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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theory of ecology, method of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logical analysis

have been adopted to research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system, ecological holism, ecological balance and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regulation about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sports venues. Moreover, a helpful inspiration

we got is that we should establish a correct ecological view to promote the ecological turn of allocation of

sports venues resource, adopt systematic method to improve its scientific level, and bring into full play the a-

bility of regulation and control to achieve sustainable resource allocation development. It should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ecology research,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for our sports venues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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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指

出院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尧 整体性尧
协同性袁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尧民主政治尧先进文

化尧和谐社会尧生态文明袁让一切劳动尧知识尧技术尧管理尧
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袁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

流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遥 冶同时袁还特别

强调院野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

权利袁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袁完善

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遥 冶 可见袁野生态文明建设冶尧野资
源配置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将成为今后改革中要解决的重

要问题遥因此袁本文基于生态学的基本理论袁在人类与自然

界关系的基础上袁认识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的问题袁即生态

观问题袁 梳理出对今后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的有益启示袁对
科学配置体育场地资源等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价值遥

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袁但生态的思想却有着悠久

的历史遥 中国古代叶周易曳尧阴阳五行学说尧天人合一思想

和儒家生态直觉思想都体现生态思想遥古希腊的米利都学

派关于宇宙的论述可以说是全球生态学理论的最原始模

型遥 柏拉图的叶理想国曳也蕴藏丰富的管理生态学思想遥 随

后袁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提出袁要了解动物必须研究

动物的生活特点尧环境尧运动形式等遥 可见袁中西古代哲学

家的哲学思想都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袁这些早期朴素的生

态思想更多是起源于古人的无意识生态实践袁是人与自然

环境间探讨的结果袁是生态学萌芽的体现遥

生态学渊ecology冤一词源于希腊文袁由野oikos冶和野lo-
gos冶两个词根构成袁前者意为野房屋冶或野居住地冶曰后者有

野论述冶尧野研究冶之意遥 生态学一词最早是由博物学家索罗

(Thoreau,H.D.)于 1858 年提出袁随后袁许多专家学者对其

进行定义袁现被普遍认同的解释是院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

或有机群体与其周围环境关系的科学[1]遥
从 15 世纪起袁 随着机械论和还原论等自然科学的产

生与发展袁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发生改变袁古代朴素的生态

观逐渐被机械论和还原论所取代遥但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

诞生打破了人们受机械论和还原论的影响袁为生物有机论

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遥进化论认为物种进化是由于物种

受环境影响的结果袁因而直接促成生态学的形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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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生态学产生以来袁 人类从未停止过对生态学的研

究遥 20 世纪初袁植物生态学和动物生态学两个领域快速发

展袁 生态学已初步成为具有一定理论体系的学科遥 1921

年袁帕克渊Park,R.E冤和伯吉斯渊Burgess,E.W.冤开始运用生

态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问题袁并在其著作叶社
会学科学导论曳中首次提出人类生态学概念遥 1935 年袁英
国学者比尤斯渊Bews,J.W.冤在叶人类生态学曳一书中指出袁
人类生态学是野研究人类集体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的耶人
类生态学爷冶 [2]遥 从此以后袁生态学从早期研究生物与环境

间关系的生物科学的领域中走出来袁 开始重视与自然科

学尧社会科学等科学的融合袁关注人类发展中面临的人口尧
教育尧管理尧城市建设等核心问题袁逐渐形成社会生态学尧
教育生态学尧行政生态学尧城市生态学等交叉学科袁为解决

人类与自然环境间的问题提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袁也为人

类提供一种全新的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遥随着生态学的发

展和演变袁生态学已超出一门学问尧一门科学的范畴袁开始

重视生命与环境尧人类与自然尧社会与地球尧精神与物质等

的相互关系袁形成一套完整的观念系统 [3]遥 生态系统的研

究袁不仅推动生态科学和其它学科的发展袁而且袁促进科学

发展的整体化趋势袁也可以说是科学发展的生态学化 [4]遥

纵观国内外生态学研究成果袁从中体现了生态学的规

律袁彭勃归纳出生态学必须遵守的 10 条规律袁即野生态学

是科学尧生态学知识只有按照进化论才可理解尧对物种有

利现象并不存在尧基因和环境都很重要尧理解复杂性要求

模式尧野讲故事冶是危险的尧要有分层次的解释尧有机体具

有很多限制尧机会是重要的尧在生态学家心目中的生态学

边界[5]冶遥 这些规律是人类认识普通生态学的基础袁也是深

入研究各种应用生态学的前提遥
原理是对规律的认识和概括袁在了解生态学规律的基

础上袁可以抽象和概括出生态学的基本原理袁包括胜汰原

理尧生态位原理尧拓适原理尧生克原理尧反馈原理尧乘补原

理尧瓶颈原理尧循环原理尧多样和主导性原理尧机巧原理尧
累加效应原理尧生态发展原理[5,6]遥 上述原理分别从不同视

角袁 对不同环境下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作了深入分析袁这
些原理都体现了多样共存尧协调发展曰整体关联尧循环再

生曰互利共生尧拮抗制约曰相适相调尧动态平衡曰适时演替尧
持续进化等基本生态学思想 [6]袁但从本质上看袁集中体现

了生态系统理念和生态平衡理念遥

生态系统的概念最早由英国著名植物群落学家坦斯利

渊Tansley.A.G.冤于 1935 年提出遥 他认为袁生物与环境间形成

一个不可分割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的整体遥 现在普遍认

为袁生态系统是指一定区域或空间范围内存在的所有生物同

生态环境间进行物质循环尧信息传递尧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统

一体[7]遥 此概念主要包含以下含义院首先袁系统内生物与环境

间尧 各子系统间以及子系统与高一级系统间是相互联系尧相
互作用尧密不可分的曰其次袁它们之间从不间断地进行物质循

环尧信息传递和能量流动曰再次袁系统是有范围尧分层次的袁布

朗弗布伦纳把生态系统分为小系统尧中间系统尧外系统尧大系

统[8]曰最后袁生态环境是指有机体生存空间内的所有条件的总

和袁包括自然环境尧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在内的复合生态环

境[5]遥 20 世纪 60 年代袁普里高津提出的耗散理论为生态系统

的研究注入新的血液遥该理论认为耗散结构的构成必须具备

4 个条件袁一是系统必须是开放的曰二是系统必须是非平衡

的曰三是构成系统的各种要素或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是非线

性的袁处于相干状态曰四是系统有涨落袁涨落导致有序[9]遥
生态平衡是指在一定的发展阶段里袁生态系统中的生

物与环境间尧生物各种群间的物质循环尧信息传递和能量

流动保持高度适应尧协调统一的状态遥 生态平衡具有如下

特点院一是袁平衡是指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处在相对稳

定状态曰二是袁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袁而不是静止的平衡袁
即物质尧信息和能量的转换保持动态平衡曰三是袁生态系统

具有自我调控的能力袁当系统内因某一因素的改变而出现

不平衡状态袁 生态系统则利用自我调控机制走向新的平

衡遥若外来干扰力量超过生态系统的自我调控能力而难以

达到平衡状态时袁出现生态失衡遥四是袁生态平衡的调控呈

现螺旋式上升袁就是说袁一种新的生态平衡不是维持原有

的稳定状态袁而是经自我调控后袁生态系统的结构更合理袁
功能更高效袁生态系统的部分和整体比原先得到了进一步

的发展袁从一种平衡走向另一种平衡遥

野创造性袁尤其是科学的创造性袁来自于耶概念的移

植爷袁 也就是把一个生活领域的概念运用于另一个领域以

便带来新的洞察力遥 冶 [10]因此袁可以借鉴生态学的基本原

理尧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袁对体育场地资源配置问题进行

生态学研究袁为体育场地资源的配置研究开辟一个新的视

角遥 德国著名生态学家汉斯窑萨克塞认为袁野生态学的考察

方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袁她克服常从个体出发的尧孤立的

思考方法袁认识到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某个整体中的一

部分冶[11]遥体育场地资源配置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袁具有生态

系统的基本特征袁遵循生态学的基本规律与原理袁但体育

场地资源配置系统又有的特征和发展规律遥 因此袁本文通

过深入研究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生态系统的特征和发展规

律袁以便进一步探索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系统的生态环境及

其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方法和路径遥

生态学与系统论尧控制论尧信息论等现代系统理论的

完美结合袁 不仅促进生态学的发展袁 形成生态系统理论袁
而且袁帮助人类用系统尧整体尧开放尧和谐的眼光看待环境

和环境中的事物遥每一个生态系统都由生产者尧消费者尧分
解者和非生物成分构成袁它们相互联系尧相互作用袁不间断

地进行物质循环尧信息传递和能量流动袁共同保障生态系

统的正常运转和功能释放袁具有整体性尧结构性尧层次性尧
功能性尧变异性尧相对稳定性等特征 [12]遥

体育场地资源的配置袁首先袁要有体育场地建设系统袁
由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及其他企事业单位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袁负责场地地址的选择尧场地类型和数量的决策尧场
地的设计等建设工作遥其次袁要有消费系统袁要根据分别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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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竞技体育尧 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群体对场地建设的需

求袁科学尧合理地建设体育场地遥 再次袁要有保障系统袁通
过计划和市场运作的方式袁拓宽投资渠道袁为体育场地的

建设提供资金保障遥 又次袁要提供体育场地发展的动力系

统袁包括体育场地发展的体制尧机制和法律等遥 同时袁还涉

及体育场地管理系统袁含场地的开放尧运营模式和无形资

产的开发等遥最后袁要考虑体育场地建设的内外环境系统袁
一是自然环境袁是指体育场地的地理空间分布及对自然资

源的影响袁是体育场地发展的物质基础曰二是社会环境袁是
由体育场地所属区域的政治尧经济尧文化尧教育等各种环境

要素组成袁具有高度组织性和层次性的特点曰三是规范环

境袁 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各种社会风气尧风
俗习惯尧民族传统尧宗教等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遥

上述子系统构成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系统袁 它不仅具有

一般系统的整体性尧结构性尧层次性尧功能性尧变异性和相对

稳定性的特征袁还存在以下特征院第一袁体育场地资源配置

系统是以人为核心的系统遥 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的目的就是

为了保障群众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权益袁 提高我国运动技

术水平和全民族身体素质遥 在体育场地建设系统尧 消费系

统尧保障系统尧动力系统尧管理系统袁以及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和影响中袁 都必须有人的参与袁 人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

性袁 人类可以通过掌握的科学知识和能力自觉利用和改造

环境袁提高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的科学化水平遥 因此袁体育场

地资源配置系统是以人为核心的系统袁 是体育场地发展的

前提和基础遥 第二袁 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系统具有生态演替

性遥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系统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袁在一定时

期内物质循环尧信息传递和能量流动保持相对的稳定性遥该
系统在发展尧进化过程中袁随着群体对体育场地需求的变化

及其环境对系统的影响引起生态演替遥第三袁体育场地资源

配置系统具有自我调控性遥 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系统是一个

各子系统间以及系统与外界环境间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的

输入尧 输出的开放系统袁 在此过程中是以人和物的形式体

现遥 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系统的自我调控功能集中体现在对

体育场地发展与社会需求的调控袁 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的调

控尧不同场地类型尧层次及其数量尧分布的调控等方面遥
总之袁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系统除了具有生态系统的物

质循环尧信息传递尧能量流动的功能外袁还具有生态演替性

和自我调控性袁符合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遥 该系统各组成

要素与生存环境相互联系尧相互影响袁共同构建一个复杂

的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生态系统渊见图 1冤遥

图 1 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生态系统

生态整体观指的是组成生态系统的各要素与环境是

互相依赖袁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袁具有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

的特点遥 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系统由各子系统构成一个复

合尧整体的生态系统遥 各子系统间以及系统与外界环境

间互相适应尧互相依存袁形成一个整体袁并进行物质尧信
息和能量的交换遥 同时袁构成每个子系统的内部因子不

是以独立的形式存在袁而是相互联系尧相互依靠袁不管是

纵向的层次结构袁还是横向的类别结构袁都按照一定的方

式构成一个整体袁并受外界环境的影响遥 因此袁野组成系

统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袁恰如一面网上的

网线扭结冶[13]遥

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系统的功能与结构尧能量与物质

的输入和输出保持相对稳定状态时袁系统处于平衡曰但当

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系统遭到外部环境的干扰超过系统自

身的调控能力时袁系统的功能与结构就会失调袁平衡被破

坏袁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系统处于生态失衡遥 其中袁输入和

输出的平衡和失衡指的是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系统与外部

环境间的物质尧信息尧能量等资源的交换和传递等的平衡

和失衡曰功能和结构的平衡和失衡指的是体育场地资源

配置系统内部各种资源在协调发展与功能发挥等的平衡

和失衡遥 近些年袁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得到不断发展袁体育

场地的数量尧质量得到改观袁但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遥
如袁中西部地区和农村体育场地的建设相对滞后尧体育场

地建设对周围生态环境的破坏等袁这些都会造成体育场

地资源配置系统与外环境间的物质尧信息和能量的交换

与传递的失衡曰又比如袁政策尧法规的制定滞后于体育场

地的建设袁投资渠道单一和场地使用效益不高等袁这些都

会引发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系统结构和功能失衡遥 这些客

观存在的生态失衡已经对我国体育场地的进一步发展带

来不利影响袁严重制约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遥 针对体育

场地资源配置存在的不平衡问题袁关键是要发挥体育场

地资源配置系统的自我调控能力袁做好输入该系统的资

源和系统内部结构与功能的协调工作袁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袁采用完善法规尧政策扶持尧加强管理尧拓宽融资渠道等

方式袁逐步改变失衡袁建立新的平衡袁努力维持体育场地

资源配置系统的稳定性和平衡性遥

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系统是为了更好地有效实施叶全民

健身计划曳和叶奥运争光计划曳袁以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而建立的系统袁它不是一个自然系统袁而是一个社会系统

和一个可以生态控制的人工生态系统遥 但体育场地资源

配置系统失衡时袁人类可以根据自身实际需要对该系统实

施有效调控袁优化系统资源的有效配置袁促进体育场地资

源配置系统的生态平衡袁实现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遥 因

此袁生态系统的调控野被认为是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袁因为

从本质上来说袁它强调的不是生态系统过程袁而是人类活

动对这些过程和生态系统结构尧功能结果的影响冶[14]遥

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的生态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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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代化尧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袁由于对大自然

的过度开发尧污染袁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浪费袁生
态环境日益恶化袁生态危机日益凸显袁严重制约群众生活

质量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袁已成为目前人类文明发展中所

要解决的最大难题之一遥 对此袁党和政府已将生态文明建

设问题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袁提出院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袁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冶的战略举措[15]遥
因此袁在体育场地资源配置时袁要树立生态观念袁从过去只

重视人类和社会自身的发展向既重视人类尧社会的发展又

要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的观念转变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道

路的必然选择袁也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重新定位遥
只有站在生态文明发展的广度和高度上袁对体育场地的建

设尧使用尧管理等方面进行生态化配置袁才能使人类真正走

出体育场地建设中的生态危机困境袁这不仅为体育场地资

源配置时正确处理和解决人与人尧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明了

方向袁也促进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的理论变革袁推动体育场

地资源配置向生态化转向遥

前苏联科学家 B.F.阿法纳西耶夫在叶系统与社会曳一
书中强调袁野系统方式本身的价值袁只有在提出科学和实际

问题渊首先是管理问题冤的领域中才能获得最大发展和最

大意义遥 冶 [16]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系统是一个由建设系统尧
管理系统尧消费系统尧动力系统尧保障系统和环境系统组成

的复杂综合系统袁具有生态特征袁是一个人工的生态系统袁
必须用系统的方法处理体育场地资源的配置问题袁也顺应

系统论的发展要求遥 首先袁由单级思维向多级思维转变遥
由于体育场地资源配置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不再是单一的

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袁而是由多种生态因素组成的复杂系

统袁应改变过去只重视体育场地的建设或管理等某一方面

研究的单一思维袁从系统观点出发袁多方位尧多层次研究体

育场地资源配置系统各子系统间尧系统各生态要素间尧系
统与环境间关系遥 其次袁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理论尧手段和

方法也具有显著的系统性袁可以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

理论和方法系统地运用到体育场地资源的配置上袁不断创

新出新的方法袁提高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的科学化水平遥

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袁它需要系

统内部间及其系统内部与外部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

换遥 当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系统的各种循环出现断裂时袁系
统处于失衡状态遥 此时袁可以根据失衡产生的原因及自身

需要对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系统进行调控袁正如生态学家奥

德姆所认为的袁野人类是站在他所在的生态系统的最高控

制点上噎噎生态系统就受人类有节奏的发展文化的脉冲

所控制冶[17]遥 对于系统内部与外部间的失衡袁必须引进新的

资源与能量袁如建设消费者需要的体育场地袁融合体育场地

的选址与城市发展尧体育场地的建设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相

等遥 对于系统内部间的失衡袁就需要进行内部环境的改变

和组织自身的改革袁如对各种制度尧法规尧价值规范尧管理尧
资金等内容的改革和完善遥 因此袁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系统

通过自身的调节袁由原先无序的混乱状态变为在时间尧空间

和功能上有序的新状态袁建立新的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系统

的生态平衡袁实现体育场地资源配置的可持续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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