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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揭示城市生态经济规律的学科
——<＜城市生态经济学＞＞评介

龚 伟

由朱林兴、金忠义和陈荣点主编的《城市生态
经济学〉〉最近由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这
是一本揭示城市生态经济规律的专著。有幸先睹为
快，方知特色鲜明。

第一， 新颖性。
众所周知，以城市生态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城市

生态经济学是近一二十年才在西方脱颖而出的。在
我国，近几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论文虽然多见千各
类社科杂志，尤其是城市研究的刊物之中，但有关的
专著却凤毛麟角。这是因为城市生态经济学的研究
在我国更是近几年的事情。确切地说，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这项研究工作才开始起步，目前尚处
于初创时期。就与城市居民关系最密切、敏感性最
强 的问题而言，被列为第一、二位的是交通拥挤、
住房紧张等问题，因此， 在相当 一部分人眼里， 城
市生态问题似乎是一种次要的城市问题。其实， 交
通拥挤、住房紧张等问题既是城市生态失衡的结果
和表现，也是进一步加剧城市生态失衡的原因。所
以，正如作者所说， “加强对城市生态经济问题的
研究以及建立城市生态经济学，巳是迫在眉睫、刻
不容缓了” 。基千这一指导思想，本书作者分别对
城市生态经济系统、城市生态经济平衡、城市生态
经济效益、城市空间结构生态经济和城 市 生 产 、
流通、分配、消费生态经 济， 以 及 城 市 生 态 经

济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观
点。例如， 该书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具有两重
性1 一是经济目的，即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物质
和文化的需要，二是生态目的，即为满足人们的生
态型需要保持和创造良好的生态条件。所有这些，

无疑有助于城市生态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初创和

完善。

第二， 针对性。
尽管在编写过程中，作者吸取了国内外的最新

研究成果， 但在本书中更多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比如作者在论及上述有关城市生态问题时，均密切
结合我国的实际，对我国城市普遍存在的危害生态
环境的时弊进行针对性的论述，并提出了治理的原

则和方法。即使在借鉴西方 “ 时空经济 分析法 ”

时，作者也以 “ 取其精华， 为我所用“ 为原则，挨
- 弃了一些不切合我国实情的观点和方法。可见，本

"
.

书是一本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生态经济学著作．

第三， 综合性。
城市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是一门

集多门学科为其理论来源的综合性边缘理论学科。
它以经济学和生态学为主要的理论基础，还综合地
吸收了城市环境学、规划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和
生产力经济学、决策学、人口学、城市管理学等社
会科学， 以及系统理论、控制论等边缘科学的成
分。构成这门学科主体的经济学和生态学都是高度
抽象化的基础理论学科，因此， 它主要研究的是城
市生态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 而不是为如何实现城
市生态经济平衡提供具体的方法。本书作者根据综
合性原则进行研究，正体现了理论学科所共有的基
本研究特征。所谓综合性的方法，也是 抽 象 的 方
法， 具体地说，也就是 “从具体到抽象， 从抽象到
具体” 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在城市的生产
生态经济、 流通生态经济、分配生态经济和消费生
态经济的几个章节中，作者很明显地运用了这个方
法，即从城市生产到消费的生态经济系统中抽象出
各自的生态经济特点， 揭示其运行的内在规律，并

联系实际，提出了具有理论意义的优化城市生产到
消费的生态经济系统的具体指导原则。

第四， 系统性。
从城市生态经济学角度来说， 城市本身就是由

城市生态系统和城市经济系统构成的一个复合 系
统。也就是说城市是一个生态经济的大系统，它是由
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两个系统耦合而成。而生态系
统和经济系统又分别 由更多的分子系统所构成。比
如，城市经济系统分别由城市生产、流通、分配和消
费系统构成，而它又与城市的生态系统耦合为城市
生态经济这一大系统。从书中，不难看出，作者无论

对全书的结构层次安排，还是在各章节中的立论都
应用了系统的方法。正象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城市
生态经济系统是一个大系统， （下转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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