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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人口生态

与持续发展问题探讨

张迪祥

　　区域持续发展是一项复杂的多目标系统工程, 但总的讲, 人口、环境与发展这几者之间相互渗透、相互
制约、相克相生、相辅相成的关联运动, 是我们应把握的主要矛盾。基于此, 本文拟从长江流域人口与环境
的关系即人口生态的研究出发, 然后归结到对人口、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协调的探讨。

一、长江流域人口生态现状

长江流域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社会经济资源和智力资源的综合整体优势, 但是人口数量大, 密度高,

人均国土资源少, 传统农业占主导地位, 工业发展不平衡。流域内人口、资源、经济、技术等各要素在地区
分布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对长江上、中、下游即东西方向上表现出来的梯度差异, 人们已经讨论得很多,

这里拟从另一个角度, 即就长江干流沿江地带和流域南北两翼地区分别探讨其南北梯度差异, 并着重阐述人
口、资源、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现状特征。

(一) 长江干流沿江地带人口生态
长江干流沿江地带 (以下简称沿江地带) 指包括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平原、丘陵、盆地在内的长江沿

江地区, 这里自然条件优越, 开发历史悠久, 是我国国土开发与经济建设的一条极其重要的发展轴线, 被称
之为长江经济带。目前, 沿江地带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关系具有如下特征:

11 人口增长快, 人口资源承载力日趋紧张。据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统计, 沿江地带共有人口 16 765

万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 14183% , 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 460 人,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319 倍。由于人口的
快速增长, 各类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多处于较低水平, 土地资源更是日见稀缺。1990 年, 人均耕地只有 0182 亩,

低于全国人均 113 亩的水平, 更低于世界人均 613 亩的水平。
21 人口文化素质较高。1990 年, 沿江地带每 10 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达 1 967 人, 较全国平

均数 1 394 人高出 4111% , 再如高中文化程度人数 (9 295 人) 与初中文化程度人数 (25 106 人) 分别比全
国平均水平高出 1619 个百分点和 718 个百分点。另外每 10 万人口中拥有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数, 沿江地带
为3 706人, 全国为 3 042 人, 高出 664 人, 达 2118 个百分点, 这正是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所在。

31 城镇化水平较高。在整个沿江地带, 自重庆至上海, 其城镇人口逾 5 000 万, 占总人口的 32% , 与全
国 2612% 的城镇化率比较, 高出 518 个百分点。分布在这一地区的有特大城市 5 个 (沪、宁、汉、渝、杭) ,

大城市 3 个 (苏、锡、常) , 中等城市 18 个和小城市 20 多个, 是我国城市较为密集的一个地带。人口城镇化
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社会进步的标志, 如据统计, 长江干流 23 个港口城市, 人口仅占全流域的 20% ,

但却拥有全流域一半以上的经济实力, 上交国家的利润占全流域的 80% 以上, 十分清楚地反映出中心城市在
流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不容忽视的是, 沿江地带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 城市功能严重失调, 大城市超负荷、超容量的情况, 使
城市人口生活居住用地 (包括人均住房面积、人均道路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 标准普遍偏低, 市容卫
生、交通安全、物质信息流通等都受到重大影响。沿江地带环境污染尤其严重, 据有关统计, 年均排放废水
182 亿余吨, 废气 316 万多亿标立方米, 二氧化硫近 500 万吨, 污染主要分布在城镇, 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以百亿元计。

(二) 长江流域两翼地区人口生态
长江流域南北两翼地区大部分为高原、山地, 总人口达 21 200 余万人, 占全国的 18175% , 人口密度达

每平方公里 147 人, 虽仅及沿江地带的 30% 多一点, 但却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每平方公里 118 人) 2415 个百
分点。

长期以来, 两翼地区由于地形复杂, 交通不便, 严重影响了对内对外的经济交流,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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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低下, 贫困人口的发生率远远高于全国许多地区。同时, 居住在本区海拔 500 米以上高度的人口, 主要分
布于青、藏、滇、黔、川、湘、鄂、甘、陕等省区, 这正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因此, 云贵高原
区、川西高山峡谷区、川黔湘鄂交界处的“边缘岛”地区, 秦巴山地地区以及大别山区等的许多地区, 成了
全国有名的老少边穷地区。

两翼地区巨大数量的人口给生态环境系统带来巨大的冲击, 这里的人口城镇化率仅为 1617% , 环境问题
主要来自农村的生态破坏, 目前, 本区人口与环境关系存在如下明显特征:

11 植被破坏。长江流域的森林主要分布于南北两翼, 这里的植被破坏令人忧虑, 如上游云贵川三省, 森
林覆盖率已由 50 年代的近 30% , 减少到目前的 15% 以下。长江中下游地区, 建国以来除湖北省森林面积增
加外, 湘、赣、皖、浙诸省皆呈减少趋势。森林质量的下降更是一个普遍性问题, 资源分布不均, 林相单一,
物种由繁变简, 成熟林比重急剧减少到 15% 甚至更少。

森林资源的衰退, 导致生态效益的下降, 气候失调, 自然灾害的频率有增无减, 并与水土流失等生态问
题有着直接的依存关系。

21 水土流失。建国前,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就已相当严重, 据 50 年代调查, 水土流失面积约 36 万平方公
里, 经过治理, 已控制 11 万多平方公里, 但同时又新增大量流失面积, 其程度反较 50 年代初加重, 据统计,

目前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全流域总面积的 30% 以上。
长江上游水土流失最为严重, 其面积达 3512 万平方公里, 占上游总面积的 35% , 其中强度以上流失面

积达 1018 万平方公里, 占总流失面积的 3017%。按支流统计, 以金沙江流域面积最大, 达 13154 万平方公
里, 占上游总流失面积的 3814% , 其次为嘉陵江、岷江, 分别占 2613% 和 1410%。流失比重以嘉陵江、沱
江最大, 流失面积均占本流域面积的一半以上。

长江中下游水土流失地区主要分布在湘赣红壤丘陵区, 湘赣皖鄂 4 省花岗岩及花岗片麻岩区, 鄂西北山
区等地。

长江流域土壤侵蚀类型除青藏高原及高寒山地有冰川、冻融等自然侵蚀外, 局部地区尚存在滑坡、泥石
流等重力侵蚀, 但一般均以水蚀为主, 流域内水土流失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主要是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的过程中违背了生态经济规律造成的。据有关调查, 50 年代以来, 长江上游山地丘陵区随着人口猛增, 对耕
地的社会需求量大幅上升, 从而使坡耕地面积较原有耕地面积增加了 40～ 60% , 有的地方甚至将 35°的陡坡
也辟为耕地。与扩大耕地相伴而来的是大量森林被毁, 二者推波涌浪, 遂使水土流失成为破坏长江流域农业
生态环境的一只猛兽。

水土流失带来一系列生态问题:
(1) 造成对土地资源的损耗。目前, 长江流域每年土壤流失量达 22 亿余吨, 相当于每年毁坏农田 720 万

亩, 损失N 1P1K 约 2 500 万吨。
(2) 生态环境恶化, 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植被破坏, 水土流失, 气候失调, 是形影相随的孪生兄

弟, 因此凡水土流失剧烈的地区, 也是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地区。如贵州省乌江上游的毕节地区, 森林覆盖率
由 50 年代初的 1711% 下降至 614% , 与此同时, 水土流失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比重由 3314% 上升至 48% , 土
壤平均侵蚀模数达 5 000 吨ö平方公里·年以上。60 年代以来, 灾害频率大增, 两年一小灾, 三年一大灾, 人
民生活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 全地区有 6 个县属国家一级贫困县, 有 315 万人 (占地区的 5312% ) 尚未解决
温饱。

水土流失还导致湖泊淤积、河床抬高、河道阻塞、毁坏工程设施等等。同时由于森林破坏、水土流失, 打
乱了水分平衡, 加剧了洪涝与干旱的威胁, 形成上游为害中下游, 两翼为害沿江地带的地域关联。

长江流域人口生态现状告诉我们, 必须使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互相适应, 必须注意保护环境和促进资
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保持经济发展需求和环境供给能力的平衡。当务之急, 是要把下述三个方面作为重点奋
斗目标: 首先要努力保障和维持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停止生态破坏, 使生态走向良性循环, 加快脱贫步伐,
减少绝对贫穷; 二是要控制人口增长, 同时把资源消耗、环境恶化、文化破坏、社会不稳定等限制到最小范
围之内; 三是要发挥沿江地带即长江经济带的优势, 促进全流域经济发展。并从此出发, 寻求切合长江流域
实际的区域发展理论模式, 制定可实际操作的持续发展战略, 从而为进一步制定长江流域 21 世纪议程打下
良好基础。

二、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战略思路

目前, 长江流域人口、资源、环境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处于严重不协调状态, 因而导致出现一系列
生态环境问题, 全流域城市、乡镇、农村生态系统皆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之中, 严峻的现实, 使我们不得不
在面临人口和环境双重压力的艰难情况下解决发展问题。走出困境的办法, 只能从人口、环境与发展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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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中来, 人口、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协调, 是一种正在引起全球关注的新的发展战略, 即“持续发展”战略。
根据对长江流域人口与环境关系基本情势的认识, 以及对流域近期重点奋斗目标的选择, 笔者认为, 长

江流域人口、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协调, 首先应抓住干流这根主轴, 深刻认识流域开发的整体性、区域性、阶
段性和层次性、贯彻落实我国政府提出的两项基本国策, 选择杠杆式开发和点面线并进的综合开发模式, 建
设长江大流域经济, 从而加快解决长江流域人口、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进程。

贯彻落实两项基本国策, 是缓和长江流域人口与环境关系紧张状态的关键, 一方面实行计划生育, 控制
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 减轻环境压力; 另方面, 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提高环境的承载能力, 一步步使
人口经济需求与环境供给关系趋于宽松。

关于杠杆式开发, 笔者认为, 这是最能体现长江流域环境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整体性、区域性、阶段性、
层次性特点的一个开发模式。由于长江流域国土资源、经济实力、开发潜力客观存在着的东西差异, 经济布
局由东向西推移是必然趋势, 因此, 梯度开发模式、点轴渐进式扩散模式等都有可借鉴之处, 而从长江流域
域情出发, 笔者认为, 应该而且实际上已经在采取杠杆式开发模式, 这个模式之所以有别于其它模式, 在于
它强调一个关键——支点的选择。长江这根大杠杆的起动, 必然是以东部作为力点, 中部为支点, 西部则是
产生力的重点。中部作为支点, 要完成其使命, 关键的关键, 是建设大三峡工程, 大三峡工程的建设, 在优
化资源配置、实现人口和资源间平衡, 提高经济对区域开发的支撑能力方面, 具有制导全局发展的意义和作
用。

关于点线面并进, 点指中心城市 (如沪、宁、汉、渝等) 和工矿基地 (如马鞍山、铜陵、德兴、黄石、大
三峡、攀枝花等) , 它们都是长江流域经济建设的据点, 各有其处于不同层次上的吸引辐射范围, 成为区域
经济发展的极核。点的建设和发展, 必须明确解决城市化问题的政策措施, 同时规划城市化速度, 确立城市
规模结构, 建设大中小结合的城镇体系。面指整个流域, 它以建设生态农业为中心, 加快资源开发和环境整
治, 重点包括增加农业投入, 科技兴农,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发展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和适度规模经营, 以及
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农业人口非农化转移等等, 最终建设起高投入、高效能、高容量的农田生态系统。线
是指江河沿岸, 主要是指长江沿岸地带, 点上积聚的势能要向这里扩散, 面上焕发的潜能要向这里集聚, 应
该设计好沿江工业生产力布局结构, 以建设一个与国土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治理保护协调一致的工业走廊
(按照杠杆式开发模式, 以开发长江三峡水能为突破点, 同时发展长江航运、提高长江防洪能力、沿江配置
工业等等)。各级沿江城镇及连结沿江城镇的工业走廊, 是一个具有高密度、高人口容量的开放系统, 它的
建设和发展将大大提高环境对于人口的吸纳能力, 促进农业人口的转移, 促进人口与资源间的最佳平衡, 使
人口和发展互为条件、互相补充。综上述可见, 点面线并进是个优化资源组合、高效利用物质能量、平衡融
洽流域社会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各组分间的关系的综合开发模式。

以上简要阐述的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构想可以表述为: 一条主线, 两项国策, 杠杆式开发,
点面线并举, 人口、经济、生态环境持续协调发展战略。

三、几点探讨

11 区域发展理论模式的选择
长江中上游与下游地区之间、两翼地区与沿江地带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拉大, 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中上游与两翼地区发展的滞后, 固然与经济基础、管理经验、科技文化水平以及区位条件等有关, 但
缺乏切合实际的经济发展理论指导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时期, 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主要以增长极理论和梯度理论为依据、强调将国家有限
的财力物力优先投放到见效最快、效益最高的地区, 保证这些地区先走一步, 以使国民经济较快地增长, 国
家整体经济势力较快地增强, 继而带动后进地区发展, 这无疑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但问题在于, 我国落后地
区大都地处内陆腹地或边远乡村地区, 远离发达地带和主要经济中心, 短期内很难有增长极在那里生成。加
之, 现有增长极的辐射力有限, 与周围地区关联度低, 以致周围落后地区根本不可能因极化效应而受益。因
此, 选择行之有效的区域发展理论模式, 建立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管理机制, 成了一个必须充分认识和急
待解决的问题。有论者提出①, 我国中西部地区在长远实施增长极理论发展战略的同时, 应选择“自中心发
展理论”与之配合, 是颇有见地的。

“自中心发展理论”的渊源可追溯到 30 年代的所谓“区域自成长先驱方法”, 80 年代以来, 鉴于战后以
来一直主导着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增长极理论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缺陷, “农村发展理
论”、“区域自中心发展理论”等相继出现, 并开始在一些落后地区的区域发展实践中取得明显效果。“自中心
发展理论”倡导在远离经济中心的边缘地带, 从最小的区域单元开始, 在当地社会、经济条件下, 应用符合
当地实际的小规模适用技术, 依靠密集开发当地资源, 组织劳动密集型生产, 全面调动一切生产力, 减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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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外部的依赖性, 增强自成长能力, 直接满足当地人口的基本需求, 控制贫困加剧, 并使地方经济稳步增
长。这样在不断增强资源有效性的条件下, 一步一步地为建立和发展更大的区域单元打好基础, 达到区域发
展之目的。必须指出, 自中心发展并非建立自给自足的封闭型区域经济体系, 它的核心是边远落后地区必须
改变被动等待的地位, 而将自己置于发展的主动地位。

21 加强计划生育, 控制人口增长
1949～ 1958 年和 1963～ 1992 年, 长江流域经历了两个人口增长高峰期, 1973 年以来, 国家强调计划生

育, 控制人口增长, 长江流域人口进入稳定增长时期。
1982～ 1990 年, 长江上游人口增加 816% , 年均递增 1014‰, 长江中游人口增加 10178% , 年均递增

1219‰, 长江下游人口增加 9115% , 年均递增 1111‰, 上中下游人口增长速度都已明显减慢, 表明随着计划
生育政策日益落实, 长江流域控制人口增长已收到成效。必须指出, 计划生育工作在长江流域一刻也不能松
懈, 近年来的态势表明, 长江流域人口增长速度仍然较快。如以自然增长率 14‰为分界线, 1989 年和 1990

年, 全流域除上海、江苏、浙江、四川 4 省市自然增长率在此线以下外, 其余各省区皆在 14‰以上, 有的省
高达 18‰甚至更多; 1990 年至 1994 年的 4 年间, 处于分界线以上的各省区, 除湖南省继续降低到 14‰以下
外, 其余省区仍徘徊在 14‰以上, 离本世纪末我国人口控制目标仍有一定差距。再从妇女总和生育率看, 流
域内除上海、浙江、江苏、四川 4 省市降至总和生育率 211 的更替水平以下、湖南省接近这一水平以外, 其
余各省区的总和生育率仍超出更替水平。由上述可见, 当前长江流域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安徽、江西、
湖北、湖南、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 尤其应放在这些省区内商品经济不发达、文化水平较落后, 计
划生育工作仍较薄弱的地区。

31 建立资源节约型经济体系
长江流域各类资源总量丰富而人均拥有量少, 如耕地的人均占有量仅为全球人均占有量的 2316% , 森林

为 1119% , 草地为 2116% , 淡水为 30%。从长远看, 资源短缺和人口增长两个因素迭加, 是长江流域经济
发展的最大限制性因素。因此, 必须唤起人们的资源忧患意识, 要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经济体系, 在制定资源
政策时, 一定要把合理利用和节约资源作为首要目标, 为此, 要改革现行的资源价格体系, 运用市场机制,
消除自然资源需求过度膨胀、低效利用的经济根源; 完善资源管理制度, 逐步实行资源的有偿使用; 征收资
源使用费和环境保护税, 抑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 要实行资源保护、利用与增殖并重的政策, 鼓励自然
资源的再生产, 保证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 加强流域生态环境建设, 利用合理的人工干预, 逆转生态环境恶
化趋势, 提高人口资源承载能力, 建设高效、和谐的流域生态系统。

41 优化资源配置, 突出开发重点
长江上游具有能源、资源优势, 下游具有经济、技术优势, 中游兼具二者之优而发展程度居中。按照优

化资源配置和突出开发重点的要求, 在下游地区应建立和发展以沪、宁、杭为中心的高技术产业和外向型经
济基地, 并建设以太湖平原为核心的城乡复合生态经济系统; 上游三峡—成渝沿线和攀枝花—六盘水地区,

进行资源和能源综合开发, 建立西部重工业和能源战略基地, 建设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
生态农业基地; 在东西两大基地之间的中游, 重点开发建设以武汉为中心的沿江经济走廊, 并建设“三湖两
陵”(鄱阳湖、洞庭湖、江汉湖群、湘中丘陵、赣中丘陵) 国家级商品粮基地。连接上中下游开发重点的沿江
地带, 构成了全流域、全中国的重点发展轴线, 这里以浦东开发为龙头, 三峡工程建设为契机, 正在演出中
华民族振兴新篇中最壮丽辉煌的一幕。

由沿江地带向南北展开的两翼地区, 农业人口比重大, 开发建设的重点是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重点为:

(1) 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促进农业内部各个方面协调发展;
(2) 加强农业自然资源的管理, 合理开发、利用、治理、保护, 尽快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3) 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素质,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培养人才, 发展科技, 加快科

技兴农的步伐;
(4) 发展乡镇企业, 扩大就业容量, 有序组织非农转移;
(5) 加大扶贫力度, 以开发性扶贫、科技扶贫促进边缘地域“中心化”, 增强贫困落后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实现持续、协调、稳定发展目标。

注释:
①张阳生: 《西北干旱区持续发展思考》, 载《干旱区地理》, 1996 (1)。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
(责任编辑: 杨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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