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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西岸经济区 4省生态足迹分析 

薛若晗 

(闽江学院地理科学系，福建福州 350108) 

【摘 要】 运用生态足迹分析法分别对福建、浙江、广东和江西 4 个省份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了测度

与分析。结果表明，4 个省都存在人均生态赤字，而从各种土地类型的比较来看，除了建设用地略有盈余外，其他

土地类型均处于生态赤字状态，特别是化石燃料用地。说明这 4 个省份的消费水平尤其是能源消费水平较高，超

过了当地生态承载力，可持续发展状况不容乐观。最后就此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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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及居民收入水平上升，国内市场的消费潜力日渐显现，而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居民消费能力将对资源

和环境产生巨大压力，生态足迹就是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衡量这种压力的指标之一。Wackernagel 等学者将生态足迹定义为:

任何已知人口(某个个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足迹是生产这些人口消费的所有资源及吸纳这些人口产生废弃物所必需的生

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和水域面积的总和，它包括化石燃料用地、可耕地、林地、草地、建筑用地和水域等六大类
①
。生态足迹测量

了人类的生存所必需的真实生物生产面积，是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与消耗的有效工具，将生态足迹与地球的资源可再生能

力相对比，可以追踪人类对于生物圈的需求，为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消费模式的选择提供参考
②
。该研究从消费的视角，通过综合

分析海西 4 省的生态足迹水平，对比相应的经济活动数据来判断区域居民消费模式是否处于当地生态系统承载力范围，为实现

可持续型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 

1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域概述  

海峡西岸经济区，位于台湾海峡西岸，以福建为主体包括浙江、广东、江西的部分城市，处于东南沿海，南北与珠三角、

长三角两个经济区衔接，东与台湾岛、西与江西的广大内陆腹地贯通，区位优势突出，资源、产业等基础条件较好，无论从战

略布局、发展需要，还是从经济优势和现有基础看，具有对台工作并进一步带动经济走向世界的特点
③
。近年来，海西 4 省的

经济发展迅速，该研究选取海西 4 省作为研究区域，就是为了探究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当地的生产、生活水平和区域生态可持

续性之间的关系。 

1． 2 研究方法 该研究中计算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方法以及选取的均衡因子、产量因子，均是参照全球足迹网络(WWF)

提出的《国家生态足迹账户计算基本方法和框架(2011 版)》
④
中的计算模型和参数。同时采用生态压力指数来衡量区域生态安

全，这也是国内较为常用的指标之一。生态压力指数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区域生态环境所承受压力的大小程度，由于某国家

或地区所消费的化石能源足迹所带来的生态压力是由全球共同负担，并非仅仅由消费国或地区所承担，所以用研究区域可更新

资源的人均生态足迹与可利用的人均生态承载力相比，得出比率就是区域生态压力指数
⑤
。同时，对区域经济与环境之间关系的

研究，采用万元 GDP 生态足迹为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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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西 4 省生态足迹计算 

2． 1 生态足迹计算  

生态足迹计算包括生物资源消费和能源消费。该研究分别根据海西 4 省 2012 年的统计年鉴
⑥~⑨

，将海西 4 省 2012 年居民

的粮食、油料、鲜菜、水果、木材、水产品等 12 个项目的生物资源消费量，参照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有关生物资源的世界平

均产量资料
⑩
，转化为提供这些消费所需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将海西 4 省 2012 年原煤、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

液化石油气和电力共 8个项目的能源消费，参考《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2589 －2008) 》，转化成消耗热量，再折算成生物生

产性土地面积，计算出 2012 年海西 4 省各自的生态足迹，结果见表 1。由于基础数据是居民生物资源消费量，而非生物量数

据，所以不用进出口贸易量调整。 

2． 2 生态承载力计算 分别依据 4 省统计年鉴中福建省、浙江省、广东省、江西省的各种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6 －9］，

通过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调整，再扣除 12% 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之后
○11
，分别计算出海西 4 省 2012 年可利用生态承载力，结

果见表 2。 

3 海西 4 省生态足迹数据分析 

3． 1 人均生态足迹对比  

海西 4 省人均生态足迹对比见图 1。从海西 4 省的情况看，经济规模越大、人口越多，则总生态足迹较大。而人均生态足

迹是人类生产消费活动对资源环境影响的综合指标，体现的是资源环境效率
○12
。海西 4 省总人均生态足迹低于中国的人均生态

足迹，4 省中浙江省的人均生态足迹最高，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浙江省和福建省的人均生态足迹都超过 4 省平均值，最低的为

广东省。虽然浙江省和广东省的经济发展水平都较高，但是广东资源环境效率高于浙江省，且广东省的流动人口多，进出口贸

易量大，这也会对生态足迹的计算产生影响。考虑到海西 4 省的经济规模和消费水平将继续呈现高速增长趋势，如何促进区域

经济可持续增长和消费模式可持续化，减少生产和消费的足迹增长幅度仍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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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人均生态盈亏分析 将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比较，就得出生态盈亏。若区域生态承载力大于生态足迹，则有生

态盈余，反之，存在生态赤字。从计算结果可知，海西 4 省总人均生态盈亏为 －1．359 621 ghm2，即存在生态赤字，对比 4 

省各种土地类型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得出各省人均总生态赤字和各种土地类型的人均生态赤字，结果见表 3。 

可见，人均生态赤字最小的是广东省，江西省和福建省的生态赤字次之，浙江省的生态赤字最大。4 省的建设用地都有盈

余，但是其他类型的土地，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态赤字。4 省中，广东省和福建省存在耕地赤字，以广东省最高，这是因为

其人口众多，农产品消费大。只有广东省存在林地赤字，说明 4 省的林地资源较好，其中福建省的资源最好。4 省都存在草地

赤字，以广东省最高，这是因为木材、鲜乳品等在 4 省消费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广东省的木材消费近年来的增长尤其迅速。4 省

都有不同程度的水域赤字，除了江西省之外，其他 3 省的水域赤字都相对偏大，这与当地居民常年的饮食习惯有关。化石能源

用地赤字在各省都是最大的赤字类型，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化石能源的工业使用量也快速上升，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也使得对化石能源的需求量逐年递增，所以化石能源用地人均生态赤字较大，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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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生态压力和生态安全 分别计算海西 4 省的生态压力指数，结果见表 4。由表 4 可知，广东省的生态压力指数最大，

说明生态安全等级较低，生态环境承压程度较大，要特别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而浙江省和福建省生态压力指数都不超

过海西 4 省的平均值但都大于 1，说明生态安全等级也不高，生态环境的承压程度中等，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压力进一步增

大;江西省的生态压力指数小于 1，说明社会消费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状况不算太差，但仍需密切关注生态环境发展态势，谨慎

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和居民消费增长之间的关系。 

 

3． 4 万元 GDP 生态足迹 万元 GDP 生态足迹表示单位产出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资源利用效

益的差异［12］。万元 GDP 生产足迹越小，生产过程中对资源的利用效益越高，综合前面计算结果，详见图 2。 

海西 4 省万元 GDP 生态足迹存在差异，广东省最小，其次是浙江省和福建省，江西省最大，其中只有江西省超过全国平

均水平，这些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为:首先，各省经济发展中，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供给有差别;其次，各省受资源禀赋影

响，呈现不同的产业结构，某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仍然依靠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江西万元 GDP 生态足迹最高就是其粗放经济

增长的体现。因此，海西 4 省的未来产业结构调整、主导产业的升级与优化、区域布局调整优化应引起高度重视，减少对自然

资源的过度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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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资源效率对比 以海西 4 省 2012 年为例，将代表资源环境效率的万元 GDP 生态足迹、人均生态足迹指标，以及衡

量经济发展程度的人均 GDP 进行排序，结果见表 5。可见人均 GDP 最高的广东省，其资源环境效率也排名第一;经济发展水平

第二的浙江省，人均生态足迹最大，而经济发展水平靠后的江西省资源环境效率反而较好;福建省的发展算得上最为均衡，但是

排名都比较偏后，应该汲取经验，保持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相协调。 

 

 

4 结论 

从以上分析来看，海西 4 省人均生态足迹和万元 GDP生态足迹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城镇化不可阻挡的增速发展将进

一步拉动消费。由于环境容量与资源效率的现实制约，资源型消费势必对生态造成巨大压力。尤其是从化石能源用地足迹在生

产足迹总量占比的趋势来看，在目前以及今后较长时间这都将是对海西 4 省生态可持续性造成威胁的主要要素。显然，需要推

动可持续的消费模式，来缓解有限的自然资源与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在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的同时，降低人均生态足迹和万元 GDP 生态足迹，海西 4 省必须控制人口增长，推动服务型消费增长，引导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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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均衡和减缓城镇化带来的生态压力，建立可持续消费体系;同时，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合理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资源，推行清

洁生产，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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