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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地质遗迹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的开放过程的重要方面是吸收负熵流，排除正熵流。
负熵流包括相对稀缺资源互通有无、合适技术的交流与交易、适应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产业转移、经验
和方法的借鉴、区域要素市场的开放与统一、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协调与管理等等。负熵流的大量吸收
，将促使地质遗迹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向有序方向发展。 4.3.3.2非平衡与有序之源 耗散结构只有在系
统保持“远离平衡”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耗散结构与平衡结构的本质区别在于：平衡结构是一种
静态的稳定结构，是“死”结构，这种结构形成后，最好是将系统孤立起来，设法使其与外界隔绝，
才能保持不变。因此，静态的稳定结构在现实中其实是不稳定的。耗散结构是一种动态的稳定结构，
是“活”的结构，是一种远离“死”的平衡态的稳定态。这种结构只有在开放和非平衡的条件下才能
形成，或者说，要想使系统形成耗散结构，必须设法以开放来驱动系统越出平衡态，进入到远离平衡
态的非平衡态。 地质遗迹资源可持续利用发展要形成富有生命活力的耗散结构，必须经常处于一种远
离平衡态的非平衡状态。推动地质遗迹资源可持续利用发展摆脱僵化的平衡态模式，进入非平衡态，
最终达到动态平衡的途径如下： （1）解放思想，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观和科学的区域发展观，不
断改革创新，不断破除旧的平衡态，积极创造促进地质遗迹资源利用可持续发展水平提高的新非平衡
环境和制度框架，努力实现动态平衡状态。 （2）推进地质遗迹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及其各子系统的
开放，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要打破地方保护、部门保护主义，自我封闭，表面上看是微观上的稳定和
平衡，实质上却是束缚地质遗迹资源利用可持续发展的桎梏。开拓视野，增强市场经济意识，引入竞
争机制，推进地质遗迹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的非平衡态演化。 4.3.3.3非线性机制与自我完善 耗散结构
理论揭示，在复杂系统内部诸要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是推动系统向有序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形成耗
散结构的重要机理和必要条件。非线性作用在地质遗迹资源利用可持续发展耗散结构的形成和演化过
程主要产生两种效应，即：相干效应和临界效应。相干效应使地质遗迹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元素之间
相互制约、耦合而产生整体效应，增强了地质遗迹资源利用可持续发展各子系统，以及与区域可持续
发展系统的有机联系，地质遗迹资源可持续利用系统及其各子系统的独立性消失，线性叠加失效，产
生了自组织结构及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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