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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下，自然资源、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复杂关联及其演化机制。通过解析社

会−生态系统的内涵，构建了涵盖自然资源、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复合体，旨在揭示三者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进一步分析了从原

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自然资源、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要素的演化路径，通过对历史阶段的

深入分析，阐述了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转型时期的启示，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下研究三者耦合协调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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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human−nature community of life emphasizes the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its intrinsic elements are universally linked and mutually influential.  In this study, the interconnections and evolutionary mechanisms
among natural resource, social economy, and eco−environment were delved, and then the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the elements of the
complex system was explored.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ary paths of the elements of natural resources, socio−economic factors,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rom primitive civilizatio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and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urr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ransformation. This study initially explores 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tural resource, social economy, and eco−environment, providing scientific cognition for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f lif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achieving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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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体现了当代

人类社会对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关注和认识的

不断提升。新时期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的对象是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面对日益紧迫的可持续发展

挑战，为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深入理解人与

自然的关系 (彭建等, 2020; 王军等, 2020)。该理念

强调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其内在

要素之间普遍存在联系，并相互影响，不可采取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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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管理的方式进行处理   (彭建等 ,  2019;  王军等 ,
2019)。例如，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对自然资源的

开采和消耗，不仅可能改变自然环境的地貌、水文、

土壤和大气特征，还可能引发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生

物多样性的减少 (Hassan et al., 2019a)；这些变化进

而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反作用，如农业生

产的稳定性、食品安全、气候变化等 (Ahmed et al.,
2020; 王奕佳等, 2021)。因此，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

复需要系统性探索资源环境在人和自然之间的关

系，为科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

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

复杂系统，系统内部的交互过程涵盖人类活动、自然

环境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特征，以及人类的文化、

价值观、行为方式等方面 (Soga et al., 2020)。这些要

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发展

产生影响，同时也对自然环境的演化产生重要影

响。在该系统中，要素之间的关系呈现非线性和相

互依存的特征，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

要素和整个系统的相应变化，形成一个具有普遍联

系特征的网络结构 (Zafar et al., 2019;Whitburn et al.,
2020)。因此，科学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首要步骤是

解析人与自然复杂系统中关键要素的关联和演化特

征。本次研究将人与自然复杂系统中关键要素分为

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其中，自然资源作

为支撑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人类的生产和消

费活动中得到广泛利用，涵盖土地资源、水资源、矿

产资源、森林资源等 (傅伯杰等, 2019)；社会经济体

现了人类在生产和消费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包括人

类的社会组织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文化传承

等方面 (Shackleton et al., 2019)；生态环境作为人类

生存和发展的载体，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深远

的影响 (Hassan et al., 2019b)。
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相

互作用存在复杂多样的影响和反馈关系，由于作用

关系复杂且变化多样，现有的认知体系难以有效解

析这一复杂性。因此，本次研究以理论探索为主导，

旨在探讨人类历史时期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和生态

环境之间的关联演化过程，提出对当前工业文明到

生态文明转型时期的启示，以期对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所启迪。 

1　自然资源、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要素
关联

 

1.1　社会−生态系统衍生出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生
态环境复杂系统

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ES）
由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及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构成。这些交互作用包括但不限于生态系统的生态

过程、人类活动的社会经济过程，以及二者在不同时

空尺度上的相互作用。社会−生态系统具有高度复

杂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将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

的相互作用视为一个整体，能够有效地研究和解决

复杂的人地关系问题，被认为是研究可持续发展的

理想方法之一 (Ostrom, 2009; McGinnis et al., 2014;
Partelow, 2018)。

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子系统由多个组成

部分构成。在这些部分中，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是对于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的关键要素。自然资源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之

间存在紧密地相互作用和影响，例如，自然资源的

开发和利用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而生态环境问

题的存在也会限制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因此，将

生态子系统分解为自然资源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

系统，并与社会子系统共同构成自然资源−社会经

济−生态环境复杂系统，能够更明确和清晰地识别社

会−生态系统中各个子系统之间及内部与外部的关

联。这种划分有助于深入探究社会与生态之间的相

互作用机制，探索实现二者良性互动的可持续发展

路径。 

1.2　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杂系统中的

要素关联

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杂系统中的

子系统之间相互关联且相互影响，由多种要素组成

（表 1）。其中，自然资源子系统通常包括土地、水、

森林、矿产等各种自然资源要素，这些要素在社会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经济

子系统包括人口、工业、农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

等要素，这些要素与自然资源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

系统密切联系且相互作用；生态环境子系统包括大

气、水、土壤、动植物、生态系统服务等多种生态环

境要素，这些要素对于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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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确保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自

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均处于

不断动态演变的过程中，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和影

响（图 1）。
自然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质量在社会经济发展

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自然资源系统为人类提

供着各种必要的资源，包括水、食物、能源、原材料

等。同时，生态环境系统具备自净和调节的功能

(Chen et al., 2019)，能够维持生态平衡 (魏嘉琪等,
2023)，并为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经济发展提供机

遇 (傅伯杰, 2021；Xu et al., 2023)。然而，过度开发和

利用自然资源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

如土地退化 (Goldberg et al., 2020)、水污染、气候恶

化等 (de Mello et al., 2020; Yang et al., 2021)。此外，

生态环境是自然资源存在的媒介，对资源的利用或

消耗形成了约束 (付宇佳等, 2022)。因此，必须在保

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实

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平衡。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必要的

资源和生存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彭建

等, 2020；葛建平等, 2023)。然而，随着经济的增长和

人类社会的扩张，人类也在不断地对自然环境产生

影响。经济增长带来了物质享受的提升，但同时也

带来了更多的污染物和资源消耗，导致环境质量下

降、资源短缺甚至出现负面影响 (Nathaniel et al.,
2021; 郑子豪等, 2021)。当经济发展超出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时，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系统将遭受严重破坏，最终将限制人类社会的经济

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Ahmed et al., 2020; 孔凡斌等,
2023)。因此，必须确保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和生态

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

护之间的平衡。 

2　自然资源、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要素
关联演化

在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

复杂系统的各种内外因素相互作用，导致系统结构、

 

表 1    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杂系统的子系统要素

Table 1    Subsystem elements of natural resource-social economy- eco-environment complex system

子系统 组成要素 要素构成

自然资源

能源资源 化石燃料（如石油、天然气、煤炭）、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能源）

水资源 河流、湖泊、地下水等供应给人类社会使用的水资源

矿产资源 金属矿产（如铁、铜、铝等）、非金属矿产（如石灰石、盐、石膏等）

土地资源 农田、森林、草地、城市用地等，供给农业、林业等

生物资源 野生动植物、海洋生物等

社会经济
生产要素 劳动力、资本、技术等

经济活动 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活动

生态环境

大气环境 空气质量、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等

水环境 河流、湖泊、海洋等水体的质量和生态状况

土壤环境 土壤质量、土地退化、土地污染等

生物多样性 地球上各种生物的多样性和物种丰富度

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提供的服务，如水源保护、空气净化、景观游憩、食物生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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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杂系统的要素关联

Fig. 1    Element correl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ocial
economy- eco-environment comple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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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发生显著变化。概略看，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

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人类文明演替过程中，

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质量相

互影响、动态演化，并在时序上展现出不同的宏观

表象（图 2）。 

2.1　自然资源子系统演化过程

在原始文明时期，人类的生产活动主要依赖于

自然环境，对资源的利用程度较低。然而，随着人类

意识的觉醒，开始尝试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

受限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人类在这个时期只能采集

一些易于获得的自然资源，如木材、石材等，对其他

类型的自然资源几乎没有探索了解。

进入农业文明时期，人类逐渐掌握了基本的农

业技术，如种植和畜牧，实现了粮食等基本农产品的

自给自足。这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奠定了基础，并

推动了生产规模的逐渐扩大，可利用的自然资源略

有下降趋势。然而，由于技术方法的限制，人类仍无

法全面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的探明储

量未得到充分开发，因此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相对

较低。

随着工业文明时期的到来，人类经历了一场前

所未有的工业革命，技术手段大幅提升，生产能力极

大增强，同时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也显著提

高。许多自然资源的探明储量也明显增长，如石油、

煤炭等化石燃料的发现和利用极大推动了工业的发

展。因此，自然资源的可利用量变化复杂多样。

进入生态文明时期，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能源开采方式对环境和人

类健康产生巨大影响，因此需要推广清洁、可再生的

新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水能、核能等。这些可再

生能源不仅具有环保优势，还能有效避免能源短缺

问题。同时，开始积极探索新的资源开发方式，如海

洋能、生物质能等，自然资源的可利用量将呈现新的

增长趋势，为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更坚实的

基础。 

2.2　社会经济子系统演化过程

在原始文明时期，人们的生产活动主要依赖于

狩猎、采集、捕鱼等方式。由于生产手段和技术相对

简单，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生产和

生活受到自然资源和自然灾害的强烈影响。由于资

源的不可再生性，当自然环境恶劣时，人类社会常遭

受严重打击，这也是原始社会生产方式的局限性。

随着农业文明的兴起，人类开始进行以农耕和

畜牧为主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方式解决了人们的

温饱问题，促进了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社会财富的积

累。然而，由于生产方式相对传统，缺乏根本性的变

革，因此社会经济的发展较缓慢。同时，农业生产也

面临自然灾害、种植技术、耕地资源等方面的限制。

工业革命的出现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

革。依托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人口数量

大量增加，经济蓬勃发展，社会经济形态开始向工业

化转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态环境逐渐恶

化，对公众健康造成损害，引发自然灾害，并且部分

自然资源面临耗竭的预警。这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严

重的环境问题和资源瓶颈问题，阻碍了人类社会的

发展并潜藏着停滞的风险。

在生态文明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迎来了转

型，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践行“绿色经济”的发展理

念，经济建设持续向好，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升。在

这一时期，人类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以

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在经济发展的

同时，人们也更加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自然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采取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以使人类社

会的发展更加健康、可持续。 

2.3　生态环境子系统演化过程

在原始文明时期，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对

简单，人口数量有限，因此对生态环境的干扰非常微

弱。主要依靠自然环境获取资源，这种方式不会对

生态环境造成长期的破坏。在这一时期，人类与生

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相对平衡，生态环境也能够通过

自我调节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随着农业文明的到来，人类的生产能力显著提

升。开始采用种植、畜牧等方式生产食物，这对土地

和水资源施加了更大的压力。然而，在这一阶段，废

弃物排放量较低，大部分废弃物也是可自然降解的，

因此对生态环境的干扰相对较小。

工业革命以后，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带来了经

济的巨大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对环境造

成了巨大破坏。随着工业活动的增加，大量废水、废

气和固体废物排放到大气、水体和土壤中，破坏了生态

环境的平衡和稳定。此外，城市的迅速扩张也导致

透水地表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的损害。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兴起，强调对生态环境的

保护与治理。政府和社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减少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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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生态环境在这一阶段得到

了恢复和改善。一方面，通过采取措施减少人类活

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和对环境的破坏，同时加强对

良好生态环境的保护；另一方面，针对已经受到损害

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或重建。 

2.4　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关联演化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的演进离不开对

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依赖与影响 (Adams et al.,
2019)。然而，由人类活动引发的社会经济发展对自

然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质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

然资源的过度开采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反过来加剧了

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 (马国霞等, 2019;
王娇月等, 2021)。在这一动态演变过程中，自然资

源、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复杂而密切的相

互影响（图 3）。

在原始文明时期，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知相当

有限，因此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生态环境的干扰都

相当有限。在这个时期，人类尚未意识到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因此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

保护和维护自然环境。同时，社会经济子系统的发

展缓慢，生产和生活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污染

排放都在自然资源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可承

载范围内。在这一阶段，3 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

较弱，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属于低水平的协调

阶段。

进入农业文明后，人类的生产活动不再局限于

采集和狩猎，而逐渐转向农业、畜牧和捕鱼，促进了

社会经济子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随着贸易往

来的增加，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改造

范围也不断扩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逐渐增大。尽

管如此，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容纳能力并未被突破，对

社会经济子系统的负面反馈效应尚未完全显现，存

在时间滞后效应。在这一阶段，社会经济子系统与

自然资源子系统之间呈现负相关，而与生态环境子

系统之间的相关性不明显，自然资源子系统与生态

环境子系统之间的关联也较弱。总体而言，这一阶

段 3 个子系统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表现为低阶失

衡。尽管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干

扰有所增加，但由于人口规模和生产力水平相对较

低，对环境的影响还不足以引起严重的生态破坏和

资源枯竭。

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人类开始了掠夺性的资

源开发。人口迅速增长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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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杂系统的要素演化

Fig. 2    Evolution of elements of natural resource-social
economy- eco-environment comple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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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杂系统发展阶段的关联演化

Fig. 3    Evolu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ocial economy- eco-environment complex system in different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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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经济子系统的发展，经济发展速度连年保持

较高水平 (Mahtta et al., 2022)。然而，这种快速发展

付出的代价是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同时也严重破

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导致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生态

环境问题不断增加 (Liu et al., 2021)。例如，全球变

暖导致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干旱和洪涝等气

候变化现象正在威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杨智

威等, 2018；Yang et al., 2019)。在这一阶段，3 个子

系统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社会经济子系统与自

然资源子系统、生态环境子系统之间都表现出强烈

的负相关。总体而言，这种以自然资源可利用量减

少和生态环境质量下降为代价的社会经济发展关系

属于高阶失调状态。

而在生态文明时期，人类逐渐认识到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性。社会经济子系统的发展已经从前一阶

段的高投入、高消耗、高能耗模式转变为高效、低

碳、绿色发展模式，实现了资源和能源的集约节约和

循环利用 (Gu et al., 2020; Meng et al., 2021)。同时，

生态环境保护成为长期任务，政府加大环境治理投

入，推行绿色生产和消费，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

用 (Testa et al., 2021)。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子系

统、自然资源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之间实现了

新的平衡，形成和谐共生关系。生态环境子系统的

负反馈效应发挥作用，形成了自我调节的生态系统，

减少了环境污染和自然灾害的发生。社会经济子系

统和自然资源子系统之间也实现了正向关联及可持

续利用。总体而言，这一阶段 3 个子系统持续改善，

三者之间形成了高水平的协调关系，推进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 

3　对中国当前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转型
时期的启示

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构

成了一个关联系统，其发展应基于自然规律和经济

规律，匹配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格局。

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转型时期，

资源的过度利用、生态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已

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Xiao et al.,
2022)。因此，迫切需要引导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生
态环境复杂系统的关系从失调逐渐过渡到协调。社

会经济子系统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优化各子系统

的内部结构，调节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促进自然资源

生态的良性循环，保障生态环境的正常功能，减少社

会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占用，减轻对生态环境子

系统的压力 (Zhang et al., 2021; Lin et al., 2022)。
要实现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杂系统

的耦合协调，需采取多种手段和措施，尤其是政府、

企业、科研机构、公民等各方的共同合作和积极参

与：①加强政策引导，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引导社

会经济系统向着可持续方向发展，鼓励技术革新和

新能源的应用，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等；②推动

技术进步，促进技术创新和研发，开发新技术和新产

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能力，推动社会经

济系统向着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方向转型；③实

现资源集约节约，鼓励资源循环利用，发展节能环保

产业，推广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实现资源的有效

利用；④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控制污染物排

放，提高环境监测和管理能力，积极推进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保障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4　结　语

探究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

关联演化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研究方向。然而，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十分

复杂，呈现多样化的变化模式，现有的认知体系未能

对其进行有效解析。本次研究旨在探索自然资源、

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机制和演化过程。

基于概念及内涵解析，提出由社会−生态系统衍生

得到，有助于深入探究社会与生态交互作用的自然

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杂系统；进一步探究了

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杂系统中各要素之

间的关联关系，并强调确保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

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的协调发展，以实现社会经济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在理论辨析和逻

辑推导的基础上，明晰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

文明、生态文明等历史阶段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和生

态环境的要素演化过程，并据此总结了对当前工业

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时期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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