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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地区的人口、资源、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王　冰　周雄兵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非常丰富, 是指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有机结合的整体发展, 以及当
代利益与未来利益相互统一的平衡发展。但是, 也不可否认人口、资源、环境是影响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最基本问题。如果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发展不平衡、当代利益与未来利益不统一, 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就无法最终实现。

一、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理论分析

人口、资源、环境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是社会整体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 人口、资源、环境在可持续发展中的这种地位,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明显反映出来。

11 人口与自然资源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
自然资源, 是自然界中所有能为人类所利用用以满足其需要的各种物质和能量。自然资源又分为非耗竭

性资源和可耗竭性资源两大类。人类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 会对自然资源产生重大影响。不仅人
口数量, 而且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活动是否恰当都会对自然资源产生重大影响。在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相互
关系中, 人口增长较快、数量较多, 以及人对自然资源利用的活动不恰当, 都会加剧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因
为随着人口的较快增长, 人类的生产需求和生活需求就必然增加, 要满足这些需求, 又必须增加生产资源和
能源的投入, 这样, 自然资源的消耗量和消耗速度就会大大增加, 使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储量急剧减少, 也
使可再生性自然资源的消耗量和消耗速度快于这类自然资源的再生量和再生速度, 还使人类在利用非耗竭
性资源方面的技术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受到限制, 对这类非耗竭性资源只能低水平利用。因为要满足日益增
长的大量人口的生活需求, 社会必然要把大量资源、资金投入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生产, 而投入利用非耗竭
性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方面的资金就非常有限, 所以对这类资源的开发利用只能是低水平的。

自然资源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重要物质条件之一, 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必须要以自然资
源条件为基础和前提。只要当代社会人口增长过快过多, 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 消耗自然资源必然又快又多,
甚至到一定时候还会耗尽某些自然资源, 从而留给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少, 严重地损害了子孙后代公
平利用自然资源的平等权利。这样, 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1 人口与自然环境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
自然环境, 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活动的载体, 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 也是影响可持续发展

的基本因素。人口总是生存在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中, 同时需要在自己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中索取食物或主
动生产食物, 才能生存和发展, 因而人口增长速度、数量和人类的一切行为 (生产行为和生活行为) , 都会影
响其生活的自然环境。一般来说, 当人口增长速度慢、人口数量较少时, 人口生存发展的环境较宽裕, 人类
的行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较小, 生态环境可以自然恢复达到平衡。但当人口增长速度较快、人口数量较
多时, 人口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就相对缩小, 环境的生态平衡就会受到重大的破坏, 环境条件就会恶化。这
是因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和数量较多时, 为了满足大量人口的生存需求, 如食物、能源、住宅、衣着、交通、教
育等方面的需求, 必然要加速对自然环境的索取, 同时索取的强度增大, 如进行掠夺式的食物索取和掠夺式
的生产, 这样资源开发和资源消耗急剧增加, 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遭到严重破坏, 必然造成生态环境的日益
恶化。当前自然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 不仅严重地阻碍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影响当代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
质量的提高, 而且还会将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留给未来社会, 阻碍子孙后代的发展, 把我们这代人造成的环
境恶果, 留给子孙后代去品尝, 从而严重地损害子孙后代利用自然环境的公平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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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资源、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 也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 更是可持
续发展的最基础的条件。因为只有在人口、资源、环境的基础上, 才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才有条件进
行社会活动、经济活动以及其他方面的活动, 才能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 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
发展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 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 必须首先要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关
系。只有这样, 才能从本源上深刻理解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核心问题是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

二、长江地区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长江地区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也是我国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1990 年长江地区沿江 40 个地、市
人口总数已达 1. 76 亿人, 8 个省、市总人口合计达到 4. 38 亿人。长江地区不仅人口数量多, 而且增长速
度很快。如上海市 1953 年常住人口为 620. 4 万人, 1990 年为 1 334. 19 万人。从 1953 年到 1990 年常住人
口共增加了 713. 79 万人。江苏省全省人口由 1949 年的 3 512 万人增加到 1990 年底的 6 766. 90 万人, 共
增加了 3 254. 90 万人。四川省全省人口, 1949 年末为 5 730 万人, 1990 年末达到 10 813. 4 万人, 共增加
5 083. 4 万人。由于长江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快、数量多, 因而在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下, 为了满足人
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不可避免地会加大对自然界的索取, 从而使长江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产生了
一系列的问题。

11 人口与自然资源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长江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快, 人口数量多, 所以人均资源量便迅速下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 同时消耗

资源的速度和消耗资源的总量都很快。这样一来, 便造成了人口与资源方面的诸多问题, 严重地影响了长江
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长江地区人口与自然资源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人口与耕地矛盾突出。长江地区除了上游地区耕地资源相对较少之外, 中、下游地区耕地资源丰富,
但是由于人口增长速度快、人口数量多, 占用的耕地也就必然多, 而且占用耕地的增长速度快, 这样就导致
长江地区人均耕地占有量的不断下降。浙江省 1953 年, 人均耕地 0. 09 公顷, 至 1990 年人均耕地则降到0. 04
公顷。湖北省全省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从 1949 年的 0. 14 公顷下降到 1990 年的 0. 06 公顷, 人均耕地减少了
0. 08 公顷。

(2) 水资源利用率低且供需趋于紧张。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和人口数量的过大, 为了满足众多人口物质
文化生活日益提高的需求, 必然要加快生产的发展, 因而不仅人类生存对淡水的需求量日益增加, 而且社会
生产的快速发展对淡水的需求量更是急剧增长, 同时, 相对于长江地区淡水资源总量来说, 长江地区生产和
生活对淡水资源的利用率很低, 如根据 1980 年实测资料, 江苏全省当地水资源径流利用率为 24. 5%。所以,
长江地区人口与淡水资源关系的后果, 一方面是人均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大大降低; 一方面导致长江地区淡水
资源供需趋于紧张。以上的问题, 通过以下资料的分析就可以明显显示出来。安徽省地表水资源按多年平均
径流量统计为 616 亿立方米, 1990 年全省人均占有量为 1 096 立方米。湖北省 1949 年到 1990 年人均年淡水
资源占有量相对减少了一半, 只有 1 830 立方米 (淡水资源总量为 981. 4 亿立方米)。与世界人均淡水资源
占有量 (9 800 立方米) 相比, 湖北省 1990 年淡水资源占有量还不及世界人均占有量的 1ö5。四川省全省地
表水资源全年正常量为 3 057 亿立方米, 1990 年人均占有量为 2 779 立方米。与世界淡水资源人均占有量相
比, 还不到其 1ö3 的水平, 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很低, 与人口快速增长、绝对量大的需求和经济全面快速发
展的需求相比, 淡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明显日益趋于紧张。

(3) 人均森林面积占有量和人均林木蓄积量下降。长江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快、人口数量众多, 对森林资
源的消耗大量增加, 同时, 长江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日益加快, 对木材和其他林产品的需要量也越来越大。现
在世界人平年消耗森林资源 0. 65 立方米。我国虽然人平年消耗森林资源量很少, 80 年代中、后期只有 0. 05
立方米 (不包括薪材) , 但由于人口增长快、人口数量多, 因而森林资源消耗绝对量仍很大, 从而导致森林资
源消耗量超过森林资源生长量, 使森林面积大量减少。四川省西部高山林区森林资源的消耗量竟超过森林资
源生长量的 3 倍。我国农村居民历来大都是用森林资源作为生活能源, 目前农民的生活用能源仍是 90% 取自
生物能源。①作为生活用能源的森林资源, 每年的消耗量也很大。

由于同样原因的影响, 长江地区人均森林面积占有量和人均林木蓄积量都已下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上。
1948 年四川省人均林地为 0. 25 公顷, 人均林木蓄积量 27. 54 立方米。1990 年, 人均林地降为 0. 10 公顷,
人均林木蓄积量降为 13. 14 立方米。由于 42 年间人口翻了一番, 导致人均占有森林面积下降了 60% , 人均
林木蓄积量下降了 53% , 使森林资源生产与森林资源消费的矛盾日益尖锐化。1990 年浙江省虽然森林覆盖率
达到 42. 6% , 在全国名列前茅, 但是按人口平均计算, 人均占有森林面积和人均占有林木蓄积量也只有0. 1
公顷和 2. 4 立方米, 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0. 12 公顷和 9. 2 立方米)。江苏省森林资源较少, 1979 年全国
森林资源清查结果表明, 人均有林地面积 0. 005 公顷, 人均林木蓄积量 0. 26 立方米。与全国人均水平相比,
差距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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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口与矿产资源的矛盾日益尖锐。整个长江地区大多数省矿产资源种类较齐全, 虽说有些省金属矿
产资源藏量较大, 如湖南省的锑、钨、铋矿居全国第一, 钒、铪、铼矿居全国第二位; 江苏省锶矿丰富、质
量好, 居全国第二位。但是整个长江地区金属矿的总藏量并不丰裕。相对来说, 非金属矿分布更广泛、藏量
更大一些, 但是非金属矿产资源却不能替代金属矿产资源的作用。因而, 总的来看, 由于长江地区人口增长
快, 数量多, 导致长江地区人均拥有的矿产资源量较少, 从而使长江地区人口与矿产资源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这种状况由下述资料可以部分反映出来。1990 年, 湖南省 10 种有色金属产量 27. 13 万吨, 人均只有4. 4
公斤; 原盐产量 45. 75 万吨, 人均 7. 5 公斤; 钢产量 120. 37 万吨, 人均 19. 7 公斤。四川省储量居全国
前三位的矿产有 24 种, 钛、钒分别占世界已知总储量的 82% 和 1ö3, 但是总的来看, 人均矿产储量并不多。
如 1990 年人均铁、铜、锰矿的保有工业储量分别为: 34. 7 吨、7. 1 公斤和 9. 7 公斤, 安徽省的矿藏资源
在华东地区算是富有的, 但是由于人口增长快, 数量多, 因而人均占有量并不高。如, 1990 年人均煤矿占有
量393. 7 吨, 磷矿人均占有量 0. 89 吨。与全国煤矿、磷矿人均占有水平 (835. 0 吨、13. 7 吨) 相比, 差
距很大。同时, 许多矿藏是富矿少, 贫矿多, 同时共生矿和伴生矿多, 有效开发利用难度大, 利用量不多, 在
目前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综合利用的难度很大, 因而也影响了并不丰裕的人均资源的有效利用。这些状况都会
加剧人口与资源的矛盾。

(5) 人口与能源的供需矛盾加剧。在当前的科学技术水平条件下, 长江地区人们生活和经济发展所使用
的能源绝大部分是化石能源、生物能源和少量水能能源, 其中生活能源主要是化石能源。长江地区人口增长
快、人口数量众多, 一方面使现有化石能源人均占有量大量减少, 另一方面使化石能源消耗量增加很快, 致
使人口对能源造成的压力日益增加。如长江中游的湖北省境内煤炭很少, 总储量 12 亿吨左右 (不包括石
煤) , 探明保有储量 5. 69 亿吨。按目前全省的产量 (1 050 万吨) 和回采率 (40% ) 计算, 煤炭资源探明保
有储量的服务年限也只有 20 年左右。同时, 目前湖北省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用煤和生产用煤靠大量从外地
调运, 才能维持正常的需求。1990 年, 江苏省一次性能源生产量 1 850 万吨标准煤, 人均 275 公斤。其中,
煤炭生产量 2 408 万吨, 人均 356 公斤; 原油产量 86 万吨, 人均 13 公斤。大大低于全国人均 915 公斤标准
煤、人均 951 公斤煤炭、122 公斤原油的水平。1990 年四川省原煤生产量人均 0. 63 吨, 原油生产量人均0. 002
吨, 发电量人均 316. 87 千瓦时 (全国人均 543. 32 千瓦时)。由于能源需求量大而供应量严重不足, 使部分
企业不能正常生产。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 全省设备作业率仅为 70% 左右, 年均损失工业产值 200 多亿元。
农村民用能源更是紧张, 对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即使加快化石性能源开发的速度, 增加
产量, 人口对能源的需求与化石性能源供量之间的矛盾也难以缓和, 因为四川省使用的主要能源——煤和天
然气的储量很有限。按 1990 年已探明保有工业储藏量和生产量计算, 煤炭最多只能开采 90 余年, 天然气最
多只能开采 30 余年。如果人口再继续增加, 矛盾会更加尖锐, 资源耗竭的悲剧会提前出现。

21 人口与自然环境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在人口快速增长之下, 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生活和经济增长的各种需求, 必然要加速对自然界的索取, 这

样, 人们的生活行为和生产行为都很难保持其科学性和合理性, 因而使自然环境受到破坏, 从而导致自然环
境的恶化, 严重地影响长江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目前, 长江地区人口与自然环境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主要表
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人口对自然环境的压力大。长江地区人口增长快、数量多, 需要的自然生存空间大, 适宜于人类生
存和活动的自然环境被人们占领后, 那些条件较差、人们的生存和生产活动会破坏生态平衡的自然环境也逐
渐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占领, 这时人类生存及其活动的自然空间就会相对大大缩小。每个家庭或每个个人在
更小的活动空间里索取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料, 自然对生存空间造成的压力增加, 加深人口与自然环
境的矛盾。

我们可以通过长江地区的人口密度, 来考察人口对生存空间所造成的压力。江苏省全省每平方公里土地
面积上生活的人口数量, 1950 年为 349 人, 1955 年为 388 人, 1960 年是 414 人, 1970 年是 512 人, 1980 年
是 579 人, 而 1990 年则增加到 654 人。湖北省的人口密度由 1949 年的 139 人增加到 1990 年的 290 人, 增加
了 1. 08 倍。1990 年, 长江地区沿江 40 个地、市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 382 人, 上海市为 2 104 人, 江苏
省为 787 人, 安徽省为 390 人, 湖北省为 324 人, 四川省为 242 人。土地是人类生存活动的基本空间, 单位
土地面积上生存压力的增大完全是由人口增长所造成的。长江地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人口还会继续增长,
必将导致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 严重地影响人口与生存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2) 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虽然改革开放 20 年来长江地区各省、市政府一直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环境保护和
防治污染的各种政策措施, 但是污染仍然非常严重。在处理发展与污染的关系方面, 实质上仍然重蹈发达国
家发展初期重发展轻污染、先污染后治理的旧辙, 对长江地区的自然环境的破坏很严重。严重的环境污染,
不仅影响人体健康、人类生命活动和未来人口的素质, 而且也影响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及其发展速度和效
益。如 1985 年江苏省工业万元产值废水、废气、废渣排放量分别达到 316 吨、3. 4 万标准立方米和1 754. 34
万吨。因此, 在工业有所发展的同时, 污染的后果也相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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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污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工农业生产过程中废水、废气、废渣和噪音对空气、水体、自然环境造
成污染; 人口增长快、人口数量众多, 生活用污物、污水、污气和噪音也大量排放, 污染自然环境。例如:
(1) 废气污染。湖北省 1990 年废气排放量 3 416 亿立方米, 二氧化硫排放量 55. 6 万吨, 烟尘排放量 47. 2
万吨, 工业粉尘产生量 139 万吨。1984—1989 年省辖城市的酸雨频率在 14. 1%～ 30. 1% 之间。 (2) 废水污
染。长江沿岸城市江段污染范围, 从 21 个调查江段来看, 平水期污染带总长 458. 2 公里, 占评价河段总长
的 57. 5%。枯水期污染带总长 503. 1 公里, 占评价河长的 63. 1%。此外, 长江下游江段的氰化物超标率
较高。湖北省水体虽然质量较好, 但是城市及近郊湖泊、大江大河沿岸局部地带污染逐年严重。长江沿岸城
市附近已出现了 66 条岸边污染带; 全省废水排放量已由 1981 年的 17. 76 亿吨增加到 1990 年的 25. 97 亿吨。
(3) 废弃物污染。湖北省 1990 年的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达 1 799 万吨, 历年堆存总量积有 8 004 万吨, 累
积占地面积达 1 070 万平方米, 与 1980 年相比较分别增加 57. 7%、125. 2% 和 261. 5%。虽然固体废弃物
每年都在处理, 但处理的速度赶不上产生量增长的速度, 所以堆存量仍然逐年增长。同时, 随着建设速度的
加快, 各种噪音的污染也日益严重。目前污染治理的速度大大滞后于污染的增长速度, 如四川省 1982—1986
年全省城市年平均排放废气 4 080 万立方米, 其中经过净化处理的只有 688 万立方米, 只占废气年均排放量
的 16. 86% , 1982—1986 年间四川省城市废水排放量年平均 300 131 万吨, 经过处理的废水年均只有 24 848
万吨, 处理率只有 8. 28% , 90%左右的废水直接排放, 严重污染水质。1990 年废水排放 171 494 万吨, 但
处理率提高幅度仍不大, 只上升到 14. 06% , 污染仍很严重。

(3) 自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由人口增长过快、人口数量众多而导致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 反映在许
多方面。这里仅从以下几个方面, 就可以看出人口快速增长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

第一, 森林的多种调节功能被破坏。长江地区人口增长过快、人口数量众多, 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
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源需求, 人们就又会为了扩大垦植面积而毁林开荒, 滥砍乱伐, 过度放牧, 这样就使森林
的砍伐速度和植被的破坏速度大大快于其生长速度, 导致森林和植被面积大量减少, 珍贵动植物种类日益减
少, 森林和植被对生态环境的调节作用下降, 造成环境质量不断恶化, 给人类生活和经济建设都带来严重后
果。例如, 长江地区的产林县, 50 年代有 27 个, 70 年代初有 21 个, 80 年代只剩下 15 个, 整个长江地区森
林覆盖率已不足 20%。

第二, 水土流失加剧, 土壤侵蚀严重。由于人口众多、增长快, 必然引发出不合理的耕作方式和对森林、
植被的过度开发利用, 因而导致水土保持能力大大下降, 其结果是必然造成水土流失加剧、土壤侵蚀严重。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由 50 年代的 36 万平方公里增加到 80 年代的 56 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
的 36% , 每年平均侵蚀量约 22. 4 亿吨, 致使长江如今变成了第二条“黄河”, 即使到了冬季, 长江也毫不
改变其黄色。四川省 50 年代森林覆盖率为 19% 以上, 而 80 年代降为 13. 3%。②其水土流失面积已由 50 年
代初期的 9. 46 万平方公里扩大到 80 年代的 38. 4 万平方公里, 占全省面积的 67. 3% ; 每年流入长江的泥
沙量达到 6. 8 亿吨, 相当于 33. 3 万公顷耕地损失了 0. 17 米的表土, 损失氮、磷、钾肥 570 万吨。由于四
川省森林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泥石流面积扩大, 70 年代 109 个县发生泥石流, 而 50 年代仅有 16 个县发生
泥石流。仅 1991 年, 全省就有 100 个县遭受涝灾。③

第三, 土壤结构遭到破坏, 土地生产力下降。为了给迅速增加的众多人口提供生活资料, 人们除了毁林
开荒之外, 还在有限的耕地面积上大量施用化肥、农药和地膜, 其结果是虽然一时农产品产量有所增加, 但
是也不可避免导致土壤的污染和土壤结构的破坏, 使耕地质量下降, 生产能力大大降低。江苏省农药施用量,
50 年代是每公顷 1. 58 公斤, 而 80 年代增至每公顷 41. 78 公斤。化肥施用量, 50 年代是每公顷 15. 75 公
斤, 1983 年增加到每公顷 1 379. 25 公斤。湖北省农药施用量, 1988 年是每公顷 11. 7 公斤。化肥施用量,
1978 年为每公顷 424. 05 公斤, 1990 年增加到每公顷 1 887. 90 公斤。由于较长期以来有机肥的减少和使用
化肥的结构不合理, 氮肥使用过多, 导致土壤中的氮、磷、钾元素比例失调, 既使氮肥减效, 又使耕地质量
下降, 如土壤板结, 结果是单位重量化肥的增产粮食效益锐减。同时, 土壤中未被吸收的化肥和残留的农药
又会通过地表水进入江河湖泊, 对水体造成污染, 造成其他损失。

第四, 水面减少, 水面生态效应减弱。长江地区水面减少的直接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的直接原因
是大量的水土流失, 泥沙淤积河道湖泊, 造成水面减少。如四川省对 102 座大中型水库测定, 年平均淤沙量
达 1 600 万立方米, 相当于每年减少一座中型水库。由于泥沙淤积河道, 1991 年四川省通航的河流比 1958 年
减少 1ö3, 通航里程也减少 1ö3, 长江干支流航运里程由 50 年代初的 1. 4 万公里到现在只有 7 千公里。④湖
南省洞庭湖每年入湖泥沙达 1. 4 亿吨, 每年淤高 4 厘米, 每年缩减湖面 47. 4 平方公里。另一个方面的直接
原因是大量围湖造田, 直接造成水面减少。湖北省 50 年代初期共有大、小湖泊 1 066 个, 总水面面积 8 300
多平方公里。50 年代到 70 年代末, 大规模围湖造田使湖泊面积急剧减少, 现有的湖泊已不足 400 个。据有
资料记载的 150 个大、小湖泊统计, 现有总水面面积 1 443 平方公里, 比这 150 个湖泊原来的总水面面积3 726
平方公里减少了 61. 3%。江苏省 1979 年水域面积比 50 年代初减少 38. 5 万公顷, 湖泊面积比 60 年代初减
少 28. 3 万公顷, 50 年代初以来有 42 个湖泊消失。这些水面的消失主要是由于人工围湖造田造成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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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水面面积减少的原因, 归根到底又都是由人口快速增长和人口众多所造成的。正是由于人口众多, 为了
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 毁林开荒, 结果导致生态恶化, 水土流失严重, 泥砂淤积水库江河湖泊。围湖造田, 使
湖面急剧减少。水面面积的大量减少, 一方面导致对江河水资源的调蓄能力大大下降, 使水资源和水产资源
大量减少; 另一方面导致水面对大气温度湿度的调节效应大大降低, 对自然气候产生消极影响。如近 20 年
来长江中、下游出现连续极端高温, 不能说与水面大量减少无关。

三、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人口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不仅影响到当代长江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
发展, 更重要的是还将影响到子孙后代的发展。因此, 当前必须立即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 解决人口、
资源、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 促进长江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11 选择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战略
可供长江地区选择的发展模式有多种, 归根到底有两种, 一种是传统的发展模式, 一种是现代的可持续

发展模式。我们应选择可持续发展作为长江地区的发展战略, 才是最明智、最合理的, 同时这也是从长期历
史经验的总结中得到的启示。

长期以来, 长江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 采用传统的发展模式作为长江地区的发展战略。在传统的发
展模式条件下, 为了满足长江地区众多人口的需求, 加快经济增长, 必然对长江地区的资源进行粗放式的和
掠夺式的开发利用, 这样, 由于资源的大量开采和浪费, 又会造成资源的过快消耗, 同时资源的大量开采、
消耗和浪费, 又会破坏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 加速环境的污染和恶化, 从而导致资源、环境不能持续利用。
这样一来, 由于资源环境不能持续利用, 未来社会缺乏必要的资源和适宜的环境, 因而发展是难以持久的。
历史的经验证明, 传统的发展模式, 是以大量消耗、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高速增长, 因
而无法避免资源的破坏、浪费和环境的恶化。

可持续发展能够解决人类无限增长的需求与资源环境提供的有限发展条件与能力之间的矛盾, 解决当
代人发展对资源环境的需求与子孙后代发展对资源环境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 只有可持续发展才是最科
学、最完整的发展模式。我们只有选择可持续发展作为长江地区的发展战略, 才能正确地指导长江地区的发
展实践。只有用可持续发展战略作指导, 长江地区才能科学地处理当代人所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并协调好当代的人口、资源、环境关系与子孙后代的人口、资源、环境关系, 才能消除产生资源枯竭、环境
恶化的根源。所以,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协调统一当前经济发展的利益与未来长远经济发展的利益, 也是
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科学选择。我们应对涉及到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利用的决
策或项目, 制定一项进行可持续发展的评价制度, 对这些决策或项目进行综合地分析和评估, 看其是否有利
于可持续发展。对那些只看到眼前利益、只追求经济的高增长, 而不顾未来长远利益的资源环境决策或项目,
应予以坚决的否定。

21 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
长江地区人口数量多、素质较差, 已成为制约长江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由于人口数量多、素

质低是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恶化的本源性因素, 因而要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控
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其中, 关键又是要采取切实的措施控制农村的人口增长、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

第一, 控制农村人口增长, 必须坚持利益导向机制。农村人口的多育早育是有其自己的利益考虑的, 尤
其是贫困地区农民的多育早育是由其利益对比驱动的。在现有经济较落后、较贫困的条件下, 要农民群众在
生育问题上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利益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因势利导, 利用利益导向机制, 引导农民改变自己
的多育早育行为。其一是要坚持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民家庭实施优惠和照顾的政策。如对坚持计划生育的农
户家庭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 优先审批宅基地、优先供应建筑材料、燃料, 对这些家庭的子女实行优先上学、
就医, 优先安排非农就业和农业技术培训等优惠政策。其二是要坚持将脱贫致富与计划生育相结合的政策。
对那些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户家庭实施脱贫致富优先的政策, 向他们优先供应良种、化肥、扶贫资金的投放、
扶贫项目安排、农用贷款发放、救济等, 使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获得更多的利益和更多的发展机会。

第二, 完善利益保障机制。只要家庭将子女作为未来的保障, 多育早育就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因而
要控制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 控制多育和早育, 就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也应覆盖农村和城镇
非国有经济单位。只要农民和城镇非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年老丧失劳动能力以后, 生活有切实的保障, 多育和
早育就失去了利益基础和利益刺激。这时, 再配合以法律、行政和经济措施, 就有利于形成控制人口多育早
育的局面, 促进自觉少生优生新风尚的形成。

第三, 控制农村人口增长, 必须完善服务机制。完善服务机制, 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完善孕前、
产前、产中和产后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妇女进行的各种服务, 从而保证母亲和婴儿的健康, 提高婴儿的存活率。
其二是完善对独生子女的各种优惠性质的服务, 如凡是涉及到独生子女的各个部门, 都要为落实独生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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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政策服务, 如切实落实独生子女优先入托、上学、就医、就业、住房等等。其三是完善对独生子女及其
家庭的生产技术和劳务服务, 先进农业科技、农业机械、化肥、生态农业种植技术、副业生产技术等方面的
培训, 都要对独生子女及其家庭采取优先安排的措施, 同时在生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等方面, 通过义务工
或组织互助的方式对独生子女家庭进行帮助和扶持, 避免独生子女家庭因劳动力不足误了农时而减少收入。
这些服务的完善, 也有利于多育早育行为的改变, 从而实现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

第四, 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提高人口素质。长江地区人口素质总的来说还较低。只有提高人口素质, 人
们才能深刻认识自然规律, 并按照自然规律的要求进行生产活动, 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
提高长江地区的人口素质, 其一要普及中等教育。在农村首先要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要保证适龄儿童全部
入学, 防止中、小学学生中途辍学。其二要大力发展各类职业技术、实用专业知识技能的教育, 让城镇新增
劳动力就业前都能掌握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专业技术技能, 让农村新增劳动力都掌握有一定的农业实用
知识和技能后再参加农业生产。其三要加强职业技能知识培训。在职职工既要提高岗位技能知识, 又要进行
多种岗位技能知识的培训。对农民进行农业科学技术培训, 使每个农户至少都要有 1 人能掌握 1 门以上农村
实行技术或技能。其四要对全民进行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教育, 使人们不仅都懂得可持续发展的理论,
也懂得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活动才能维护并促进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1 促进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长江地区要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至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大量的工作:
第一, 要节约资源的利用。长江地区资源能否满足发展的需要, 不仅取决于本地区资源的总量, 也取决

于开发利用资源的速度。如果能抑制对资源的过度需求, 无疑是有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的。要抑制对资源
的过度需求, 首先就要节约资源的开发利用。首先要珍惜资源的有限性即稀缺性, 在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
杜绝资源的浪费,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减少资源的浪费; 其次, 在此基础上改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 逐
步建立起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运输体系和消费体系, 减少资源的消耗。通过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资源浪
费的大量减少和资源消耗的大量降低, 来节约资源的利用, 从而延长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时间。

第二, 发展替代性资源。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物质生产过程中, 我们可以用一种物质替代另一种物
质, 并且保证产品的作用和质量不受影响。发展的替代性资源, 既可以是用一种藏量相对更丰富、价格相对
更低廉的物质资源去替代相对稀缺、昂贵的资源, 也可以是用人工的办法合成的一种资源或用可再生性资源
去替代不可再生性资源。这种替代性资源的发展, 更能保障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不会因人口增长及其需求增
长而使当代社会将其消耗殆尽。同时, 在消费过程中, 我们通过发展替代性消费品, 既可满足人们的消费需
求, 又可以节约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消耗。如用太阳能、电能替代汽油, 用公共汽车替代小汽车, 都可以节省
汽油的消耗。生物能、太阳能、电能利用技术的发展, 完全能够替代人们日常生活中煤和石油的消耗, 也能
实现人们世世代代对生物能、太阳能、电能的可持续利用。因此, 长江地区应在发展替代资源方面花费更多
的精力和财力, 从而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第三, 努力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 人类会发现每种自然资源的更多用途,
在目前科学技术条件下人类已发现有些矿藏资源具有多种用途 (如共生矿、伴生矿的多种用途) , 因而需要
对矿产资源进行综合开发、综合加工和综合利用。这样, 就有利于发挥和利用矿产资源的多种用途的价值,
就等于节约了资源的消耗或扩大了资源的供应, 发挥了资源的综合优势。所以, 长江地区应该制定资源综合
利用的政策和实施细则, 避免对资源进行粗放式利用和单一的利用。不允许企业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只开
发利用其中自己需要的一种用途, 而将资源的其他用途废弃; 同时, 对于生产和生活中的排放物, 也要加以
开发利用, 提高各种废旧物资的回收率及其综合利用率, 这样就使废旧物资变成了宝贵的物质资源, 也就等
于增加了资源的供应量。以上两个方面的资源综合利用, 都有利于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第四, 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长江地区要加速和完善资源市场的建设, 完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机制, 提高市
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和配置效益, 将有限的宝贵资源配置到最符合社会需求、生产效率和生产效益最高的行业中
去, 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资源的计划配置所引起的价格扭曲、资源浪费和资源效率低下等等弊端, 只
有在对资源实行市场配置后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因此, 应该制定市场对资源起基础性调节作用的政策, 用以
替代变相计划配置资源或对自然资源消费实行补贴的政策, 彻底改变某些自然资源价低甚至无价的状况, 促进自
然资源利用效率的大大提高, 让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率和效益。这样, 也有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41 促进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长江地区要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至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大量的工作:
第一, 强化环境保护基本国策。我国已确立了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 制定了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及环

境保护管理的一系列制度, 为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奠定了基础。长江地区要严格贯彻落实国家的环境保护政
策、法律、条例和标准, 严格检查和监督长江地区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方面政策法律的贯彻落实情况。同时,
要主动宣传国家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政策及法规条例, 让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和所有的居民都不但知晓自己
应该怎样对待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 而且还应了解哪些行为是国家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政策法律所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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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提高全体公民环境保护的意识, 增强环境保护的自觉性。
第二, 进一步明确环境利用的原则。长江地区的环境保护, 实际上走的仍是发达国家发展初期“先污染、

后治理”的老路,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将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割裂开来, 将生产收益与环境污染割裂开来, 因
而不少企业和地方政府只着眼于生产的增长和经济收益的增加, 而无视于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从本质上来
说, 环境问题是由于对资源的不合理利用造成的, 即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利用造成的, 而且环境问题的产生
贯穿于资源的开发、加工和制成品消费的全过程。也就是说生产全过程的每一个阶段或环节都同时在产生环
境问题, 是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外部负效应。因而必须向全地区的所有经济组织和基层政府进一步申明环境利
用的原则, 那就是“谁利用谁补偿、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和“三同时”的原则。企业开发利用环
境中的资源进行生产, 在自己获取经济收益的同时, 也要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环境, 避免外部负效应损害他
人的利益。在长江地区广泛宣传环境利用的原则, 目的是让所有的经济组织和全体人民都深刻认识到, 利用
资源环境进行生产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必须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环境, 促使企业主动地防治污染、减少污
染、保护环境, 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第三, 增加改善生态环境的投资。长江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而整个地区森林植被的
大量破坏是极其重要的原因, 要改善整个长江地区的生态环境, 必须大大扩大森林覆盖率和增加植被面积。
因此, 长江地区尤其是中、上游必须增加改善生态环境的投资, 将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 增加防护林
体系建设的投资, 大量植树造林, 不适于耕作的陡坡地要退耕还林、还牧, 以增加植被面积。中、上游有些
该保护的地区应划为保护区, 应禁止在保护区耕作、砍伐和放牧, 以保持森林覆盖率和植被面积。增加森林
覆盖率和扩大植被面积的投资, 可以起到多方面的生态环境效益, 其一可以改善水土保持状况, 大大减少水
土流失和土壤的侵蚀; 其二可以蓄泄兼筹, 降低洪涝灾害, 防止长江河流遭受各种损害; 其三可以改善长江
的水质, 恢复长江清澈的水体; 其四可以调节长江地区的湿度、温度, 改善长江地区上空大气的质量等。改
善长江地区生态环境的投资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显现出效益, 上、中、下游必须同心协力, 共同投
资改善长江地区的生态环境效益, 促进长江地区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第四, 加强环境利用的管理。首先, 加强对环境利用的宏观管理。对长江地区实行经济建设、城乡建设
和环境保护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和同步发展的发展战略; 企业要制定开发资源和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综合
规划和实施细则。对于不重视环境保护, 或者环境保护、污染防治规划不实、措施不力的项目, 不予以批准,
从而把好环境保护的规划审批关。其次, 建立健全环境监测网络和信息网络, 以便及时了解掌握长江地区环
境的质量和污染状况及其动态变化, 及时发布环境状况公报, 同时, 广泛收集群众提供的环境问题情况, 接
受群众有关环境问题的投诉, 并及时通报和处理。最后, 对破坏环境和污染物排放量超过标准的单位及时进
行严肃处理, 除了要征收破坏环境、污染环境的治理税和罚款外, 还要限期完成污染治理任务。如果到期该
单位的污染排放量仍超过国家环境保护有关法律规定的排污标准, 就要停业整顿或吊销其营业执照。对那些
对抗国家环境保护政策的单位和造成严重污染危害的单位要坚决快速处理, 同时要追究其负责人和责任人
的各种责任, 并对污染危害对象的损失进行经济补偿和重新安置。通过对环境利用的综合管理, 抑制破坏环
境、污染环境的行为, 奖励注重环境保护的行为, 从而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为子孙后代的发展提供一个
同样适宜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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