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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变化的不断加速，生态安全研究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国外对生态安全的研究始于1970年代末，按照时间

顺序和研究内容可以分为安全定义的扩展、环境变化与安全的经验性研究、环境变化与安全的综合性研究及环境变化与安全内

在关系研究四个阶段，当前已进人环境变化和安全内在关系的探讨。我国生态安全研究始于1990年代，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理

论和实践研究尚待深人。

    生态安全应是指人与自然这一整体免受不利因素危害的存在状态及其保障条件，并使得系统的脆弱性不断得到改善。生态

安全的本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生态风险，另一个是生态脆弱性。生态安全的科学本质是通过脆弱性分析与评价，利用各种手段

不断改善脆弱性，降低风险。

    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是直接相关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生态安全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它是可持续发展追求的目标

之一;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具有内涵和目标的一致性;生态安全是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补充和完善。

    今后我国的生态安全研究应注意的四个方面是:概念与学科体系研讨、建立和完善;技术与方法;重点研究领域和重点研究

区域;生态安全维护与生态环境管理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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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f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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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accelerating of global change, ecological security becomes a research focus in the world. The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f ecological security in China and abroad. Research on ecological security began at the end of 70's of 20'"

century. It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according to the time order and research contents. Current research is focus on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Ecological security research started in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1990'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still need further口eepening.

    Based on the review, a definition of ecological security, the scientific esse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ecological security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Ecological security means that the existing state and ensuring

conditions should prevent the human and nature as a whole system from the harm of disadvantage factors，and the system

vulnerability could improve continuously. The scientific essence of ecological security including two aspects:one is ecological

risk, another one is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Therefore, the scientific essence of ecological security requires using various

measures to improve vulnerability continuously and reduce risk according to the tools of vulnerability analysis and risk

assess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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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logical security has a direct close relation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it could be considering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1)ecological security is not only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but also one of the goal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 the connotation and aims of ecological security are consistent to tha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 ecological security complements and perfects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ur aspects which ecological security research in China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re suggested in the paper，they are:the

theoretical concept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 technology and methodology; the identification of research domain and area;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controlling.

Key words; ecological security; research progres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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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十年来，由于生态环境等剧变引起全球变化的强度和速度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全球变化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

很大的压力，威胁着人类的安全。人类如何适应全球变化、调控自身的行为以维护自身的安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生态安全

的研究也因此成为国内外近年来研究的热点。本文评述了国内外生态安全的研究进展，提出了生态安全的定义、本质及其与可

持续发展的关系，讨论了我国生态安全研究的发展方向，以期对我国的生态安全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国内外生态安全研究进展

1. 1 国外生态安全的研究进展

    国际上对生态安全的研究是从对“安全”定义的扩展开始，主要围绕着“环境变化”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可以按照时

间的先后和研究内容分为四个阶段。

1. 1. 1 第一阶段 安全定义的扩展 最早将环境变化含义明确引人安全概念的学者是莱斯特·R.布朗。他早在1977年就

提出要对国家安全加以重新界定，并在1981年的一本著作《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指出:“目前对安全的威胁，来自国与

国间关系的较少，而来自人与自然间关系的可能较多。"Ell“土壤侵蚀，地球基本生物系统的退化和石油储量的枯竭，目前正在威

胁着每个国家的安全”[1j。

    1980年代早期，各种机构和学者开始关注超出严格军事意义上的却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安全问题。联合国裁军和安全委员

会对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和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做了区别:前者指的是更传统的国家间的军事安全问题，而后

者指的是日益增多的非军事威胁，包括经济压力、资源缺乏、人口增长和环境退化①。随后，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新政治

思维提出“全面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石。1989年，Westing扩展了“全面安全”的概念，指出其包括

两个相互联系的内容:政治安全和环境安全，前者由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等组成;后者包括保护和利用环境[21。根据Westing

所述，“全面安全”意味着免受或远离各种威胁，包括核战争、贫穷和全球环境问题。那么如何确定是否对安全构成了威胁呢?

Ullman明确了对安全带来威胁的定义: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是一项行动或一系列事件，它们(1)形成极大的威胁并在相当短

的时间内使一个国家的居民生活质量受到恶化，或(2)造成的威胁使得一个国家的政府或使这一国家的私人或是非政府实体

(个人，团体，公司)可用的政策选择范围显著地减小[3]。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1987年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

确指出:“安全的定义必须扩展，超出对国家主权的政治和军事威胁，而要包括环境恶化和发展条件遭到的破坏�[4]

    冷战结束后，重新界定安全概念、引人环境含义的讨论日渐增多〔卜‘。〕。他们提出的安全概念从把环境压力作为主权国家安

全的一个重要的威胁到把环境变化看成全球安全的共同问题。这些对安全的再定义关注更多的是“全球的”或是“全面的”安全

的概念，而不是注重国家层次上的概念。同时，一些学者强调了对环境变化与安全之间的联系进行经验性研究的需要口’一‘3]

1.1.2 第二阶段 环境变化与安全的经验性研究 第二阶段的研究主要是在1990年代初期进行。为了给早期的概念和理论

上的争论提供一些根据，科学家们对环境变化和安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性研究。第一阶段的研究大都是一些似是而

非的假设，缺少严密的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这些研究重点主要放在环境退化与暴力冲突的关系上。

    对环境变化与安全进行经验性研究的主要项目有:(1)环境变化和剧烈冲突项目(Environment and Acute Conflict Project,

EACP) [“一’67. (2)环境与冲突项目(The Environment and Conflict Project , ENCOP)["''8]等。

    EACP的总结论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环境资源亏缺已经导致暴力冲突。经常性的暴力行为发生在国内，且具有分散性和

持久性，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难以应付环境资源的枯竭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危机，所以极易受暴力行为的影响。资源枯竭

大大增进了对一个国家实行社会和经济改革的需要，然而与此同时资源的枯竭大大削弱了国家满足这种需要的能力。这样的压

① 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 Program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Report No. 11:GECHS Science Plan. Bonn, Germany. Jun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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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使一个国家要么支离破碎，要么更为专制的机率增大。几乎所有的国内冲突都会对其邻国产生相应的影响。

    而ENCOP则证明了EACP关于环境资源缺乏和国内暴力冲突之间关系的假设，ENCOP的结论强调了环境识别和环境

变化所起的不同作用:作为背景原因、促发、目标、渠道和催化剂。ENCOP特别强调了不同的制度结构，在环境识别或变化情况

下，这些制度结构在冲突的存在与否间存在着差别。

    对EACP和ENCOP所做的经验性环境变化与冲突研究工作有一些批评，如过分强调环境因素[19];对结论的概括具有投

机性和局限性，因为所有个案研究只针对冲突更易发生的发展中国家[E20,211。但是在“环境变化一冲突”争论继续的同时，环境退化

至少作为冲突和不安全的一个诱因却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造成冲突的因子除了环境变化之外，还有诸如不公平和贫穷

等。上述的研究计划得出了让人直观上可以接受的结论:环境变化与不安全相关的条件有不平等、制度的缺陷和贫穷。

1.1.3 第三阶段 环境变化与安全的综合性研究 进人1990年代后期，围绕环境变化与安全的相互关系，美国、英国、德国和

加拿大等国以及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开展了大量研究和讨论，出现了一批代表性研

究报告和著述①一④。

    这一阶段关于环境变化与安全关系的讨论已远远超出学术界的争论。学术界与公共政策界对环境变化与安全是如何联系

在一起的讨论都存在着相当多的争论。而且，正如Dabelko和Simmons [22〕所指出的那样，不仅在学科内部有各种概念视角，而

且政府部门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造成这种争论的部分原因是对“环境”和“安全”两个术语的不同解释。另外还由于各种各样的

参与者加人这一讨论，包括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政治家、实践者和活动家。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背景且具不同的意识

观念。

    尽管关于环境变化与安全的讨论始于“北方”发达国家的观点，这一阶段的研究吸引了不同国家和不同观点的研究者，其中

不少来自“南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他们自己对生态安全的定义、响应和适应。一些研究者将安全政治化，甚至推翻了原先提出

的安全的整个逻辑。他们问道:“谁和什么是安全的?安全是为了谁?谁在使谁获得安全?”这些问题已不再是仅涉及国家安全的

范畴，而是涉及到了人类安全。环境变化与安全关系研究和政策的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各种研究、大众读物、报告和

介绍等都试图影响政策议程。这些活动是伴随着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发展而出现的，很显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计划来理顺现存的

问题并指导未来的研究和政策发展。

1.1.4 第四阶段:环境变化与安全内在关系的研究 前面的概念和经验的研究工作已经揭示了部分环境变化和安全关系的复

杂性。通过上面3个阶段的研究，进人2001年后，人们已经发现“环境变化”和“安全”是两个相差极大的概念，将它们结合到一

起，就使得“生态安全”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复杂性和争议性。要让谁获得安全?怎样的环境变化以及什么类型的变化能对安全带

来威胁，使得环境变化成为一个安全问题?这些基本的问题还困扰着学术界[231

    认识到环境退化、贫穷和不安全之间的联系，并作为进人21世纪的3个关键问题，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 Program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IHDP)的全球环境变化和人类安全(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Human Security GECHS)研究项目制定了一个科学计划来更好的理解这些联系，并提出一个与原先

研究不同的新视角，尤其是通过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的观点来研究这些问题。该科学计划提出了制定这一科学计划的3个关键前

提，并为了弄清全球环境变化和人类安全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出了6个关键问题作为研究活动的背景。GECHS的这一科学计划

还确定了研究的目标、方法、主要的研究内容和行动。与此同时，它还指出影响人类安全的环境变化的类型有:自然灾害、累积性

变化或缓慢发作的变化、突发事故或工业事故、发展项目和冲突与战争⑥。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人，科学家们越来越关注环境变化与安全之间的内在关系，如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贝尔弗科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 ECSP Report 1̂-8. Available on line at; http;//wwics. si. edu

NATO's committee on the challenges of modern society.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Brussels; NATO, 1999

Research Panel on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of the Canadian Global Change Program.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An overview of Issues

and Research Priorities for Canada, 1996

German Federal Foreign Office,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Nuclear Safety, and German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Crisis Prevention through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Forum Global Fragen", Berlin, 15一16 June 2000. Available on line at http, //www.

ecologic. de

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 Program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Report No. 11:GECHS Science Plan. Bonn, Germany. June

1999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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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国际事务中心William C. Clark等人所做的《评价全球环境风险的脆弱性》①、美国环保局的环境监测和评价计划

(EMAP)②以及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SEI)的风险和脆弱性研究计划③。这些研究认为，过去的对全球变化风险的科学

评价大都集中在剖析发生的全球环境变化上，而很少关注这些变化可能对生态系统和社会带来的危险。最近有关社会和生态系

统脆弱性的问题已成为研究的中心。William等人的研究提出了脆弱性评价的综合框架并对制定改善和减缓脆弱性的战略提

出建议。SEI研究则是上述研究的深化，它提出脆弱性评价的有关指标、指数和关键点，建立了脆弱性研究的通用概念性方法。

    这一阶段的研究已从以往对环境变化与安全关系的广泛讨论进人到其内在关系的探讨，并且深人到影响环境安全的具体

因素，如全球环境变化的风险④、脆弱性⑤、全球化[241、人口[25̂271、传染病[28〕和资源[29〕等，而且基于各种案例的经验性研究仍在

继续[29̂  311。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家们已经将生态安全和人类的生计安全联系起来，考虑如何同时实现和平衡生态安全和人

类生计安全[29,321

1.1.5 国外研究总结 通过20多年的研究，国际上对生态安全取得的共识主要有以下几点:(1)与日俱增的环境压力— 资

源数量和质量的减少、不公平的加剧及不公正地自然资源获得— 可能引发冲突并增加对灾害的脆弱性，影响到社会、经济和

政治。这种冲突趋向于发生在国内而不是国家之间。(2)由于人口的持续增长、消费量和污染的增多及土地利用的改变，环境压

力在冲突和灾害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效应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贫困和边缘化的国家。(3)冲突和灾害破坏

了环境保护和发展的成就。对生态安全适应性的策略牵涉到经济活动、社会结构、机构机制和组织规章，以便减少受环境变化的

影响。(4)生态安全不能仅停留在国家的层面上，它应在不同层面上加以考虑，大至全球，小至地方。当前生态安全的研究已进人

到深层次的内在关系研究，不仅考虑外部的压力，而且注意到系统自身社会与生态上的脆弱性，强调环境压力与安全的关系是

“共振”(resonance)而不是因果关系(cause-effect relation)。生态安全研究已成为当前持续性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并趋于

融合。尽管当前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这些研究过多地关注全球环境变化带来的威胁，探讨的多是在全球或是国家层

面上的问题，而对地方或区域(如海岸带)层面上的生态安全研究尚显薄弱，因此对一些地方或区域特别的环境压力与安全的关

系有所忽略。另外还有一些问题还有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如环境变化是怎样威胁人类安全?我们如何预测将来的不安全?可

以采取什么战略来应对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安全?如何平衡生态安全与人类生计安全?

1.2 国内生态安全的研究进展

    国内对生态安全的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步，到1990年代后期才逐渐为人们所重视，尤其是近年来已成为科学界和

公众讨论的热点问题a 2000年12月29日国务院发布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我国首次明确提出了“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

全”的目标，认为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是生态保护的首要任务。但由于对生态安全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国内的研究不成系统，不

少学者都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工作。

    程漱兰[[33〕对国家生态安全概念、特点和衡量标准等方面做了论述，提出了实现国家生态安全的条件和机制。以洪德元院士

为首席科学家所主持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变化、可持续利用与区域生态安全的研究，于

2000年4月至2005年3月进行，旨在进行生物人侵及其生态安全评价，提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模式[34]

    曲格平[[35〕在讨论了生态安全的概念后，介绍了影响我国的一些生态安全问题和生态安全问题的特点，并提出我国生态安

全的战略重点和措施。徐海根[36〕对丹顶鹤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安全设计的理论和方法做了研究，采用迭代法、整数规划法和阻力

Clark, William C. et al. Assessing vulnerability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risks; Report of the Workshop on Vulnerability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Challenges for Research, Assess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22-25 May, Airlie House, Warrenton, Virginia.

Research and Assessment Systems for Sustainability Program Discussion Paper 2000-12. Cambridge, MA: Environment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Program,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BCSIA)，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Available on line at http://sust. harvard. edu

The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Program of U. 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vailable on line at Http; //www. epa.

gov/emap/html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SEI).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Vulnerability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Stockholm, Sweden.

17-19 May 2001 Available on line at http : //www. sei. se

Bohle, Hans-Georg. Vulnerability and criticality. Perspectives from social geography. IHDP Update 2, 2001(1):3-5

German Advisory Council on Global Change. 2000. Specific vulnerabilities of regions and social groups. In World in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risks, 176-185. Annual Report 1998. Berlin: Springer-Verlag. Entire report available on line: http://

www. global-change. de; IHDP Annual Report 2000: 24-26 Available on line at http: //www. ihdp. org; IHDP Annual Report 2001:31一32

Available on line at http: //www. ihdp. org; Sascha Muller-Kraenner. The Nexus of Security, Glob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SCP Report 8, 2002 (Summer):1-4 Available on line at: http: //wwics. si. edu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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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分析等方法对丹顶鹤自然保护区网络做了优化设计，研究了不同保护目标下盐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的生态安全阂

值。

    肖笃宁等)一‘z〕都对西部干旱区的生态安全问题及其对策做了不少有益的探讨。肖笃宁还讨论了生态安全的基本概念和研

究的主要内容，认为生态安全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生态系统健康诊断、区域生态风险分析、景观安全格局、生态安全监测与预警

以及生态安全管理、保障等方面。区域生态安全研究具有宏观性和针对性的特点，评价标准则具有相对性和发展性，生态安全预

警与设计要针对某一生态问题体现人类活动的能动性。

    邹长新[43〕在调研已有生态安全研究成果基础上，从生态安全的概念、特性、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方面，对

生态安全研究进行了评述。

    还有一些学者对生态安全的概念做了讨论，并对建立国家或区域的生态安全预警与维护体系提出了一些粗略的框

架[44-48]。一些学者则对生态安全的评价做了探讨[[49̂52]

    总的来看，生态安全研究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水平上，如西部地区、流域、区域农业和自然保护区上，

并对生态安全的监控、评价和保障体系作了初步探讨，对生态安全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还不够深人。特别是应用研究在国内尚

未全面展开，目前还没有系统的生态安全理论、方法和实践的研究报道。

2 生态安全的定义和本质

2.1 生态安全的定义

    国内外学者对生态安全的定义有着许多不同的认识，这些生态安全的定义存在两方面的局限，一方面，仅考虑了生态风险，

忽略了脆弱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仅把生态安全看成一种状态，而没有考虑到生态安全的动态性。针对这一局限，人们认为，生态

安全应是指人与自然这一整体免受不利因素危害的存在状态及其保障条件，并使得系统的脆弱性不断得到改善。一方面，生态

安全是指在外界不利因素的作用下，人与自然不受损伤、侵害或威胁，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能够持续，自然生态系统能够保持健

康和完整。另一方面，生态安全的实现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通过脆弱性的不断改善，实现人与自然处于健康和有活力的客观保

障条件。

2.2 生态安全的本质

    生态安全的本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生态风险，另一个是生态脆弱性。生态风险是指特定生态系统中所发生的非期望事件

的概率和后果，如干扰或灾害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造成的损害，其特点是具有不确定性、危害性和客观性[[37]。生态脆弱性是

指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某一系统对环境变化和自然灾害表现出的易于受到伤害和损失的性质。这种性质是系统自

然环境与各种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综合产物。

    对于生态安全来说，生态风险表征了环境压力造成危害的概率和后果，相对来说它更多地考虑了突发事件的危害，对危害

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较弱;而生态脆弱性应该说是生态安全的核心，通过脆弱性分析和评价，可以知道生态安全的威胁因子

有哪些?他们是怎样起作用的?人类可以采取怎样的应对和适应战略?回答了这些问题，就能够积极有效地保障生态安全。因

此，生态安全的科学本质是通过脆弱性分析与评价，利用各种手段不断改善脆弱性，降低风险。

3 生态安全研究的发展方向

3.1 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早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安全问题就进人了可持续发展的讨论视野，该报告的第

11章“和平、安全、发展和环境”专门阐述了安全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该报告指出:“和平和安全问题的某些方面与持续发展的概

念是直接有关的。实际上，它们是持续发展的核心。’心〕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安全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它是可持续发展追求的目标之一。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是要持续地满足人类的需求，

发展的实现又加强了生态安全保障的能力，而安全却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生态安全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同时它又是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没有生态安全就没有可持续发展。

    (2)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内涵的一致性。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包括持续性、发展和公平，这些都与生态安全的内涵一致。生

态安全要求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这就与不超出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相一致;生态安全也不否定经济增长，它也要

维护人类的生计安全，只是需要在统一的人类安全与生态安全之间维持均衡，既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受危害的需要，又不

损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持续性;生态安全所要的安全也不是一部分人的安全或是当代人的安全，而是指全人类的安全和今

世后代的安全。

    (3)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致性。保障生态安全要求降低风险，改善系统的脆弱性。由于脆弱性不仅反映在生态脆

弱性上，它也反映在社会脆弱性上，因而生态安全所追求实现的基本目标是自然一社会一经济复合生态系统整体结构的优化。对

于单纯经济系统而言，生态安全的目标是经济总量的持续增加，资金的投人和效益的最大化;对于技术系统而言，生态安全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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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实现环境无害化技术或环境优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包括污染治理技术、废物利用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对于社会系统而言，

生态安全的目标是追求公平和谐的社会体制，建立健康合理的政府规范、法律道德约束、文化导向和价值观念体系;对于生态系

统而言，生态安全的目标追求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要在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下，合理使用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而这些也都是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框架下的内容，都强调自然、社会和经济这3个子系统要相互协调，强调子系统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

互促进，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4)生态安全是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补充和完善。不少学者都对可持续发展的局限性提出了批评[s3-ssl。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过多地强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可持续发展不能仅局限在环境与发展上，而应包括环境、发展、伦理、文化、和平与安全等范畴。

不仅要协调人口、环境、资源与发展的关系;考虑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伦理道德;维护和发展丰富灿烂的

传统文化;还应注重和平与安全。因此，生态安全将安全这一基本需求突出出来，是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一个补充。另外，可持续

发展更多的是从人类的需求角度出发的，在考虑人类安全与自然生态安全时，优先考虑的是人类安全，尽管可持续发展也要求

保护自然生态的健康，但这种保护总是显得被动和效果不佳，而生态安全从一开始就将人类安全和自然生态安全放在同等重要

的位置上，并视为一个共同体，要求在人类安全和自然生态安全之间找到均衡点，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保护的被动性和效

果不佳的局面，因此它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进一步完善。

3.2 生态安全的研究方向

3.2.1 概念与学科体系的研讨、建立及完善 尽管生态安全的概念提出已有十多年，但是至今还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这一方

面是由于生态安全内涵的丰富和复杂性，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生态安全的研究尚不够深人。为了建立一个有用的实现生态安

全的战略或是行动计划，我们首先需要一个清晰可行的生态安全的定义和一套学科的理论方法体系。如对生态安全的定义、本

质、特征、原则和作用原理等的探讨，将为调控人类的活动，保障生态安全提供理论基础。因此，当前首先应加强的是生态安全概

念与学科体系的研讨、建立及完善，为其它的研究打下基础并提供平台。

3.2.2 技术与方法 要保障生态安全还需要建立一套相应的技术与方法，即从生态安全的识别、辅助决策到决策的一整套技

术与方法体系的研究，为保障生态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该技术与方法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生态脆弱性的分析与评价的研究。脆弱性是生态安全的核心内容，脆弱性分析和

评价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要建立脆弱性评价的指标、指数和评价方法。只有通过脆弱性分析，才能明确哪些环境变化和自然灾害

是威胁生态安全的主要因素，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从而建立生态安全的预警系统。而且通过脆弱性分析和评价可以为采取怎

样的应对和适应战略提供依据;明确当前不安全的程度、哪些区域和团体是最不安全的;回答为什么一些区域和团体在全球环

境变化面前比其它区域和团体更为脆弱。这些问题都是生态安全的核心问题，明确这些问题之后，才能够有效地构建生态安全

的保障体系。

    为了保障生态安全需要各国家、私营部门和其它主要团体越来越多地采用综合性的整体决策工具。这些是有助于把环境、

发展和安全纳人决策程序的决策和政策工具。尽管它们本身并不构成一种战略，但它们可以帮助决策者实现和衡量朝向生态安

全目标所获得的进展。这些工具包括战略环境评价、生态规划、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经济政策等，如何将这些政策工具应用到具

体的生态安全中，也是生态安全研究的一大内容。

3.2.3 生态安全维护和环境管理调控 当前各种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环境变化和自然灾害威胁着人类的安全，为了维护生态

安全，必须采取一些战略行动。而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或行动能有效的调控人类活动及减少生态安全的威胁因素，这是科学家和

科研机构要提供给决策者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内容。具体到每个国家、地区和地方，其采取的战略或行动的内容都会有不同，因而

如何设计出适合不同尺度的人类活动调控方式，是生态安全研究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生态安全的维护和管理包括资源资产管理、生态服务功能管理、生态代谢过程管理、生态健康状态管理以及复合生态系统

的综合管理。如何充分利用生态学和管理学知识，从自然、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对现有安全保障系统进行全面整合;如何减少

风险和改善脆弱性，科学的管理和维护生态安全，是生态安全研究要解决的另一重大问题。

3.2.4 重点研究领域与区域 由于生态安全的尺度性，其不同尺度有各自的内涵，如自然生态方面从个体、种群到生态系统，

人类生态方面从个人、社区、地方到国家生态安全的内容都有不同。我国生态安全研究今后要注意先从国家层面上来构建平台，

再选取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案例研究，进而总结出适合我国的生态安全保障体系。重点研究区域应特别重视对生态脆弱带和重

点流域的研究，如海岸带地区、农牧交错带、山地平原过渡带、严重水土流失区、绿洲一荒漠交界带等。重点研究领域有区域生态

安全阑值、生态安全监控系统、生态安全预报与预警系统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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