂系统
,

经济学离不开系统科学
。

经济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
, 、

对它本能孤立地进

行研究
·

为着研究经济系统的普遍规律性卜人们从物理系统
、

生物系维的抽象中概括出系统

科学的普遍原则卜 形成系统学
,

并与经济学结合起来
,

建立系统经济学
。 ’

现在人们普遍感到作

为经济系统的自然环境
,

即人类衣食住的来源
,

自然界的生物和非生物与经济发展 相 互 影

响
,

已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 :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 必须正确处理自辉与人的关系

。

自然科学

和社会科学的统一
,

看来已经临近了
。

生态系统经济学的产组就是这一进程的标志之一
。

_

、

生态学与经济学

生态学
, _

英文名曰 E
「

co l唯 y ,

它是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 (E
·

七ae ke l) 于 1 86 6年在 《生物 体

普遍形态学》 一书中提出的
。

它由希腊文字报
“
io k o s ”

和
“

l吃
。 s ”

组成
,

即
“

住所
”

或
“

经 济
”

与
“

学说
”

或
“

逻辑
”

二字组成
。

一

还有的科学家将生态定来为
“

对促进生物进化的环境所作 的 研

究
” 。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物夙资料的生产
、

分配、
.

交换
、

清费
、

积累规律性的科学
。

天类要进



行物质资料的生产
。

最本质的问题是要处理好人与 自然的关系
。

人们从 自然环境中
`

索 取 财

富
,

它不能不受到环境的制约
,

特别是生态规律的制约
。

回顾历史
,

黄河流域曾经是中华民

族的发源地
。

唐朝时期
,

这里黄河水清
.

两岸森林草原密布
,

经济一片繁荣
,

堪称世界经济

的鼎盛之地
。

但经几百年来的掠夺或不科学的经济开发
,

使林草毁灭
,

水土大量流失
,

形成

大片黄土高原
,

黄河流域的经济也日渐衰退
。

这就是经济开发与生态不协调
,

造孽于子孙的

见证
。

这说明经济学与生奉尝本水郭
:

骼馨合霖体不可分制的有机整玲
, 而传统的经济学将经

济系统看成是与 自然孙境光资白头断栩纽溉萦统犷甚室长期进栋违反客观规律的掠夺式经营
。

人们至今对此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

不少地区
,

工业污染严重
,

从而破坏了复杂的食物 网
,

造成物种减少
,

生物繁殖率降低
,

奔每群落衰退 ;
_

甚至大量动植物死亡
。

看来
,

生态学与经

济学的结合
,

已是势在必行了
。

二
、

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

生态系统是生物与生物之间
,

`

灰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相互联京相互制约的统一整体
。

它由

生物群和环境丈充机物 )结合构成
。

生物群落是一种链状结构
,

其中食物链是生态系统能源
、

物流的输送渠道
,

能流通过食物链逐级传递
,

物质在食物链与环境之间不断循环
。

在物质循

环中伴随着大量的信息传递
,

包括物理信息
、

化学信息
、

营养信息
、

行为信息
、

结构信息
,

生物依靠这些信息进行自我调节
。

生物体是

不能脱离环境条件作用的
。

生物体的生存和

发展必须与水
、

光
、

热
、

土
、

气等因子相互作

用
。

任何物质资料的生产也与生物体一样
,

没有与周 围环境的交换 ,. 并进行新陈代谢的

活动
,

生产就木可能进行下去
,

因为物质资

料的生产是从环境输入
,

再向环境输出〔如下

图 )
。

可见
,

经 济发展必须在环境制约条件下

进行
.

适应环境变化的经济应变能力
,

是经

济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

纸
「

匣} 鲤

环境

经济系统是物质财富的生产
、

·

分配
、

交换
、

消费
、

积累
一

的总括
。

它的基本要素是人
、

财
、

物
、

信息
、

、

物来源于自
`

然界 、经加工后又输送给自然界
。

输人的初始物是自然的生物和非生物
,

、

任何初始物的变动将引起、 系列的变动
、

-

一

人属于 自然界犷文影响自然界口经济系统中主要是人的作用
,

人的作用的发挥主要是 通

过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
,

正确认识社会经济发展和 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
,

并做出经济评价和

选择 (决策 )
,

以指导人们符合客观规律的行动
。

所以经济系统实际上是由人组成的
,

以开发

人的智力为 目的的社会系统和环境系统
,

特别是与生态系统相叠加的复合系统
。

生态系统经

济学必须概括以上各系统的知识
,

并把它们综合起来
,

进行定性和定量的系统分析
,

才能全

面系统地从整体经济效益最优出发规划和布局生产
,

以指导国民经济稳定有秩序地发展
。

三
、

中国传统的生态观和经济观

科学的生态观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
,

正确处理整体与局部的辫证关系
,

建

2 2



立普遍联系的思想
。

中国传统的生态观与经济观
,

自古 以来都是统一的
,

它们是中国人 民经

过长期对 自然规律总结出来的科学观点
。

最近十年来
,

西方有些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中国

古代哲学和经济学作了大量研究
,

妄图为挽救奔丰丰义
,

的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作出对策
。

他

们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中国传统的有机农业不 同于西方以石油
、

化学为基础的化学农业
。

有机

农业以太阳能为基础
,

可进行从植物— 动物— 人的 良性循环
,

而且能量产出比较高
,

经

济效益好
,

又无污染
,

还能够保持美好的 自然环境公西方农业主要依靠大量耗费矿物能源实行

机械化
、

化肥化
、

农药化
,

从而大量消耗非生物能源和资源价在生产过程中
,

大量的污染物

进入生态系统
,

沿着食物链不断富集和循环
,

最后进入人体
,

「
·

危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

造成

严重的生态危机
,

并伴随着能源危机
、

资源危机
、
丫道德危机

,
·

使资本主义世界矛盾重重
。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
,

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
:

一方面是与历史有关

的
,

沿着主体文化传统的延伸发展
,

带有本民族的特殊性犷 另一方面受到世界文化的整体影

响
,

带有一种普遍的倾向性
,

沿着一个模式一个方向平衡地发展
。

一
`

我国在解放 以后三十年来
,

也有些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

「

表现在对马列主义缺乏全面准确

的理解
,

把学习马列主义与发展本民族优 良文化传统对立起来
,

对于丰富的中国文化宝库没

有很好地整理
、

发掘和利用
,

一

而对外国的文化又不加消化地盲 目照搬
,

这对我国经济发展带

来了不利的影响
。

由于进行工业化
、

城市化
、

化肥化
、

机械化
、

农药化
,

使我国经济大伤元

气
,

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
,

诸如为 了眼前利益
,

掠
1

夺式的砍伐森林
、
捕鱼

、
「

放牧
、

耕地
,

单一地抓粮食生产
,

使森林
、

草原
、

湖泊面积 日益缩少
,

生物的产量也逐年下降
。

同
一

时工业

污染大量增加
,

水土流失和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 日渐严重
。

很多事实证明
,

_

实际上我国己面

临生态危机的威胁
。

造成以上严重后果的原因在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错误导致重大经济决策

失误
。

因此发展经济理论
,

加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

以指导农
、

工业生产
,

已经刻不容缓
。

我国人民 自古 以来
,

通过对 自然界的周密观察
,

建立
一

子科学的生态观和经济观
,

而且把两

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

如发展经济时
,

强调天时
、

地利
、

人和 , 将天地人作为一个整体
,

这就是

人天合一的生态观
。

为把这一科学观点具体化
,

还提出人尽其能
,

地尽其利
,

物尽其用
,

货

畅其流
。

这
r

种经济观是与自然环境紧密结合的
,

它不同于为了眼前利益
,

以局部最优
、

利润

最大为 目标
,

而忽视自然环境作用的资本主义经济观
。

.

中国古
`

代的哲学家
、

政治家
、

经济学家
,

对生态与经济的统二联系都有过很多描述
。

老

子主张人类活动的准则
,

应遵循符合客观规律的
“

道
” 。

他在
“

道德经
”

中 阐叽
“

物莫不遵 道 而

贵德
, ” “

故道大
、

天大
、

地大
、

人亦大
。 一

域 中有四大
,

而人居其一焉
。

人法地
、

地法天
、

天法

道
,

道法 自然
”

苏孙子兵法》中认为战争获胜的五个条件是道
、

1

天
、

`

地
、

将
、

法
,

而道居其首

位
。

荀况著《天论》中则认为
, “

天有其时
、

`

地有其财
、

人有其治飞 贾思蕊在《齐民要术 叫种

谷》中
_

提出
, “

顺天时
,

量地利
,

则用力少而成功多
,

任情返道
,

劳而无获竺
。

曹操著《度关山 》 中

提出
, 一 “

天地 间 ,
人为贵 ,’d 诸葛亮著《便宜十六第

` ·

治
.

国》中
,

认为
“

万物之事歹 非天不生
,

非

地不长
,

「

非人不成
” 。

管子的著作中也谈到树谷
、

树术
、 〔

树人的关系
,

他把人的作用放在首要

地位
。

.

王充在《论衡
·

别通篇众中进一步指出
, 一 “

天地之性厂人为贵 ,
.

贵其识知也
” 。

这就是说

人的重要作用在于人们能够认识客观规律
、

并按客观规律办事
。

可见中国古代的学者大都把

人
、

自然
、

经济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

相互联系起来
,

而且把人们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放在

首要地位
。

所以中国农业生态系统符合现代科学的基本原贝少
。

外国的生态学家考察 了中国的

有机农业 以后
、
认为完全符合生态原则、 他们考察了桑

、

、 .

蚕 ; 鱼
、

`

塘生态系统以后
,

认为这

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农 田生态系统
。
一这种科学的生态系统的建立是与中国传统的生态观和经济



观的指导分不开的
。

四
、

生态
「

是非平衡的

现在的生态学中提出
,

的生态平衡这个概念
,

.

是与科学的生态观及现代科学中的最新成就

之一的非平衡系统理论相违背的
。

中国传统的生态观
,

强调天
、

他
、

人
,

即人与自然相互适应
、

相互联系的原则
。 `

这实际上是将经济系统看成是* 个与环境紧密联系
、

相互作用的 开 放 系

统
。

这与非平衡系统理论强调开放的原珊
,

强调果统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是一致的
。

毛泽东

同志指出
,

: ,

平衡是相对的抓不平衡是绝对的矿
八

非平衡系统理论指出
,

任何系统实际上都是一

个非均匀的非线性作用的非平衡系统
、
绝对分布均匀的物质系统实际上并不存在

。

我们平常

所说的平衡系统实际上是将一些物质相对均匀
、

分布的系统
,

近似地看成平衡系统
、

生态系统是

一个多种成份互相作用的综合机体犷生物
L

群落具有很多品种
,

各物种间有不同的比例关系
。

各种环境因子也是非均匀的
,

一

并且不断变化
。 、 .

,
. _ ,

.

生态系统的平衡态不但表现在生物结构的单一化
、

均匀化
、

而且对外界环境显 示 封 闭

性
,

不与外界交换物质
、 卜能量

、

信息
,

从运动状态看是一个不发展的停止状态和物质运动的

混乱状态
。 ` ·

一
L

生态系统的动平衡态就是系统有输人输出
,

、

与环境有交换作用
,

但输出量等于输入量
。

生态系统是开放系统
,

_

它必定是输入量大于输出量
,

这才能使生态系统的生物量不断增加
。

如果输入量 二输出量丫 再考虑中间消耗广
J

则输入量仍小于输出量
,

生态系统仍不会发展
。

人

们在生态系统中索取财富
,

进行经济开发
,

其采伐量超过了生态系统的输出量时生态系统将逐

步衰减
,

,

呈现恶性循环别生态系统和经济的 良性循环
,

要求生态系统吸收太阳能转化为植物

的生产不断增加
,

其次才能繁殖动物
,

并不断满足人们的需要
。 、

因此必须加强农业
,

增加林

草的复盖面必并在农业中增加林草牧的比例百这对于经济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从系统学的观点分析生态系统
,

要求具有
,

台种稳定有序的动态发展功能结构
。

必须明确

的是
,

生态系统只有处于非均匀的非平衡态系统才可 向稳定有序的方向动态发展
。

而生态系

统处于封闭的均匀的平衡态是一种静态的
,

不发展的死结构
,

.

或是一种混乱无序的结构
。

所

以从科学理论上确切的阐
.

述 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必定是非平衡的
,

一

而不是平衡的
。

多年来一

直沿用生态平衡的概念
,

在实
卜

际工作中
,

人们的思想总是沿着 , 个模式一个方向均 匀
,

地 发

展
,

这是一种平衡论的思想在起作甩
,

.

我们必须在理论上予以澄清 、

良性循环的经济系统首先必须是建立在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的基础上
,

因此人们必须合

理地利用土地资源及各种环境因截
1

尽可能地利用太阳能
,

加强农业生产
,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

工业生产
。

人类的物质生产必须正确处理人和 自然的关系
,

人们不能孤立地应用经济规律
。

经济规律必须服从自然规律
,

二者相互作用
,

这样从整体上看才可能是最优的
。

、

因此传统的

经济学片面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
,

而完全忽视生态规律的作用是不够全面的
。 ; 特别是过分地

强调工业化
、

城市化
,

从而削弱了农业和生态系统的基础作用
,

一

忽视每时每刻都为人类大量

提供太阳能的作用
,

是欠妥的
。

厂

加强农业
.

加强农业建设
,

农工商神体化
,

自然是我们发展

经济的正确方针
。 -

、 、 、 「
`

一
’

L

二
「

,
_

树立系统观点
、

生态观点
,

这对各级经济部 n 的领导同志是很重要的
。

系统的局部最优

并不是整体最优
,

为了局部利益而破坏
一

生态数益是不可取的
。

我们只有正确地建立整体与局部

的关系
、

眼前利
.

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衬 并应用非
一

平衡的观点观察分析间题
,
才能使我们的经



济工作发挥良好的整体性能
,

发展经济必须根据生态系统的差异
、

各地的特点和优势
,

确定

不同的发雀醚方向
,

采取不同的农业措施
,

不能单一化
,

一刃切
,

一个样
,

追求平衡发展
。

如

中国山地 占多数
,

「

应大力发展山区建设
,

将人口大量
「

转移甄山恒去发展林业
、 一

山
.

坡地可发展

畜牧业
,

丘陵地可发展经济林
,

多种水果
,

充分利用水面养殖引 发展鱼业守开发经济要考虑

系统的各个方面
,

综合利用综合发展
。

商品流通
、

运输
、

工业布局都应各具特色列采取多层

次多渠道
、

多样化的非平衡发展手段
,

这才能便系统内部相互作甩增强
,

互柑补充少
、

,

形成一

个稳定有序的复杂结构
。

一
’

五
、

实现良性循环的条件

实现生态系统 良性循环的条件是
` 1

.

系统结构组成的多样性
,

单 , 的结构失去了相互作

用
,

并导致退化
。 」

2
.

生物分布的差异性和非均匀性
,

无差异的均匀化结构是一种退化的静平衡

结构
,

因为它没有能量差
,

缺少内部发展动力
。

3
.

系统的输入必须大于输出
,

采伐量必须小

于输出量
。

4
.

系统内部各子系和要素间
,

必须具有很强的协同效应
。 卜

. ·

卜

只有实现以上条件
,

生态系统就具有很强的新陈代谢能力
,

不断与环境交拐 使系统各

层次
,

各能级实现正向演递
,

使各种生物量有规律地增加
,

否则就会逆向递减循环衰退
,

这就

是通常说的恶性循环
。 一

令
」 . 一

,
·

现在
,

经济系统分析中
,

也有人借用 良性循环这一概念 、 根据系统学和生态学原理
, 实

现经济良性循环是有着严格的科学含义的
。 ·

我们认为
,

实现经济良性循环
,

必须的条件是
: 1

.

经挤系统要建立在良性循环的生态系

统基础上 ; 2
卜

.

控制经济系统的智力系统
`

(教育瑞 科技
、 ·

管理 )必须是先进的
、

科学的
,

并通过

各种人才
,

制定指导经济发展的科学性很强的整体规划扩 .3 信息系统
,

决策系统
,

指挥系统
,

反馈系统
,

调节系统都必须健全
,

并相互作用
; 4

.

经济系统的结构要合理
,
要根据市场需求

和各地资源特点设计并保证恰当的比例
, 6

.

要控制经挤的主要指标份 使劳动生产率增长大于

工资增 长率
, ’

商品总量大于货币总量
,

布场供给量大于需求量补 资金来源和物质大于基建投

资需要
,

积累率要在保证人民生活逐年增长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了 台
。

不断增加外贸出口
,

并进

口必需的商品
,

J

以增加系统内部的再生能力
; 7

.

不断更新生产要素
,

`

特别是提高人的素质
,

使系统新陈代谢能力增强
,

具有一种发展机制
。

六
、

生态系统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一
、

整体性原理
卜

一

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
,

系统整体性能大于局部之总丽`任何子

系统和要素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增强整体性能的基础上
,

对于破坏整体性能的局部发展必须予

以限制
。

系统的整体性能必须与环境相适应
。

自然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

过度开发

自然资源
,

会使生态和经济系统衰退
,

甚至使某些物种灭绝
。

二
、

层次性原理

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具有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能级
,

生态经济的综合一体稳定有序的发

展
,

要求多功能
、

多层次
、

多能级
、

多样化的发展
,

生物种类的减少和单一性发展
,

会导致

生态经济系统稳定性下降和经济效益降低
。



三 、 协同性原理
- 一

_

- 一 `_

一
.

」
, `

· `

户
`

生态经济索统
,

是一个非均匀的
,

、

具有复杂结构的非平衡系统
,

茶统内各子系统和要素

之间具有不同的种类和比例关慕 它要求在保证系统整体性能的基础上
,

协调同步地发展
,

这

种协同作用能保证生态经挤系统
.

的劝能放大作用
。

这种协同作用的产生原因必是由于系统的

非平衡性和非线性作用
、

的结果认 当系统趋向平衡时
,
系统的协同作用减弱

,

对外逐步封闭
,

新陈代谢能力降低
,

并走向衰退和棍乱
’

` 一

;
, - - -

. 「

一
’

四
、

动态反馈调节原理
一

`

生态经济系统随着环境因子和内部结构的变化不断变化
,

任何一个因子的变化将引起子

统系和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和比例养界发生弈化
。

牛势虽然有 自组织
、

自复制
、

自调整的功能
,

但

作为系统的主宰者— 人具有随机性
,

人们为了眼前利益
,

甚至对行为的长远灾难性后果而不

顾
。

这对生态经挤系统的未来前途具有很强的干扰和破坏性
。

·

因此进行宏观的科学控制显得

特别重要
。

、

为此必须随时掌握系统的行为结果和长远后果
,

并根据人们规划的
一

目标
,

进行动态

反馈调节 ` : ,

不
.

、
「

洲 一
几

’
一 丫

’
_

五
、

循环性原理
、

、
·

.

一
,

·
,

一
川

.

1 ,

`

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
、 一

相互赵约的链状结构
,
一

系统的信息传递
,

能量流动
,

物

质循环
,

都具有扭定的规律性石生态经挤的 良性循环
,

要求每个环节都是开放的
, ;

而 且 相 互

祸合
,

协调同步
。

每个环节都必须符合输入大于输出的原则
,

并有一定能级比例犷特别要注意

从首级开始
,

依次形成能量不断增长的良性循环系统偏
一

’
`

「
『

一
_

六
、

支配性原理
.

一
生态经济系统的主导因矛韵改变

,

会引起整个系统行为发生质的变化
。
例如森林复盖面

的增减
,

能引起主导环境周子水土的质变
,
并由此影响到整个系统的质变

。
.

·

因此
,

对于居于支

配地位的主导因子护 要特别注意予 以必要的幢制
。 · 「`

-
· ’ 一

`
, 、 一

、

无
、

生态经济
一

的发展模式
’ 一

!

户
·

、
’

一 一
’

` 一
`

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
,
我们才开始接触

。

我们认为应根据生态系统经济学理讹 应用系

统工程方法和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模式广 进行综合评定
,

应优先控制起主导 作用 的 生物产

量 ` 当然经济产量是建立在生态系统中可提供的生物产量基础上的
。

x

— 生物量
·

尸份一时间 )

d x / dt = 丫x

丫

一
效率系数

l( 一 x
八 )

K

— 容纳量

这个模式说明
,

生物量增郊
, 、是有二定!

能的
。

若不顾 自然环境的限制
,

过度地繁殖和

二即只有在 X < K 的条件下
,

增长才是 可

角
,

、

会使
x 乡 k ,

此时
,

会导致生物资源

灭亡之灾
。

因为生物产量与经济产量是对应的
,

这也反映了经济产量不能超过自然环境正常

提供的生物产量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