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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 2013 年生态足迹计算与发展能力分析 

肖艳霞，李国君 

（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00） 

【摘 要】本文运用生态足迹分析法，对湖北省2013 年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进行核算，并对其可持续发展能

力作了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2013 年人均生态足迹为2.8576hm2/ 人，人均可利用生态承载力为0.8355hm2/ 人；

生态赤字高达2.0221hm2/ 人。由此说明，湖北省2013 年处于生态超载的状态，其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最后，

结合当前湖北省经济发展现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与政策建议。 

【关键词】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近年来，湖北省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发展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伴随而来的能源消耗、资源不合理利用、环境

污染等生态问题，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如何让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和谐发展，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议题。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Rees 率先提出生态足迹法，通过生态供需平衡来确定某地区是否处于合理承载范围之内。本文对湖北省

2013 年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进行了计算与分析，对该区域的生态赤字或盈余状况作了简要说明，且客观地评价了该省的可持

续发展状况，为其作出科学的决策提供了依据。 

二、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 

1、生态足迹概念 

生态足迹，是指特定数量人群按照某一种生活方式所消费的，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各种商品和服务功能，以及在这一过程

中所产生的废弃物需要环境（生态系统）吸纳，并以生物生产性土地或水域面积来表示的一种可操作的定量方法。它的应用意

义在于通过生态足迹需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亦称生态足迹供给）进行比较，即可以定量地判断某一国家或地区目前可

持续发展的状态，以便对未来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科学的规划和建议。 

2、生态足迹公式 

（1）生态足迹。计算公式为：ef=Σ（aai×ri ）=Σci/pi×ri„EF=N×ef，式中ef 是指人均生态足迹（hm2/ 人）；aai 是

指人均i 种消费商品折算的生产面积（hm2）；ri 是指均衡因子，其中j 是指生物生产性土地类型；ci 是i 种商品的人均消费量

（t）；pi 是指i 种商品的全球平均生产能力（t/hm2）；N 是某一区域的人口数；EF 是指某一区域总的生态足迹。 

（2）生态承载力。计算公式为：ec=Σai×ri×yi„EC=N×ec，式中ec 指人均生态承载力（hm2/ 人）；ai 是指人均不同类

型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hm2）；ri 是指均衡因子，yi 是指产量因子；N 是指某一区域人口数；EC 是指某一区域总的生态承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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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均衡因子与产量因子 

在生态足迹计算过程中，通常会考虑六类土地资源，即：耕地、林地、牧草地、海洋（内陆）水域、建筑用地和化石能源

用地。考虑到这六类土地生物生产能力的不同，在加权求和的过程中，需要乘以一个均衡因子，将它们转化为可以直接相加的

生物生产面积。均衡因子是全球某类型土地的平均生态生产力与全球所有各类生物生产性土地的平均生态生产力之比。本文采

用的均衡因子，来自于 GFN2010 年发布的《生态足迹图集》，见表 1。 

 

首先，全球平均生物生产力为1；其次，按照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生态供给中应扣除12%

的生物生产面积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最后，在实际中，人们并没有留出CO2 用地。 

在生态承载力的计算过程中，不同国家或地区，同类生物土地的实际面积也是无法直接进行比较的，需要引进产量因子来

进行调整。产量因子就是指一个地区或一国某类生态生产土地的平均生产力与世界同类土地的平均生产力的比率。本文采用的

产量因子，来自于 William 和 Wackernagel 在计算全球生态足迹时使用的数值，见表 2。 

 

三、湖北省2013 年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 

依据《2014 年湖北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对2013 年湖北省生态足迹进行计算，将生态足迹分为两个方面：生物资源消

费和能源资源消费。需要说明的是，在计算过程中，并没有将贸易调整考虑在内。 

第一，我们将生物资源消费大致分为四大类：农产品、林产品、动物产品、水产品。再将这四大类进一步细分为若干消费

项目。同样，将能源消费项目细分为原煤、洗精煤、原油、汽油、燃料油、热力等类。分别计算出湖北省生物资源与能源资源

消费类的生态足迹。 

第二，以《湖北省统计年鉴 2014》与《湖北省 2014 年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分析报告》提供的数据为依据，就可得到按世界

平均生态空间计算的湖北省人均生态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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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上数据计算分析得出表3。 

 

四、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分析 

1、生态赤字/ 盈余 

综上所述，湖北省2013 年的人均生态足迹为2.8576hm2/ 人，人均可利用生态承载力为0.8355hm2/ 人，生态赤字高达

2.0221hm2/ 人，湖北省的生态足迹是其生态承载力约3.4 倍。这些数据说明，湖北省经济的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已远远超出

其生态承载能力的范围，土地资源的需求量远超出土地资源的供给量，该区域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2、生态赤字/ 盈余的组成结构 

从图 1 可以看出，其中化石燃料生态赤字最大，这一方面是由于人类应该留出用于吸收 CO2 的土地，而实际上并没有；另

一方面是由于在湖北省能源消费中，原煤、焦炭等能源消费所占的比重较大。牧草地的生态赤字是由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

人们对动物产品的消费也不断增加，而人均牧草地的供给微乎其微；水域也出现生态赤字，我省虽有千湖通衢之称，但近年来

随着经济建设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许多湖泊河流都遭受到污染，水域面积也显著减少，水资源的利用率大大降低；耕地之所

以会出现生态赤字，其中最为直接的原因是耕地不足，我省 2013 年的人均耕地仅为 0.0632hm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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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压力指数 

经计算分析可得出，2013年的生态赤字为2.0021hm2/人，生态压力指数EP 为2.4202。依据相关文献，可知湖北省2000年、

2006 年的生态压力指数分别为1.5016，2.3123。这说明湖北省的生态压力越来越大，生态安全正在不断恶化，可持续发展面临

着极为严峻的考验。 

五、结论与建议 

湖北省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新时期，经济增长模式、各项资源消费模式的选择，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其能否在自然生态环境承载范围之内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迫切需要我们去积极采取措施来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针对上述分析，提

出如下几点建议。 

首先，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降低原煤焦炭等化学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湖北省应该加大科技产业的投入，提升煤炭的

利用率，大力推广和应用可再生能源，积极开发像风能、太阳能等生态能源，改变能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而使能源结

构更加优化与合理。 

其次，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湖北省应加大土地保护力度，积极开展土地整理与复垦等工作，减少土

地的粗放利用以及资源浪费，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再次，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包容性经济增长模式。把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粗放型生产方式转变为低能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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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高产出的集约型模式，是我省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 

最后，加大人力资源投入，创新循环经济发展路径。湖北作为教育大省，是多方面人才的聚集地，加大对人才的全方位培

养能更快地研发出发展循环经济这种“资源—产品—资源”路径的新方法，这也是实现经济方式转型发展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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