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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世界的草地畜牧业人文－自然耦合系统恢复力构建：

交叉学科的视角》
王　堃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草地研究所）

　　由北京师范大学董世魁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Ｋａｒｉｍ－Ａｌｙ　Ｋａｓｓａｍ教授、法国农业科学院Ｊｅａｎ　Ｆｒａｎｏｉｓ

Ｔｏｕｒｒａｎｄ研究员和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Ｒａｎｄａｌｌ　Ｂｏｏｎｅ教授合著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

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发展中世界的草地畜

牧业人文－自然耦合系统恢复力构建：交叉学科的视角》）一书近期由全球最大的学术出版集团之一－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出版集团出版发行（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ｏｍ／ｕｓ／ｂｏｏｋ／９７８３３１９３０７３０５＃ａｂｏｕｔＢｏｏｋ）。

本书作者利用大量翔实可靠的数据资料和参考文献，介绍了全球草地畜牧业的现状、威胁、问题、挑战及

可持续草地畜牧业的发展途径。通过作者严谨的科学考证和深入的辩证分析，为全球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

展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书的写作目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总结草地畜牧业的起源、类型、结

构及全球分布格局，阐明草地畜牧业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重要性，介绍全球不同区域草地畜牧业的环境和社

会经济价值；第二，论述草地畜牧业的人文－自然耦合系统崩解导致草地牧业系统退化的基本原理，构建全球

草地畜牧业脆弱性评估分析的框架体系，为深入剖析世界各大牧业区人文－自然耦合系统的变化和效应提供

了方法论；第三，通过中亚和内蒙古、南亚和青藏高原、北非、东非、欧洲阿尔卑斯山地和南美安第斯山地等

２０多个地区的案例研究，汲取全球范围内草地畜牧业人文－自然耦合系统崩解的经验教训，辨析草地畜牧业

人文－自然耦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第四，厘清全球草地畜牧业人文－自然耦合系统恢复力构建的机制，

构建了可持续发展的草地牧业人文－自然耦合系统模型，为全球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我国草业科学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任继周教授为本书作序，美国康奈

尔大学自然资源系国际教授Ｊａｍｅｓ　Ｌａｓｓｏｉｅ博士、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生态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系资深教授

Ｄｅｎｎｉｓ　Ｏｊｉｍａ博士、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所长赵新全研究员等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和草地畜牧

业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为本书撰写书评，认为该书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草地畜牧业人文－自然生态系

统耦合体系恢复力的著作，极具思想性、知识性、创新性、可读性和趣味性，值得自然和人文科学领域的科研

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学生和普通公众阅读、思考并付诸行动！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草业教学、科研工作的学者，我认为该书理念新颖、思路清晰、逻辑严谨、论据充分、

内容丰富，是一部具有科学创意和理性思维的学术专著。该书稿涵盖了草业科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理

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可供诸多学科领域的科研、教学、管理等专业人员、学生及普

通使用，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和阅读趣味。在此谨向各位推荐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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