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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能源·环境·社会》

前言

　　本书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涌与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Jakob de Swaan Arons编著。内容以讨论世界和
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与和谐社会必然涉及问题为核心，从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等多学科出发，研究能源、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等领域的具体问题，探讨化工
与其他学科合作所可能提供的解决方案。在研究方法上，关注于学科之间的非线性强交联，模糊判断
能力和形成一个整体理念为主要目的，保持既与现实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又有一定的基础科学深度。
在写作方面，针对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和促进多学科交流的目标，略去学科细节，仅给出必要素材和理
念以供读者参与分析讨论和互动。经过数年实践，呈奉本书，以促进跨学科教育得到快速发展。中外
两位院士编著的内容，分别以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编排，既保留了该书的原汁原味，又可为我国读者
提供英文阅读和写作上的参考。本书适合研究化工、环境、能源等领域的科技人员参考，也可作为大
专院校相关专业的教材。　　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都已意识到，在当今社会和科技发展使专业教育日
趋细化的时代，学校毕业生却要进入一个更为纷繁的社会，去面对的解决多姿多彩和复杂的实际命题
。为此，学生必须具有超越本专业的知识范畴，用整体的方式去思考的能力，有处理诸学科多重交叉
问题的综合技能。《牛津辞典》曾对“专家”一词做这样的解释：“An expert is one who knows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即“专家是在越来越窄的领域里知道的越来越多的人”，由此也可以看
出作为专家的局限性，看到跨学科学习的重要性。学习跨学科课程已成为研究型大学对本科生和研究
生的一项基本要求，希望通过这样的课题，使学生去主动发现和贯通各专业课程之间的联系，加强通
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沟通，这会巩固特定领域的知识，强化学生批判性思考和交流能力，促进学
生的智力发展，为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这种跨学科课程，必须是建立在更新颖的
教育理念基础之上的。要让学生接受到更宽广、更丰富的通识教育，就需要培养学生自我成长、自我
意识、自觉道德规范的能力，培养学生将客观现实与价值观思考相联系，使学生关注社会、国家和国
际面临的迫切课题，并具有社会责任感，提高学生分析和论证实际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这种
跨学科课程的内容设置和教学过程所应遵循的原则是：　　1?课程内容应涵盖多个领域的知识和不同
的认知方法，但应避免过于分散。　　2?课程内容应坚持多元文化和人文观点，促进学生树立以人为
本的思想，培养学生以不同观点分析多元文化问题的能力，去探讨自然与社会，科学与技术的演化，
在动态思维中去规划未来。　　3?跨学科课程应着重开发学生的好奇心、事业心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4?跨学科课程应注重向学生展示基础资料，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分析和归纳出其中的问题并探讨
不同的解决途径，而不是给出标准答案。跨学科课程设置成功与否的第一要素是选择一个能密切联系
多学科又与当前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命题，这将是首先遇到的难点。本教材以讨论世界和我国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构建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与和谐社会必然涉及问题为核心，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
工程科学等多学科出发，研究能源、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等领域的具体问题，探讨化工与其他学科
合作所可能提供的解决方案。在研究方法上，关注于学科之间的非线性强交联，模糊判断能力和形成
一个整体理念为主要目的，保持教材既与现实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又有一定的基础科学深度。在写作
方面，针对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和促进多学科交流的目标，略去学科细节，仅给出必要素材和理念以供
读者参与分析讨论和教学互动。经过数年教学实践，呈奉本教材，以期抛砖引玉，促进跨学科教育得
到快速发展。五年前在清华大学化工系筹划本跨学科课程时，课程内容的策划、组织等方面获得前系
主任刘峥教授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在教材完稿后，又蒙刘峥教授认真校正，提出了宝贵的建议，特此
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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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资源·能源·环境·社会:循环经济科学工程原理》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涌与荷兰皇家科学院院
士Jakob de Swaan Arons编著。内容以讨论世界和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循环经济、低碳经济
与和谐社会必然涉及问题为核心，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等多学科出发，研究能源、资源
、环境和社会发展等领域的具体问题，探讨化工与其他学科合作所可能提供的解决方案。在研究方法
上，关注于学科之间的非线性强交联，模糊判断能力和形成一个整体理念为主要目的，保持既与现实
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又有一定的基础科学深度。在写作方面，针对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和促进多学科交
流的目标，略去学科细节，仅给出必要素材和理念以供读者参与分析讨论和互动。经过数年实践，呈
奉《资源·能源·环境·社会:循环经济科学工程原理》，以促进跨学科教育得到快速发展。中外两位
院士编著的内容，分别以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编排，既保留了该书的原汁原味，又可为我国读者提供
英文阅读和写作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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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②集散模式：回收上来的再生物资通过专用车辆，被封闭运输到交易市场，流通过程不产生环境
污染。当前国内交易市场急需升级改造，主要是环保设施缺少，再生物资进入交易市场后，集中、分
拣、简单加工过程产生的二次污染严重。采用再生物资专业化集散交易模式，促进交易向产业化规模
发展。　　（2）再生资源的再利用和资源化体系　再生资源经专业集散市场，进入再生利用和资源
化环节，该环节也是再生资源产业发展生态工业的核心部分。　　由于我国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还
不够完善，回收的再生资源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每年还需要大量进口废弃物作为再生资源的原料
，国家环保总局协同相关部门分别于2001年、2003年、2004年公布了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废物目
录第一批、第二批和第三批。近年我国可用作原料的废物进口量不断增加。图7-6是近年来海关统计数
据显示的有色金属废料的进口情况。　　废旧物资属于特殊废料，分解后不能随意流失，处理不当不
但不能体现再生资源产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功能，反而会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如城市厨余垃圾
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造成污染，许多城市已禁止泔水用于猪的饲养，而统一回收利用（参见图7-7）获
得很好的效果。　　目前我国资源化利用的水平还比较低，2004.年底，国家环保总局办公厅发出了《
关于促进对国家限制进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废五金电器废电线电缆废电机圈区管理的指导意见》（征求
意见稿），提出加工利用的圈区管理方式。结合我国再生资源产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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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较泛，不够前沿，概论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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