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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选取资源承载力作为研究对象, 在回顾资源承载力研究起源与发展历程, 对自然资源(土地、

水、森林)、经济资源研究的基本内容、评价方法进行概括和总结的基础上, 采用相对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思路和计

算方法, 以全国为参照区, 对湖北省1985～ 2004 年相对资源承载力及其演化过程进行分析, 再通过对比, 分析

湖北省在相对自然资源和相对经济资源方面的不足, 提出解决对策, 从而得出研究结论。 

[关键词] 资源承载力；相对资源承载力；湖北省；比较研究 

一、资源承载力综述 

资源短缺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都将资源的有效供给和持续利用

作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而伴随着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资源、能源危机的出现, 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成为各国经济学家和环境学家特别关注的问题。1992 年, 在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发展大

会上通过的《21 世纪议程》, 将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 资源承载力则是评价未来社会可持续发

展最有效的评价指标。《中国21 世纪议程》也明确指出,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必须是准确评估地球负载能力和对人类活动的

恢复能力。 

关于资源承载力研究的起源, 最早可以追溯到1785 年法国经济学家奎士纳(Francois Quesnay)的《经济核算表》(Tableau 

Economique), 这本书讨论了土地生产力与经济财富的关系；继后, 马尔萨斯(T.Malthus 1766 ～ 1834)就人口与粮食问题的提

出, 使人们看到自然因素对人口的限制作用；Verhust将马尔萨斯的理论用逻辑斯蒂方程(Logistic Equation)的形式表示出来, 

用容纳能力指标反映环境因素对人口增长的约束。与承载力有关内容的研究虽然早已开始, 但直到1921年, 人类生态学者帕克

(Park)和伯吉斯(Burgess)才确切提出了承载力(Carrying Capacity)这一概念, 即“某一特定环境条件下(主要指生存空间、营

养物质、阳光等生态因子的组合), 某种个体存在数量的最高极限。 

19 世纪80 年代后期至20 世纪初期, 生态学中承载力概念拓展并应用到土地资源承载力中, 研究现存土地到底可养活多

少人口, 即土地资源承载力。20 世纪60 年代后, 世界各国经济迅速发展, 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 全球性的资源的短缺不仅

仅局限在土地资源上, 而且扩展到水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等其它资源。为此, 相应的水资源承载力、森林资源承载力以

及矿产资源承载力等概念被相继提出。由于不同领域对承载力的认知差异, 各种承载力的定义区别很大。因此, 不同学者和不

同领域的研究之间缺乏可比性。 

近半个世纪以来, 国内外对资源承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资源、水资源和关键矿产资源方面, 尤其是对土地资源承载

力进行了大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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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土地资源承载力, 国外学者Allan 的定义是:“ 在维持一定水平并不引起土地退化的前提下, 一个区域能永久地供养

人口数量及人类活动水平。” 我国学者关于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兴起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 其中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当推《中

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该研究项目受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委托, 由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主

持, 国内13 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参加, 历时5 年完成(1986 ～ 1990 年)。它以《中国1∶100 万土地资源图》划分的9 大土地潜

力区为基础, 以资源——— 资源生态——— 资源经济学原理为指导, 以土地资源——— 粮食生产———人口承载的分析为

主线, 选用了多目标规划模型、水土平衡模型等不同的数学方法, 讨论了土地与食物的限制性, 预测了全国及各省、市、区不

同时点(2000 年、2025 年)食物生产力及可承载的人口规模, 进而提出了提高土地承载力、缓解我国人地矛盾的主要措施。 

水资源承载力研究, 则是继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之后,开展研究比较多的领域。国外学者大多将其纳入可持续发展理论中, 

如从供水的角度对城市水资源承载力进行了相关研究, 并将其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当中。我国较早开展水资源承载力研究的是新

疆水资源软科学课题研究组第一次对新疆水资源承载能力及开发战略进行研究。尽管没有提出明确的水资源承载力的概念, 但

其研究结果间接的表明水资源承载力是水资源可开发利用量在满足维护生态环境用水需求后, 所能支撑的工农业最大产值和人

口数；我国学者施雅风等于1992 年明确提出水资源承载力概念。他认为, 水资源承载力, 是指某一地区的水资源在一定社会历

史和科学技术发展阶段, 在不破坏社会和生态系统时最大可承载(容纳)的农业、工业、城市规模和人口的能力, 它是一个随着

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发展而变化的综合指标。 

20 世纪90 年代, 我国学者关于承载力的研究逐步扩展到森林资源、矿产资源等方面, 理论与方法方面也日臻完善。森林

资源承载力研究始于20 世纪90 年代末, 目前尚在理论和实践的探索阶段, 还没有统一、成型的理论, 同类研究中的理论及承

载力评价方法大多是从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研究中借鉴而来的。吴静和(1990)最早探讨了森林资源承载力并给出了明确定义, 

她认为, 森林资源承载能力是指在一定生产条件下森林资源的生产能力及其在一定生活水平下可以承载的人口数量。此后的相

关研究对森林承载力的定义大同小异, 主要分歧在于承载的对象是社区的“ 人口数量” 还是“ 社会经济活动” 上。欧阳勋

志等(2003)总结了以往研究的成功与不足, 他认为森林承载力的对象应该包含上述两方面, 他把森林承载力定义为:一定时期、

一定区域的森林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支持能力的阈值及可供养的具有一定生活质量的人口最大数。 

徐强在90 年代末期提出了矿产资源经济承载能力的概念:矿产资源对未来经济发展速度的支持能力, 它通过测算经济发展

速度对资源的需求, 来确定未来可利用资源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速度；王玉平等认为矿产资源承载力是指:在一个可预见的时期内, 

在当时的科学技术、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下, 矿产资源可支持的经济总量；由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周期长, 受科技水平限

制性大, 开发利用过程中易于浪费以及矿产资源耗竭性等特点, 决定了矿产资源承载力研究的复杂性。 

通过对国内外承载力研究现状的综合分析, 可以看出传统的资源承载力研究中存在问题, 例如, 研究大多侧重于某些单要

素的承载力研究, 特别是某些短缺性的水、土地资源、能源等矿产资源承载力研究就是如此。主要问题有:一是这些研究将资源

从生态系统中割裂出来, 不考虑生态系统的整体效应, 最终会使承载力降低；二是侧重于现状的分析, 缺乏对资源承载力的动

态变化过程及发展趋势的预测研究。资源承载力与人们追求的生活目标密切相关, 具有时间性,并且同样数量和质量的资源在不

同需求及技术水平下有不同的承载力, 因此这种研究是不全面的, 因此应该扩展资源承载力的范畴。在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复

合生态系统中, 人是社会子系统的主要组成因素, 是承载力中的承载对象, 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作为主要承载资源。由于多数

研究只考虑土地资源作为自然资源的表征, 而没有考虑到水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使

得最终结果发生偏差。 

二、资源承载力与相对资源承载力研究方法 

(一)指标的选取 

可持续发展是由自然——— 经济——— 社会三个子系统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 广义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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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源。考虑到人是社会子系统的主要组成要素, 是承载力中的承载对象, 为了避免社会资源与人口之间的重复, 我们将自然

资源和经济资源作为人口的主要承载资源。在实证中, 我们根据湖北省的具体情况, 以及数据的易得性和横向、纵向的易比性, 

选择了耕地面积、水资源总量、森林面积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代表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研究方法上, 相对资源承载力以比具体研究区更大的一个或数个区域(参照区)作为对比标准, 根据参照区的人均资源的

拥有量或消费量、研究区的资源存量, 计算出研究区域的各类相对资源承载力。 

相对资源承载力, 是指通过选定资源承载力的理想状态作为参照区, 以该参照区人均资源拥有量为标准, 将研究区与参照

区的资源存量进行对比, 从而确定研究区内资源相对可承载的适度人口数量, 并明确研究区各种资源相对存在状态。它表征一

定时期内研究区相对资源存在的数量和质量,对该空间人口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支撑力, 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广义上资源

或资源系统由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三个子系统构成。自然资源子系统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 矿产资源, 气候资源, 

森林资源, 生物资源, 海洋资源和能源资源等；经济资源子系统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资金、技术、固定资产等；社会资源子系

统主要包括劳动力, 文化教育水平, 社会保障等, 综合考虑自然、经济、社会三个子系统组成的复合系统的相互影响, 我们首

先选定人口数量作为研究目标, 反映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指标选用国内生产总值；自然资源领域研究中不仅选用耕地面积代表

土地资源, 同时选用水资源总量代表水资源, 森林面积总量代表森林资源三者共同表征自然资源相对承载状况。 

(二)计算方法 

1 .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 

 

其中:Cm 为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Wl 、Ww 、Wf 分别为相对土地资源、相对水资源和相对森林资源承载力的权重, 考虑到

土地资源是自然资源中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基本资源, 这里设定Wl=1/2 ,Ww =1/4,Wf =1/ 4。 

Cml 为相对土地资源承载力；Il 为土地资源承载指数, Il=Qpo/Qlo ；Qpo 为参照区人口数量；Qlo 为参照区耕地面积；

Ql 为研究区耕地面积。 

Cmw 为相对水资源承载力；Iw 为水资源承载指数, Iw =Qpo/Qwo ；Qpo 为参照区人口数量；Qwo 为参照区水资源总量；Qw 

为研究区水资源总量。 

Cmf 为相对森林资源承载力；If 为森林资源承载指数, If=Qpo/Qfo ；Qpo 为参照区人口数量；Qfo 为参照区森林面积；

Qf 为研究区森林面积。 

2 .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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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e 为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Ie 为经济资源承载指数, Ie =Qpo/ Qeo ；Qpo 为参照区人口数量；Qeo 为参照区国内

生产总值；Qe 为研究区内国内生产总值。 

3 .相对资源综合承载力 

 

其中:Cs 为相对资源综合承载力；Wl、We 分别为相对自然资源和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的权重, 一般可以假设 Wl =We =0 .5；

则(6)式变成: 

 

(三)评判依据 

将计算得到的相对资源综合承载力、资源相对可承载的适度人口与实际资源承载人口进行比较, 从而获取研究区域相对于

参照区的承载状态:超载状态, 相对资源综合承载力(Cs)小于实际资源承载人口(P), 即Cs -P<0 ；富余状态, 相对资源综合承

载力(Cs)大于实际资源承载人口(P), 即Cs -P>0 ；临界状态, 相对资源综合承载力(Cs)等于实际资源承载人口(P), 即P-Cs=0。 

综合承载力的提出, 主要是考虑到:第一, 相对于周边地区, 研究区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地域系统, 区内外存在着资源的

流通和交换；第二,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大背景下, 自然资源与经济资源之间的优势和劣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补

充。传统资源承载力在一定程度上将研究区域作为一个比较封闭和比较孤立的系统, 并且从单一的自然资源角度考察区域内人

口的承载情况。与之相比, 相对资源承载力扩大了人口承载资源的范围。强调了研究区的开放性以及自然资源与经济资源之间

的互补性。 

三、相对资源承载力的测算及演变过程分析——— 以湖北省为例 

(一)湖北省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的测算 

根据上述资源承载力的分析思路和计算方法, 以全国作为参照区域, 我们选取 1985 ～ 2004 年作为参照年份, 其基本数

据及承载指数如表 1, 自然承载力指数趋势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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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图表, 从全国自然资源发展的态势来看, 全国耕地资源承载力指数1985 ～ 1995 年处于上升的态势, 而1996 则急转

直下转入一个低峰期, 1997 ～ 2004 年一直保持着一种较为稳定的状态；全国水资源承载力指数在4 ～ 5 左右徘徊, 水资源

承载力指数趋势较为稳定；全国森林资源承载力指数1985～ 1999 年基本处于较为稳定的态势, 但是从2000 年开始处于下降趋

势。 

从耕地资源承载力指数、水资源承载力指数、森林资源承载力指数的综合发展趋势来看, 我国的自然资源的承载力指数从

总体上处于一种下降趋势, 这与近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趋势是一致的。 

我们选取湖北省作为实证研究, 湖北省 1985～ 2004 年自然资源及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的基本数据如表 2, 1985 ～2004 

年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与实际人口数量的对比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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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 可以看到, 湖北省近十几年来的耕地面积变化幅度并不是很大, 从1985 年开始湖北省的耕地面积就一直处于缩减

状态, 耕地面积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也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且一直处于超载状态, 很显然这与耕地的滥垦、过度使用以及城乡规

划的占用耕地是不无关系的；湖北省水资源总量从整体上相对于全国来讲是比较充裕的, 但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却相对无较大

优势, 但是水资源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超过了耕地面积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湖北森林资源对自然资源承载力也有较大的贡献, 

其相对承载力从整体上要大于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对自然资源承载力的贡献。 

想对于全国参照区, 湖北省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5 ～ 1995 年为第一阶段, 1995 ～2004 

年为第二阶段。1985 ～ 1995 年湖北省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由1985 年的4101.82 万人上升至1995 年的

4799 .94 万人；1995～ 2004 年湖北省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整体上呈现小幅波动下降趋势；由1995 年的4799 .94万人下降至

2004 年的3717.69 万人。湖北省相对自然资源可承载的人口数量一直低于湖北省实际人口数量, 均处于超载状态且超载人口数

量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二)湖北省经济承载力指数及经济资源承载力的测算 

湖北省 1985～ 2004 年经济承载力指数及经济资源承载力的基本数据如表 3, 1985 ～ 2004 年相对经济承载力与实际人口

数量比较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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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表3 和图3 , 相对于全国参照区看, 湖北省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的发展呈现倒“ U” 加正“U” 的趋势。1985 ～1994 

年, 湖北省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处于倒“ U” 趋势, 其中1990 年达到这一阶段的承载力顶点5078.18 万人；1990 ～2004 年, 

湖北省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处于正“ U” 趋势, 其中1994 年达到这一阶段的承载力最低点4809.34 万人。湖北省相对经济资

源可承载的人口数量1985 ～ 1999 一直低于湖北省实际人口数量, 处于超载状态, 而从1997 年以后, 湖北省相对经济资源可

承载的人口数量开始逐渐接近于其实际承载人口数量且1999～ 2002 年超过湖北实际承载人口数量, 这说明1997 年以后相对

经济资源的承载力的贡献越来越大。 

(三)湖北省综合资源承载力的动态分析 

湖北省 1985～ 2004 年经济承载力指数及经济资源承载力的基本数据如表 4, 1985 ～ 2004 年相对资源承载力与实际人口

数量比较如图 4, 1985 ～ 2004 年湖北省自然和经济资源承载力对综合承载力的贡献率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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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全国参展区, 1985 ～ 2004 年湖北省相对资源综合承载力呈现小幅波动上升趋势。湖北省相对资源综合承载力、相

对自然资源可承载的人口数量、相对经济资源可承载的人口数量一直低于实际人口数量, 均处于超载状态。其中相对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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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始终处于超载状态并从1995 年以后快速下降, 而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相对波动幅度较小, 但始终处于超载状态。其中

1995 年以前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和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对综合承载力的贡献率都在50 %左右, 但是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对综合

承载力的贡献略大于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而从1995 年以后, 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与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对综合承载力的贡献

率呈横“ U” 分差状态, 自然资源对综合承载力的贡献率从1995 年以后开始下降, 而经济资源对于综合承载力的贡献却大幅

度上升。 

分阶段来看, 湖北省的相对资源综合承载力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85 ～ 1995 年为第一阶段, 1995～ 2002 年为

第二阶段, 2002 ～ 2004 年以后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1985 ～ 1995)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处于小幅度攀升阶段, 由1985 年的4101 .82 万人上升至1995 年的4799.94

万人；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有所波动, 呈U 型, 并在1990 出现较大下滑, 由1990 年的5078.18 万人降至1995 年的4950.24 万

人；综合资源承载力总体小幅上升。湖北省实际人口数量远远超过资源综合承载能力, 承载状态处于超载,但受自然资源的影响, 

富余人口数有增减变化。此期间, 湖北省经济资源承载力水平虽然优于自然资源, 但经济资源整体上升幅度不是很高。自然资

源对综合承载力的贡献率逐年上升, 由1985 年的46 .71%上升为1995 年的49.23%。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国家计划经济政策的运行, 

湖北省建立了许多重工业, 形成了鲜明的重化工业的产业特点, 并且经济的发展有比较好的运行态势。湖北在1985 年改革开放

以后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经济运行惯性, 使得此阶段湖北省经济资源承载力优于自然资源承载力, 但是自然资源承载力与经济资

源承载力对综合承载力的贡献率相差不大, 基本处于相等的状况。90 年代以后湖北处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 湖北

经济的发展虽然还是以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主, 但是由于其本身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优势, 加上转轨初期的现代农业基地的

建设等, 使得湖北省自然资源承载力处于小幅度攀升阶段。 

第二阶段(1995 ～ 2002)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处于下降状态, 但是经济资源承载力处于上升状态。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由

1995 年的4799.94 万人下降到2004 年的3717 .69 万人；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由1995 年的4875 .09 万人上升到2004年的

5252.35 万人；综合资源承载力有所波动, 但总体处于上升趋势。在此阶段, 湖北省实际人口数量仍超过资源综合承载能力, 承

载状态处于超载, 并且超载状态一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超载人数不断增加, 2004 年超载人数达到1163.84 万人。此期间, 湖

北省的自然资源承载力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的差距越来越大, 自然资源对综合资源承载力的贡献率由1995年的49.23%下降到2002 

年的41 .74 %, 经济资源对综合资源承载力的贡献率由1995 年的50 .77%上升到2002 年的58.26 %。此阶段自然资源承载力下

降、经济资源承载力上升的原因是由于湖北作为中部地区的重工业基地, 在市场经济推进的过程中, 由于片面追求经济总量的

发展, 仍然是以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主, 甚至以自然资源的高消耗、自然资源的高破坏为代价

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发展, 特别是近几年来, 自然资源问题日益突出, 已经成为制约潜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虽然此时期湖北

经济资源的承载力的贡献率不断上升, 但是湖北综合承载力仍然处于超载状态, 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实施向沿海地区的政策倾斜

以及对西部地区的倾斜政策而忽视了中部经济的发展, 使得湖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幅度较小, 使得经济资源的承载力仍然不能改

变湖北综合资源承载力处于超载的状态, 这就是所谓的中部现象。 

第三阶段(2002～ 2004 年以后)相对自然资源承载力、相对经济资源承载力、综合承载力均呈下降状态, 并于 2004 年综合

承载力超载状态达到历年最高, 为 1163.84 万人。湖北省实际人口数量超过综合资源承载能力, 承载状态仍处于超载状态, 且

超载的人口数量有所增加, 此期间, 湖北省经济资源对综合承载力的贡献率上升至 61.69%, 而自然资源对综合承载力的贡献率

下降至了 38.31%, 经济资源对综合承载力的贡献率是自然资源的 1.61 倍。 

此阶段主要是湖北在中部崛起战略的引导下实行产业结构的调整, 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

增长方式的转轨时期, 因而, 此阶段对经济的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仍然很大, 仍然是对自然资源的高消耗为主, 导致自然资

源对综合承载力的下降,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稍微变得缓慢, 致使经济资源的承载力

相对第二阶段略微下降, 但是其对综合承载力的贡献率却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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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以上分析显示, 湖北省的经济资源对其相对资源综合承载力的贡献率始终超过自然资源的贡献率, 说明对湖北省人口起支

撑作用的主要是经济资源, 而不是自然资源。自然资源虽然对湖北省综合承载力也做出了一定贡献, 但远小于经济资源的贡献

率。以全国作为参照区, 一方面, 湖北省的经济资源承载力亟待加强, 要依托“ 中部崛起战略” 加快经济快速发展, 进一步

拓展其经济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湖北省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改变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提高自然资源的承

载力, 因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湖北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必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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