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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黄石为例，运用生态足迹理论对资源型枯竭城市生态发展状况进行研究，通

过生态计算，发现黄石生态足迹远远大于其生态承栽，从 2008 年至 2013 年，黄石的人均生

态足迹持续增加且增速较快。而生物承栽力一直保持相对的稳定，造成生态赤字还在不断的

增长中，处于不可持续的发展状况。能源的快速消耗是黄石生态足迹快速上升的主要因素。

要缓解资源供给压力，就要降低能源消费的生态占用，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和改善能源利用

结构，提倡可持续的消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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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生态足迹理论是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程度的一种方法，生态足迹是指一定人口所消费的资源和吸

纳这些人口产生的废弃物所需要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的面积。2000 年以后，生态足迹相关研究在国内日

益兴盛：其研究范围从国家尺度到省域尺度、市域尺度，进一步扩展到县域尺度;从区域生态足迹计算

到个人生态足迹;区域时间序列从针对某一年的静态研究到多年的动态研究。在所有类型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中，资源枯竭型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一个尤为突出和典型的问题。黄石是一个典型的资源枯

竭型城市，于 2011 年 11 月被确定为第三批 69 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目前鲜有文献运用生态足迹方

法对资源枯竭型型城市进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本研究尝试对黄石市这一典型资源枯竭型城市做个案

研究，应用生态足迹模型，在市域尺度上对黄石市的生态状态作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对黄石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一些建议，以期实现资源型城市健康持续地长远发展。

二、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模型

(―)生态足迹指标体系



生态足迹的指标体系可分为 3 个部分:生态足迹的组成部分；生态生产性土地类型；消费项目。生

态足迹计算中的人类消费主要由能源资源的消费和生物的消费组成。所以在计算生态足迹前先进行消

费项目的划分，再计算出各消费项目的人均占有的生态生产性土地。

生态生产性土地消费项目的选取包括以下：

(1)耕地类型所对应的消费项目主要包括：粮食、豆类及豆制品、食用植物油、猪肉、肉禽制品、

家禽类、蛋类、鲜菜、食糖、酒类、糖果糕点类等；

(2)草地类型所对应的消费项目主要包括：牛羊肉、奶类及奶制品；

(3)林地类型所对应的消费项目主要包括：木材和水果类产品；

(4)水域类型所对应的消费项目主要包括：虾贝蟹类、鱼类和其他淡水水产品；

(5)建设用地类型所对应的消费项目主要包括:住宅用地、道路交通用地、工矿用地等；

(6)化石能源地类型所对应的消费项目主要包括：石油、煤和电力等三项能源消费项目。

(二）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计算方法本文采用 Wackemage(1996)提出的人均生态足迹用公式：



三、黄石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实证分析

(一）黄石的生态足迹

耕地、林地、草地、水域、能源产出以及建筑用地面积等数据来源于《黄石统计年鉴》、《黄石

建设 60 周年统计年鉴》、黄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



1.能源资源账户

能源资源消费账户是计算人类消耗的能源所需要的生态生产性面积，本研究按照 1 狀

1emagel(1997;1999;2002）提出的世界单位化石燃料生产性土地面积的平均发热量和相应的折算系数

，计算公式如下：

2、生物资源账户



(二）黄石的生态承载力根据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的报告，至少有 12%的生态容量需被保

存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因此在计算黄石生态承载力时扣除 12%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由此得出黄石市

2012 年人均生态承载力（表 3)。因此，黄石市总的生态承载力为 728280hm2。



(三）黄石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对比

黄石市 2012 年的人均生态足迹的需求是 2.36484831hm2/人，而人均生态足迹的供给是

0.281668hm2/人，生态赤字为 2.08313803lhm2/人，供需矛盾尖锐，因而，当前黄石区域系统处于一种

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

从图 1 可以看出，黄石化石燃料用地的需求空间和水域占全部需求的前两位，能源空间占用是当

地生态足迹需求的重点，占 63%。这是由黄石能源密集型的工业主导型结构决定的。根据生态足迹的计

算方法，建筑用地和化石燃料地生态足迹是由电力、煤、油以及天然气等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换算而

成。因此，能源的快速消耗是黄石生态足迹快速上升的主要因素。



从图 2 可以看出，黄石生态承载力中耕地和建筑用地和林地占所有供给的 95%。总的来看，黄石可

供人类消费的生态空间类型结构单一，生态足迹多样性较低。由于生态足迹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发展

能力呈较明显正相关，因此较低的生态足迹多样性会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制约。

从图 3 可以看出，林地和建筑用地显示为生态盈余，而耕地、草地、水域和化石燃料吸收用地显

示为赤字。其中，水域的人均生态赤字较为明显，在 0.4hm2 左右波动，超支接近 4 倍，说明黄石的人

地关系已十分紧张，水产品需求较大，但不排除计算时采用的世界平均产世是海洋鱼类的，而非淡水

鱼类平均产量造成的计算所得生态足迹需求偏大的情况。由于人类目前没有对化石能源地做出预留，

所以，造成化石能源地的生态赤字严重，生态赤字变化在 1.6hm2 左右，这与当地以冶金、建材、机械

为代表的髙耗能型的工业主导型结构有着紧密关系。要缓解资源供给压力，就要降低能源消费的生态

占用，提髙能源的利用效率和改善能源利用结构。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测算 2008-2013 年黄石人均生态足迹，计算结果汇总情况（表 4)如下。从表

4 可以看出，黄石人均生态足迹需求基本呈递增趋势，仍然是资源消耗型模式。



黄石市 6 年间的人均生态足迹是逐渐变化且变化较大的，从 2008 年的 2.12052195hm2 增加到 2013

年的 2.528782201hm2。在 6 年时间黄石人均生态足迹增加了 0.408260251hm2,平均每年增加 0.068hm2

。人均生态足迹的增加，—方面反映了生活水平的提髙和福利的改善，消费各种生物产品、农业资源

和享有各类服务的绝对量增加，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对环境的压力在不断加大。而生物承载力一直保

持相对的稳定，波动幅度不大，2008 年的人均生物承载力 0.2798hm2,2013 年的人均生物承载力是

0.2936hm2,人均生物承载力有 0.0138hm2 的上升，但和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长幅度相比，差距很大，造

成生态赤字还在不断的增长中。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控制在生态足

迹范围内。但由于人类的消费需求在不断的增加，生态足迹越来越大，可持续发展遇到极大的挑战。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生态足迹模型分析了黄石生态足迹和承载力问题。结果显示黄石近几年的人均生态足迹

的需求远远髙于生态供给，处于生态赤字状态。总的来看，黄石可用于人类消费的可供生态空间类型

结构单一，生态足迹多样性较低。由于生态足迹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发展能力呈较明显正相关，因此

较低的生态足迹多样性会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制约。

从 2008 年至 2013 年，6 年间黄石的人均生态足迹持续增加且增速较快。而生物承载力一直保持相

对的稳定，两者差距很大，造成生态赤字还在不断的增长中。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

的开发利用强度控制在生态足迹范围内。但由于消费需求在不断的增加，生态足迹越来越大，可持续



发展遇到极大的挑战。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是黄石生态足迹快速上升的主要因素。要缓解资源供给压

力，就要降低能源消费的生态占用，提髙能源的利用效率和改善能源利用结构。

为了实现黄石等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建议：加强科学技术创新与投入，实现产业向集

约型转变；调整产业及能源结构，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公众改变消费习惯，建立节约型社会；加强土

地生态建设，改善土地生态环境，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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